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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探讨
———以悦城龙母文化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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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西江流域悦城龙母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３０余年来，经过地方政府的着力打造，龙母文化业已成为粤港澳地区一块重要的旅游

文化品牌，在旅游经营开发、规划设计、宣传营销和庙会经济等方面，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它不

仅促进了经济次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提升了地方的文化软实力，有利于地方文

化的繁荣和对外文化的交流。它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成功典范，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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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德庆县悦城镇龙母文化是中华民族龙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悠久，可上溯到秦汉时

期，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经过地方政府不遗余力的打造，龙母文化业已

成为粤港澳地区一块重要的民间文化品牌。然而，

目前对龙母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和利用研究的不多，

主要原因是文化产业理论探讨和构建近些年才刚

刚开始。本文尝试从文化产业学的角度，通过实地

调查，搜集资料，深入研究龙母文化在旅游经营开

发、规划设计、宣传营销和庙会经济等方面的举措，

及其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等，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提供一个成功的个案。

一、龙母文化与地方旅游业发展

文化产业学认为，“实现最适生产规模，乃是经

济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产业化

（规模化是其应有之义）的一个自然推论。所谓最

适生产规模也称规模经济，是指在特定的行业之中

的技术水平之上，一个生产或经营单位的规模有一

个最佳的点。”① 肇庆市和德庆县发展旅游产业，做

大做强本地区旅游产业，符合规模经济的理论。肇

庆市、德庆县旅游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

整严密的旅游产业体系，龙母文化是该体系不可或

缺的重要部分。在当地旅游产业不断扩大，以到达

最适生产规模的过程中，龙母祖庙迎来了更有利的

发展时机。

１９９３年，德庆县决定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全

县第三产业发展。为了建设龙头景区龙母祖庙旅

游度假区，县政府邀请天津大学和广东省规划院的

专家，对旅游度假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根

据规划，政府修缮了龙母祖庙和附近建筑，改造完

善了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１９９９年，开设了德

庆首条步行街———庙东商业街，开 通 了 庙 西 新 街、

过境街道、程溪路和河堤路。龙母祖庙的配套设施

建设投资了５００多万元。此外，德庆在德 庆 学 宫、

盘龙峡等新 旧 景 点 的 开 发 上 卓 有 成 效。１９９６年，

德庆开始推出以龙母祖庙景区为龙头，以龙文化为

内涵的“龙之旅”旅游路线，这条路线经过数年不断

完善，于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更名为 “龙之旅———龙

母故乡德庆游”，形成了龙母祖庙、德庆学宫、盘龙

峡生态旅游区“三点一线”的格局。当年前６个月，

旅游收入同比增长３２％。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龙

之旅”旅游热线已成为广东旅游的精品路线，是德

庆旅 游 业 在２１世 纪 头 十 年 飞 速 发 展 的 最 重 要

保障。

旅游业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

经营旅游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经营知名度、经营

品牌，以求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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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而 获 得 经 济 效 益。所 以，肇 庆 市 在 上 个 世 纪

９０年代，根据 自 身 内 在 的 文 化 特 点，重 点 建 设“花

园式”旅游城市；在旅游由观光游览型转向休闲度

假型的潮流趋势下，肇庆着力打造“南国休闲之都”
这一品牌。对外做旅游宣传，德庆的龙母祖庙和盘

龙峡是肇庆的两个重要砝码。龙母文化至今兴盛

不衰，龙母庙会热闹非常，龙母文化品牌价值在不

断提升。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龙母祖庙仅被列为县

级重点保护 文 物，１９８６年 被 列 为 市 级 重 点 文 物 保

护单位，１９９４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２００９被列为４Ａ级国家级风景区。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热 兴 起 之 际，２００７年 龙 母 诞 庙 会 被 列 为

