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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这些可贵精神增加新的时代内涵，注入新时代的血

液，将这些精神进行改造和宣传，使这些精神能够弘扬

社会正能量，鼓励民众积极奉献，反对好逸恶劳，引导

民众在新时代用传统文化所包含着的精神指引下，继续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新时代忻州地区传统民间信仰

文化表现形式的改造策略

（一）创新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播途径

忻 州 地 区 的 众 多 传 统 民 间 信 仰 文 化 已 成 为 当 地 民

众被普遍认同的思想意识，但只有在进行民俗节日、庙

会、及祭祀仪式中才能表现出来。在忻州的广大农村地

区，信息传播较慢，文化宣传力度小，这些民俗活动的

影响范围大多局限在本村或邻村，偶尔有原平、忻州、

太原等地的市民前往参与，大多数城市市民并不知晓。

这些民俗活动的封闭性使得当地传统民间信仰文化很难

传播出去。

传统的文化活动已无法满足新时代群众对文化的需

求。为此，当地政府应创新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播途

径，使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进行传播，如创建微信公众

号、微博等各种类型的自媒体，在网上介绍传统文化，

或创建网上庙会、网络直播的方式让全国各地的群众更

方便地接触民间信仰的各种仪式，使得传统文化“走出

去”。这样既减除了不同地区民众参与各地民俗活动的

障碍，又极大地加强了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宣传力度。

同 时 ， 要 将 庙 会 、 祭 祀 等 仪 式 融 入 忻 州 芦 芽 山 、 天 涯

山、五台山等风景区的文化建设当中，将全国各地的游

客“引进来”，使得传统民间信仰文化依托当地旅游业

得以传播，也可以加快促进文化交流的繁荣局面。

（二）增加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经济效益

在每年农历传统节日，忻州各地村落都会举办不同

的祭祀、庙会等民俗活动，举办活动的村落通常会出现

摆摊做生意的流动商人，形成大规模的集市，为当地带

来经济效益。许多民众也是因为赶集或买卖而参与这些

民俗活动的。但今天淘宝、美团等互联网消费正在逐渐

取代传统的消费模式，传统民间信仰文化所带来的经济

效益也逐渐下降。因此，各地应利用传统文化创新消费

模式，促进文化消费。

首 先 ， 要 鼓 励 集 市 商 人 进 口 具 有 当 地 特 色 的 文 化

产品，如定襄蒸肉、神池月饼、静乐剪纸等，同时将这

些产品参与到互联网消费中，并使这些产品起到文化宣

传的效果，吸引更多的人们前来参加民俗文化活动。其

次，要在当地发展具有民间信仰文化特色的旅游业，将

庙会、祭祀等传统文化仪式打造成当地旅游产业的一个

名片，并将民间信仰文化与五台山、雁门关、阎锡山故

居等景区融于一体，吸引更多游客消费。最后，在当地

发展与旅游业配套的相关服务行业，如农家乐、酒店住

宿、温泉等，使服务设施更加完善，形成旅游产业链，

以第三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结　语

忻 州 地 区 的 传 统 民 间 信 仰 文 化 发 展 至 今 ， 已 成 为

了全国各个地区民间信仰及民俗文化的重要代表。该地

区传统民间信仰文化对新时代下广大群众的积极影响和

局限性在全国很多地区的传统民间信仰文化中也普遍存

在。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针对其文化内涵和文化

表现形式，提出了相应的改造策略。这些策略对忻州传

统民间信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良好的

指引和推动作用，使该文化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好地满

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有利于忻州地区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为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传统民间信

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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