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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庄非遗传统文化资源探索研究
刘小康　翟戏娟　姚义龙

（嘉兴南湖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以“‘榆’见千年，情起裴庄”为项目名称，立足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裴庄村，挖掘“天下第一爱情村”的非遗传统文化 ，

从三个爱情文化主题出发，设 计出十个浪漫的诗意活动项目，结合当地实际地理环境所设计出一条整体的主题旅游路线以及三条人群细

分旅游路线。深度挖掘了裴庄村当地的浪漫爱情文化，结合河南省千年历史文化背景，为现代人所追捧的活动形式去展示，使得裴庄村

的爱情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宣扬，带动裴庄村的旅游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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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遗文化资源探索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迅猛发展，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市

场秩序地不断优化，使得旅游及相关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

增长点。其中以村庄野外为空间，以人文无干扰、生态无破坏的

乡村旅游，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以及国家政策的扶持下，

也得以迅速发展。

国家政策层面，党的十九大充分总结了我国农业、农村、农

民等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创造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这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机遇。

河南省层面，河南省曾提出要立足于乡村文明，在保护传承

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时代内涵、

丰富表现形式，支持农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

裴庄村发展层面，裴庄已经具有相对完整的旅游资源，但未

形成有特色的村落架构，缺少特色项目以及宣传，裴庄村的旅游

建设缺少传统文化的依托，难以持久发展；

课题对对裴庄村进行深度的调查挖掘，该村的爱情非遗文化

知名度不高，但是在自然、人文上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所以我

们决心从人文出发，结合当地浪漫美好的“爱情文化”特点，决

心打造出一份专属于裴庄村的独特项目策划。

二、裴庄非遗文化探索思路

以“‘榆’见千年，情起裴庄”为裴庄非遗文化探索项目名

称，主要为三个特色主题、十个诗意浪漫的活动项目以及旅游路线。

其中特色主题一为：“情起裴庄，感千年之爱”，并由此主题设

计出四个活动项目，分别为：“素壁画真情”“此物最相思”“双

舞依磐石”“终岁信悠悠”；特色主题二为：“缘续裴庄，沉榔

榆之恋”，由此主题设计出两个活动项目为“红尘恋几许”“流

水觞桃花”；特色主题三为：“忆留裴庄，守轮回之约”，由此

设计出四个活动项目为：“中有迟素书”“相思辞影楼”“经年

应良辰”“佳期藏馆中”。旅游路线则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主题

路线，第二类则为三条游客群体细分路线。

（一）“情起裴庄，感千年之爱”

“天下第一爱情村”裴庄村不仅有神秘浪漫的传说爱情故事，

还有千年爱情的见证者——榔榆树林，更有村民世世代代的美好

爱情，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感受当地的爱情文化，设计出四个极具

裴庄村特色的项目。

1. 素壁画真情

描绘青龙峡故事传说；打造长廊画壁或以景区房屋壁墙做壁

画载体，以石壁为画布，历史为画笔，将青龙峡的爱情故事通过

墙绘的形式细细讲述，更为直观的感受青龙峡传说故事的神秘与

浪漫。

2. 此物最相思

在榔榆林里邀请当地村民讲述榔榆树所见证的爱情故事，游

客可以驻足聆听榔榆树见证的爱情故事，榔榆树苗、情红丝带，

对彼此浪漫爱情的一种表达方式，后续可定期将所种植的榔榆树

照片以及浪漫的红丝带做成明信片的形式寄出。

3. 双舞依磐石

裴庄村是一个典型的石头村，石桌、石凳、石屋、石墙、石磨等，

其当地村民的爱情也如其石头村的特点一样，有着坚定不移且风

雨不可磨灭的特点。“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

磐石无转移”，磐石象征着情侣间坚定不移的爱情，在磐石头上

留下爱的印记，风雨亦不可磨灭。

4. 终岁信悠悠

利用裴庄村当地丰富的石料将其雕刻成与爱情相关的人

物模型，例如牛郎织女、梁祝化蝶等石雕，为其提供爱神丘

比特、月老或其他能带来爱情的人物石雕，有着遇见爱情的

美好寓意。

（二）“缘续裴庄，沉榔榆之恋”

人生中，相遇最美。当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相遇相吸，便是最

珍贵的一份情缘 ! 在榔榆树下见证相识的缘分，守护彼此坚贞爱情，

延续浪漫的爱情传说。

1. 红尘恋几许

裴庄村不仅仅是见证爱情的地方，更是遇见爱情的地方，为

了让更多的游客在这里不仅仅是去感受爱情的浪漫，也要让游客

在这里去收获爱情。

2. 流水觞桃花

榔榆林里邂逅爱情；借鉴于古代曲水流觞，建一处人工溪流

模型，溪流内放置一些可承物品的托盘，若双方互相拿到对方之物，

则是“榆见之人”，可以得到具有当地特色的活动纪念礼品一份。

增加了裴庄村旅游项目的乐趣性，也使得“天下第一爱情村”的

称号更加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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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忆留裴庄，守轮回之约”