省级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２０１１年 被 列 为 国 家 级 非 物

质文化遗产。此外，还有“中国文化传承基地”、“华
文教育基 地”等 一 些 名 头。这 些“招 牌”含 金 量 颇

高，提高了龙母祖庙的档次，树立和增强了祖庙以

及德庆的旅游形象。与龙母祖庙“捆绑”推出的德

庆盘龙峡，拥有罕见的瀑布群，经数年开发经营，成
为肇庆旅游的又一大新兴景点，获得“广东最美的

地方”、省级和国家级“森林度假旅游胜地”等多项

称号。强强联手，其旅游的吸引力逐年增加。
现代旅游业更借助营销的理念和手段，来展示

独特的地域 形 象 文 化，以 最 大 限 度 地 吸 引 观 光 游

客。龙母文化旅游得到迅速发展，与自觉利用现代

营销的手段是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１．旅游口号

广告宣传是重要的手段之一，广告宣传中有旅

游口号这一环节。旅游口号要凝练、生动和有影响

力。沿着３２１国道进入德庆的乘客，可以看到江边

矗立着一个高３～４米、长约１０米的广告牌，是龙

母祖庙和一句广告词“南海最神的神庙”，“神”字用

行书、蓝 色，形 体 比 其 余 的 字 略 大，其 余 的 字 用 楷

书、青色。对此广告词稍微留意的乘客都会眼前一

亮，留下或短期或长期的印象。“南海最神的神庙”
这一旅游口号较好地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口号设计

较为成功。分析原因，一是符合人们的信仰心理。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重视的是

神灵能带来现世的、具体的、个人的幸福，而且不比

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而是采

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较为关心它是不是灵验。“最

神的神庙”即使对于没有龙母信仰的人来说，不会

产生心理上的排斥，反而有去参拜的冲动；二是旅

游形象定位。口号采用了领先定位的方法。旅游

者依据各种不同的标准和属性建立形象阶梯，在阶

梯中占据第一位置的，就有领先的形象。悦城龙母

祖庙在西江流域，历史最为悠久，建筑也最为精美，
早在清代就有“祖庙”之誉，它与广告所宣称的“最”
字倒也有几分契合。

２．旅游地视觉景观的形象设计

对于旅游者而言，旅游地是一块充满视觉感性

的地方。开发、美化、发展旅游地景观的视觉因素

及其形象力，是旅游地形象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龙母祖庙附 近 主 要 景 观 设 计 有 四 处：一 是 大 雕 塑

“五龙戏珠”。雕塑矗立于３２１国道与龙母大桥所

在道路的交叉处，源于传说中龙母的五个儿子，即

五龙子。二是 巨 型 广 告 牌。３２１国 道 边 缘 的 坡 道

往下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场边房屋上树立着介绍

龙母祖庙的巨型广告牌。三是迎送招牌。龙母祖

庙背后的３２１国道，一百多米每隔约５０米树立了

三块白底红字的迎送招牌，招牌上除了“悦城龙母

祖庙欢迎你”等字样外，还分别用“一鸣笛”、“二鸣

笛”、“三鸣笛”等意在建议司机鸣笛以表示对龙母

敬意的字样。四是横幅。横幅挂于龙母祖庙围墙，
内容多是“参拜龙母，有求必应”以及某些节庆活动

的宣传标语。３２１国 道 从 五 龙 山 和 龙 母 祖 庙 之 间

穿过，祖庙地势比国道地势要低一些，而且背对国

道，所以为了尽可能突出祖庙的形象，视觉景观设

计者采用了以上人工景观，以求把龙母祖庙介绍给

游客。

３．宣传促销

龙母祖庙的旅游宣传促销工作主要是由德庆

县旅游局来做的，采用产品组合策略进行宣传，把

龙母祖庙与其他景点捆绑在一起，重点宣传“龙之

旅”旅游热线，每年拨款约３００万元用于旅游宣传。
龙母祖庙是德庆的一个龙头景区，是德庆宣传的一

个重点，龙母诞期以前德庆县旅游局在港、澳、珠三

角等地广作宣传。笔者在广州公交站就曾见到龙

母得道诞的 大 型 广 告 宣 传 画。１９９７年，德 庆 政 府

把德庆的风景 名 胜 制 作 成 ＶＣＤ，在 龙 母 生 辰 诞 期

通过ＶＣＤ向 游 客 介 绍 德 庆。１９９８年 龙 母 生 辰 诞

期，德庆政府组织人员到中山、东莞、顺德、佛山等

珠三角地区设德庆旅游咨询处，通过分发宣传品、
解答疑问等 形 式 介 绍 德 庆 的 风 景 名 胜。１９９９年，
恢复了“龙母得道诞”，并在得道诞期间策划了民间

艺术节，活 动 包 括“龙 母 祖 庙 建 筑 艺 术 摄 影 展 览

会”，演出了《龙姬》等龙母戏，从某一方面来说，此

活动起到了旅游促销的作用。另外，借助与颇受传

媒关注的大 型 活 动，提 高 德 庆 县 的 知 名 度 和 美 誉

度。具体有“２００４年环球洲际小姐德庆游”、“２００４
年美丽天使国际航空小姐德庆采风”，２００６年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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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哥德堡”号仿古船船员，在这些活动中龙母祖

庙成为必游景点。国内与国际，传统文化与现代时

尚文化的碰撞冲击而产生巨大的张力，让龙母祖庙

更具奇异的色彩和魅力。活动照片频繁见于各类

宣传手册，这是给德庆，包括龙母祖庙留下一笔宣

传上的财富。再有，一些品位较高的文化活动从另

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样具有宣传的作用，而且一旦

产生效果，则 更 深 入 和 持 久。２００４年 龙 母 祖 庙 举

行了“肇庆人文丛书”系列之一《母仪龙德》首发仪

式。该书前半部分既收集了重要的龙母传说故事，
后半部分又采用了历年来龙母信仰和龙母文化研

究的重要著作，附录了有关龙母历史文献和诗词歌

赋，可读性强，文化品位高，使之具有一般宣传印刷

品不可替代的价值。
自１９９８年 德 庆 县 成 立 龙 母 祖 庙 旅 游 公 司 以

后，龙母文化旅游开始走上轨道化、规范化、产业化

的发展道路。龙母祖庙的旅游人数和收益逐年递

增，是广东 全 省 年 游 客 量 超 过 百 万 的 几 个 景 区 之

一，年收入上升到数千万元。

二、庙会经济：龙母文化产业化的重要途径

庙会是由宗教节日的宗教活动引起并包括这

些内容在内的在寺庙内或其附近举行酬神、娱神、
求神、娱 乐、游 冶、集 市 等 活 动 的 群 众 集 会。② 龙 母

祖庙是龙母信仰和龙母文化的物质载体，每年龙母

祖庙举行龙母生辰诞、龙母得道诞、春节“开金印”
和“开金库”、龙母感恩节、龙母水灯节、龙母赐福会

等各种形式的庙会活动，来自港、澳、珠三角、广西

以及全国各地、东南亚等地区的游客纷至沓来，参

拜龙母，寻根问祖，向龙母祈福。繁盛的庙会带了

巨大的经济收入，是龙母祖庙最大的收入来源。

１．庙会经济之一：龙母生辰诞

在各种庙会中，龙母生辰诞是为了纪念传说中

龙母的生日，历史最为久远，最为盛大。广东俗语

有云：“正月生菜会，五月龙母诞”。龙母生辰诞时

间为农历初一到初八，集酬神祀祖、竞艺竞技、歌舞

表演、物资贸易为一体，集会人数可达２０多万，是

广东最大的民间盛会之一。俗话说：“人流便是物

流，物流便是商机。”诞期内，悦城龙母祖庙热闹非

凡，收益甚大。
叶春生先生较早地论述了龙母祖庙发展文化

旅游的情况。他研究了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龙母祖

庙庙会，指出庙会带动了佛山冥镪业的繁荣，庙会