“千年爱情见证者”榔榆树见证了青龙与凡间小女浪漫的爱

情，也见证了裴庄村村民世世代代坚贞不渝的爱情。

1. 中有迟素书

“千年邮局”制作爱情日历；在千年榔榆林里打造一条“甜

爱路”，全程 1314 米，路的初始点有一个特别的爱情邮筒，13：

14 分都准时打开邮筒，投出的每一封信件都会被盖上一枚爱的邮

戳，爱的明信片、爱的话语、爱的日历、寻找日历爱情见证者。

2. 相思辞影楼

拍摄影楼留下你我美好爱情回忆；打造榔榆树祈愿活动的契

机开设一栋专属于榔榆树的风景影楼，并在影楼内或者榔榆林里

布置复古浪漫的拍照场景，为到临榔榆树下祈愿的情侣们拍摄专

属于他们的爱情回忆。

3. 经年应良辰

在榔榆林的见证下为老年夫妇拍摄照片；“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老年夫妇彼此相濡以沫几十年，是超越时间最美好的爱情。

为老年夫妇游客拍照，与相思辞影楼相呼应，后者主要针对年轻

游客或者情侣拍照，从而使得本次系列活动涵盖对象更广，且更

具可参与性。

4. 佳期藏馆中

爱情博物馆展示“彼此曾经小美好”；裴庄村百年来无一对

离婚夫妇，在裴庄村选取一处地址作为展厅，布置氛围灯、玻璃

展柜以及展示台，收集裴庄村相濡以沫几十年夫妇的照片、定情

信物或者其他象征彼此相爱的物品，供游客翻阅。

三、裴庄非遗资源展示路线

为了让游客更好的体验与感受爱情文化，设计为两类旅游路

线。第一类为主题路线（总路线），第二类为游客群体细分路线。

（一）主题路线（总路线）

将十个项目结合裴庄村的实际地理环境所设计的一条“十全

十美”的爱情路线，顺序依次为：素壁画真情、此物最相思、终

岁信悠悠、流水觞桃花、相思辞影楼、中有迟素书、经年应良辰、

双舞依磐石、佳期藏馆、红尘恋几许。先从视觉、听觉以及亲身

参与上去感受裴庄村浪漫的爱情文化，通过一系列参与性强的项

目使得情侣游客的感情进一步升温，单身游客则能遇见另一半，

最后便是见证，见证缘分、见证彼此浪漫的爱情，使得游客留下

美好浪漫的回忆。

（二）游客群体细分路线

针对不同群体的游客，我们设计出三条旅游路线，分别为：

已婚人群旅游路线、热恋中人群旅游路线、单身人群旅游路线。

第一：已婚人群旅游路线，此路线更加注重的是给予忙于工

作的已婚人群更多的夫妻二人时光以及对夫妻二人美好爱情的见

证。“素壁画真情”——“此物最相思”——“经年应良辰”（或

者“相思辞影楼”）——“双舞依磐石”（或者“终岁信悠悠”）——

“佳期藏馆中”——“红尘恋几许”——“中有迟素书”为爱人

写下一辈子的情书信。

第二：热恋人群专属旅游路线。路线为：“素壁画真情”——

“此物最相思”——“经年应良辰”（或者“相思辞影楼”）——

“双舞依磐石”（或者“终岁信悠悠”）——“佳期藏馆中”——

“红尘恋几许”——“中有迟素书”勇敢的表达爱意让全世界见

证我们的热烈的爱。

第三：单身人群旅游路线。此路线更加注重为单身游客提供

遇见另一半的机会以及见证彼此遇见的缘分。“素壁画真情”——

“此物最相思”——“双舞依磐石”（或者“终岁信悠悠”）——

“佳期藏馆中”——“流水觞桃花”——“经年应良辰”（或者“相

思辞影楼”）——“红尘恋几许”——“中有迟素书”。

四、裴庄非遗资源探索意义

（一）经济方面

“‘榆’见千年，情起裴庄”旅游项目会为当地村民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以及创业机会，从而拓宽当地村民增收渠道，村民

作为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位一体，劳动力与土地、资本相

结合投入自主经营创造财富。

（二）社会方面

项目的实施会促使乡村旅游景区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当

地人居环境、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从而提高当地村民当地

的生活水平。文化方面，当地“天下第一爱情村”的传统优秀文

化会得到更好的传承与保护，旅游开发使当地居民认识到了传统

优秀文化的价值从而增强了文化自豪感，激发了他们保护自身传

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多种形式的文化展示也使得其得到

更好的宣传。

五、结语

裴庄村的发展需结合当地的传统优秀文化，而传统优秀文化

的发掘与传承在当下应以多种更符合现代人所追捧的形式表现才

能更显活力，“‘榆’见千年，情起裴庄”的出发点便是致力于

运用多种更符合现代人们所追捧的形式去发掘并向世人展现这一

美好浪漫的爱情文化，从而使得裴庄村的历史传说不再停留于文

字与口述，榔榆树的浪漫也不再拘束于故事之中，裴庄村的爱情

文化则会以一种更符合当代人们所追捧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

从“心”出发，发掘 传承传统优秀 文化的同时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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