中各类商品消 费 数 量 巨 大，获 利 甚 丰；８０年 代，祖

庙的门票收入已经达到数百万元，其所接受的捐资

十分可 观。③ 所 以，庙 会 首 先 是 巨 额 的 门 票 收 入。
近年来，龙母诞期游客人数２０多万，门票售价为每

张５０元，估计诞期收入达千万元左右。
其次，诞期祖庙举行的祭祀活动和人们遵循的

习俗惯例也带来了不少收入。祖庙的祭祀仪式分

为庙方主持和群众自发组织两种。前者有为龙母

沐浴、为 龙 母 圣 物 开 光、龙 母 贺 诞 仪 式、“万 人 放

生”、“零食上香”；后者有洗龙泉圣水、引香火、呈供

品、跪叩和祈祷、烧金银纸、装香灰、燃鞭炮。此外，
还有特殊情况：请人念经、舞狮或舞龙。除了这些

主要的祭祀仪式外，还有一些衍生的仪式活动，并

演变为一种习俗惯例，主要有摸龙床、饮圣水、服香

灰、吃“金猪”、鲤鱼放生、盖龙母金印、烧幽、请“龙

母运程香”、带“龙 母 符”等。④ 其 中，摸 龙 床 的 游 客

收取１０元；龙母圣水２０元一瓶，价格不菲，但买者

甚多；鲤鱼放生不像“万人放生”由政府组织，它是

民间组织，龙母广场前的江边长期停留放生船，每

次放生收取１０元；“龙母符”在祖庙中售卖，而且同

时售卖的还有其他“开光圣物”。因龙母诞期间，游
客达２０多万，所以烛纸和鞭炮的买卖最大。据长

期在祖庙工作的员工告诉笔者，拜龙母的游客或自

带鞭炮，或在祖庙景区摊档买，景区鞭炮的收入每

年高达２００万元。此外，祖庙东西两侧排列着卖香

烛的店铺，总共６０多家，香纸形式各异，有些做工

还比较精美。店铺租金不尽相同，主要以离祖庙的

远近而定，近者三年交租金两到三万元，远者三年

交租金七八千元，近祖庙门口的摊档年净收入可达

２０万元。在祖庙内，龙母广场设有１０个卖香烛和

鞭炮的摊位。祖庙建筑内设有３个摊位，售卖龙母

开光 圣 物、龙 母 纪 念 品、龙 母 圣 水 以 及 卜 卦 算 命。
以上是固定的店铺，诞期还有更多流动的摊位，据

祖庙人员告诉笔者，诞期流动摊位有３０多个，主要

售卖香烛、本地特产、药材、纪念品等。诞 期 内，收

取的摊位费不低，摊主仍乐意出钱，有摊主坦言，一
个诞期的收入足够一年开支。

景区店铺除了经营香烛和鞭炮外，还有一部分

经营饮食和土特产。龙母生辰诞到来，餐饮业会开

设“龙母斋会”满足信众的要求。住宿方面，悦城镇

内有永生酒 店 和 新 建、正 准 备 投 入 使 用 的 君 悦 酒

店，还有龙山旅馆等三、四家小型旅馆。诞期内，开
房率达１００％，但明显地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住宿需

求。很多游客自驾游，他们沿着３２１国道上到德庆

县城住宿。诞期 县 城 开 房 率 达 到９０％以 上，因 而

也带动 了 德 庆 餐 饮、住 宿、娱 乐、商 务 等 一 系 列

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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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是庙会的一项重要收入。祖庙在龙泉水、
龙母像、龙床、梳妆楼、佛像等六七个地方设了数十

个功德箱，让游客和信众捐款。更重要的是，来自

澳门、香港、珠三角的堂口、社团有５０多个。每年

龙母诞组织信众前来，并有捐款，从数千元到数万

元不等，捐 款 五 千 元 以 上 的 个 人 则 会 贴 出 名 单 公

示。有的个人捐款多达数十万、上百万元。如香港

陈策文先生先后捐资２５０万港币，香港高杏红女士

捐资５０万港元，香港祥嫂亦捐资５０万人民币，珠

三角捐资十万元的个人也不少。这些巨额捐资都

来源于粤港澳的富商。
龙母生辰诞也是德庆县招商引资的一个有利

时机。由于龙母诞期游客多来自港、澳、珠三角，德
庆县借此时机，向来参拜的客商介绍德庆的投资环

境和投资优惠政策，积极引进资金，发展本县经济。

１９９３年，是龙母祖庙重光１０周年。诞期内德庆举

办了为期３天 的 招 商 引 资 活 动，共 签 定 项 目 合 同

１８个。２００４年诞期内，县政府在龙母祖庙 景 区 专

门设立投资推介展馆，成立招商工作组。迎来了福

建陶瓷投资 百 人 考 察 团、广 西 藤 县 投 资 考 察 团 等

１０多个投资 考 察 团。在 本 次 活 动 中，德 庆 与 外 地

投资者签订投资意向合同６宗，意向投资金额１．２
亿元。２００５年诞期，德庆策划了系列招商活动，向

游客推介招商项目５０多个，签订了“顺德家具后花

园”、“产权式休闲度假山庄”等一批投资额较大的

意向项目。除了龙母生辰诞，秋季肇庆有比较大型

的招商引资活动，所以秋季龙母得道诞也是招商引

资的一个有 利 时 机。２００３年８月，德 庆 举 行 龙 母

祖庙重光２０周年暨龙母得道诞活动，搭建商贸平

台，推出包括五星级酒店、旅游度假村、龙母民俗文

化园等一批引资项目。龙母诞期间的招商引资活

动现今仅占到德庆系列活动的一小部分，但诞期的

人流为经济交流提供了空间，是向外地商人介绍德

庆投资环境的一个窗口，其效用是持久的。

２．庙会经济之二：其它庆典活动

１９８３年 龙 母 祖 庙 重 光 以 来，龙 母 诞 的 游 客 从

起初的数万增至现在的２０多万。龙母祖庙一直是

德庆旅游业的龙头景区。龙母生辰诞的兴盛让德

庆人既看到了民俗节庆的文化效益，也看到了经济

效益。顺应众多民俗文化的回归潮流，也为了更好

地发展本地的旅游业，德庆在１９９９年恢复了传统

的“龙母得道诞”。
相传龙母 在 农 历 八 月 初 一 功 德 圆 满，得 道 升

天，人们为缅怀、纪念龙母的无量功德，把每年的农

历八月初一至初八定为“龙母得道诞”。诞期内，龙

母祖庙 先 是 推 出 了“龙 母 祖 庙 添 砖 加 瓦”、“请 圣

水”、“圣地鸣钟”等活动，以后又陆续推出了“万人

做功德”、“万人祈福”、“万人放水灯”等活动。农历

八月初八是诞期的最后一天，当晚一万多游客在龙

母祖庙前的西江放水灯，场面极其壮观。放水灯节

此项民俗 活 动 正 申 请“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同时，德庆把该节庆策划为“龙母得道诞暨民间艺

术节”，挖掘本地的民俗文化资源，并加入更多的现

代元素，整合成一个丰富多彩、颇有民俗文化内涵、
又带有现代 气 息 的 节 庆 活 动。２００９年，德 庆 举 行

了得道诞恢复１０周年活动，首日就有２万多人参

加。据龙母祖庙人员介绍，得道诞恢复以来，龙母

水灯节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并且众善信常有较大

捐资。

２０００年，德庆 恢 复 了“龙 母 开 金 印”、“龙 母 开

金库”活动。这两项活动成了过年期间华南乃至东

南亚地区民间最大的 “开财源”仪式之一。前一项

在正月初四，后一项在正月二十二。“开金印”正值

过春节，民俗活动繁多，祈福心理最为热切，故游客

甚多，近年来情况是当日即达到五万人，能停五千

辆汽车的停车场全部停满，有游客在路上塞车一两

个小时。“开 金 印”盛 况 从 年 初 四 持 续 到 年 初 八。
游客主要的活动是上香和盖龙母金印，有游客不辞

辛劳，彻夜等待，就是为了能上头炷香；再有庙方以

“开光金印”为善信盖毛巾，大的金印１００元，小的

金印５０元，盖者仍十分踊跃。春节与龙母生辰诞

是龙母祖庙接待游客人数最多的时期。由于中国

过年的习俗往往延长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开金库”
也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正月二十二的“开金库”，
指的是龙母打开金库，善信向龙母借钱，龙母保佑

自己心想事成，生意兴隆。

２００７年，龙 母 祖 庙 又 恢 复 了“龙 母 感 恩 节”。
“年头到庙祈福，年尾感恩还愿”是悦城龙母祖庙的

传统习 俗，时 间 为 农 历 十 月 十 日，公 历１２月 中 下

旬。恢复“龙母感恩节”一方面给了善信参拜龙母，
祈求龙母赐 福 的 又 一 个 机 会，另 一 方 面 很 大 程 度

上，德庆是在做旅游节庆。肇庆是每年“广东国际

旅游文化节”的三个重要分会场之一，德庆把“龙母

感恩节”作为肇庆市一个重大活动来举办。德庆政

府精心策划感恩节活动，不仅邀请各地堂口、社团

等，也邀请了海外的侨胞、知名的文化组织和文化

人士。２００７年，德 庆 邀 请 了 来 自 美 国、加 拿 大、法

国、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百名

侨领参加。同时，也向他们介绍了德庆县的投资环

境和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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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初，中国开始在“五一”、“十一”等公共

节日延长假期，形成黄金周旅游的潮流趋势。黄金

周期间，龙母祖庙日接待游客人次有一万左右，且

以自驾游为主。近年来，基本取消了黄金周，由一

周改为三天，但“五一”、“十一”以及后来受旅游业

重视的“三八节”，祖庙的游客仍是不少。

三、龙母文化产业化的影响

肇庆市和德庆县旅游业做大做强，形成一个大

旅游产业体系，给予龙母文化的产业发展一个强有

力的支撑，同时龙母文化又是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

文化品牌，反过来又推动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龙

母祖庙在庙会经济的效益最为明显，是当今中国发

展庙会经济的一个突出例子。这些文化产业之举，
给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１．促进产 业 结 构 的 调 整，培 育 新 的 经 济 增 长

点，提高当地经济水平。德庆属于广东４９个山区

县之一，地处珠三角边缘，为经济次发达地区。德

庆利用自身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历史文化遗产，
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取得巨大经济效

益。德庆一年的旅游收入约十几亿元，占到了德庆

国民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龙母祖庙带来的收益则

占到德庆旅游收益约三分之一。⑤ 旅游业是带动德

庆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德庆县旅游局长表示，龙

母祖庙１元的门票收入可带动相关产业５元的收

入，如以年门票收入５０００万元计，则可带动德庆相

关产业２．５亿元的收入。⑥ 以龙母祖庙和盘龙峡为

龙头景区的县旅游业成为德庆经济的一大支柱，而
龙母祖庙的旅游业是悦城镇的最大支柱。德庆原

以农业、工业为主，现在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

业在三大产业中的地位获得跃升，提供了众多的就

业机会，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

２．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的区域文化软 实 力。当

今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力除了关注其政治、经济、军

事等硬实力之外，同时也关注其价值观、影响力、道
德准则、文化感 召 力 等 无 形 的 “软 实 力”。在 中 国

语境下，“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引申出“区域文

化软实力”。区域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地区文化的

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是该地区软实力的核心

因素。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引进资金、实现资源

转化，文化软实力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撑。提升区

域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龙母祖庙的文化产业化大大提升了肇庆地区

的文化软实力。

３．有利于当地的文化发展和繁荣。龙 母 文 化

是肇庆地区除岭南土著文化、端砚文化、宋文化、包
公文化之外另一个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常用常新的文化资源。龙母诞

是民俗文化与发展旅游业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以

龙母文化为主题，或与龙母密切相关的大型文艺晚

会数不胜数，书籍则有《龙的故事》、《龙母祖庙和龙

母传说》、《悦城龙 母 传 奇》（２０集 电 视 文 学 剧 本）、
《传统文化与德庆》、《悦城龙母文化》、《母仪龙德》
以及中小学教材，戏剧有市粤剧团演出的《龙姬》，
近年准备制作２０集《龙母传奇》动漫，龙母歌曲等。
龙母文化在当代文化生活扮演着重要角色。

４．促进龙母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龙 母 文

化是华南地区最有影响的信仰之一，是港、澳、珠三

角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龙母诞来自港、澳、珠
三角的堂口、社团有四、五十个，而来自港澳的游客

就达６万多人。来自各地的信众每年都来龙母祖

庙寻根问祖，参拜龙母，向龙母祈福，使龙母文化生

生不息，广为传播。
总之，悦城龙母文化的产业化之路是相当成功

的，它不仅一举跃升为华南乃至港澳地区重要的文

化旅游品牌，而且强化了作为庙会经济的内在造血

功能；它不仅促进了经济次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升级，而且提升了地方的文化软实力，有利于

地方文化的繁荣和对外文化的交流。它是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成功典范，值得深入研究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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