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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流域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以贵州段为分析个案

杨春宇 ,文传浩

(贵州财经学院　资源与环境管理系 , 贵州　贵阳　550004)

摘要:以珠江流域贵州段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为个案 ,分析了贵州境内黔东南 、黔南以及黔西南州珠江

流域境内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的独特性 、流域(区域)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性 、自然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生态

旅游资源的交融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 ,站在珠江全流域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高度上 ,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开发珠江流域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的对策措施。提出建立珠江全流域大旅游开发思路 ,在“泛珠江三角

洲经济圈”基础上 , 打造“珠江全流域旅游文化走廊” , 建立“珠江流域旅游走廊”管理协作机构 ,以及大背景 、大范

围 、大运作的珠江全流域旅游文化走廊开发的营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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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是我国第三大河流 ,是一个复合流域 ,

流域面积 453 690Km
2
, 其中我国境内面积 442

100Km
2
,由西江 、北江 、东江及珠江三角洲诸河等

四个水系所组成 。珠江横贯华南大地 ,跨越我国

云南 、贵州 、广西 、广东 、湖南 、江西 、福建 、海南等

8省(区)及越南的东北部 。珠江干流(西江)发源

于云南省曲靖市境内的马雄山 ,在广东省珠海市

的磨刀门企人石入注南海 ,全长2214Km 。珠江干

流由南盘江 、红水河 、黔江 、浔江及西江等河段所

组成 ,主要支流有北盘江 、柳江 、郁江 、桂江及贺

江等 ,流域面积 353 120Km
2
,占珠江流域面积的

77.8%
〔1〕
。

珠江上游流域地处滇 、黔 、桂三省石山少数

民族地区 ,流域内民族众多 ,共有 50多个民族 ,主

要有汉 、壮 、苗 、布依 、侗 、水 、毛难等 。数千年来 ,

珠江流域不同少数民族与流域内特殊的岩溶地

质地貌交相融合 ,形成了得天独厚和极富地方色

彩的自然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如滇

黔桂各不相同的神奇秀丽的自然景观 ,浓郁的喀

斯特民族风情和独特的滇文化 、黔文化和八桂文

化 ,以及广东南北部孕育的独树一帜的岭南文

化。流域内各省区旅游资源博大多姿 ,各具特

色 ,相辅相成 ,交相辉映 ,互补性强
〔2〕
。

在珠江流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背景下 ,珠江

流域各省区合作开发利用旅游资源 ,势必将珠江

流域打造成为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山水风光的自

然生态旅游和滇文化 、黔文化 、八桂文化 、岭南文

化相互交融 、风情万种的文化生态旅游走廊。鉴

于此 ,本文以珠江流域上游贵州段自然和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为个案 ,探讨珠江流域旅游开发的初

步思路 ,以此为契机 ,谋求各省区共同打造和开

发珠江流域旅游走廊 。

一 、区域旅游资源优势与特色

贵州境内的河流分属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

以著名的乌蒙山 、苗岭为分水岭 。乌蒙山 —苗岭

以南属珠江流域 ,其流域面积为 60 381Km
2
,占贵

州省国土总面积的 34.3%
〔3〕
。贵州省黔西南州

境内的南 、北盘江 ,黔南州境内的红水河 ,以及流

经黔南州 、黔东南州境内的都柳江 、清水江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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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珠江流域上游水系 。

(一)黔东南 ———民族自然风情生态旅游区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 ,包括凯里等 16个县市 。本区北有舞阳河 、清

水江 ,南有都柳江 ,总人口 400余万 ,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占全州总人数的 82%
〔4〕
。少数民族又以

苗族 、侗族居多 , 苗 、侗族占全州总人口的

68.4%
〔5〕
。山高水深让居住在这里的苗 、侗人民

完整地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因支系 、家族而

异 ,苗族分别拥有 39种不同服饰;侗族拥有 25种

不同服饰。这些色彩缤纷 、五彩斑斓的盛装从纺

线到成衣均由心灵手巧的妇女们分别用 15种绣

法 、8种织法精心制成 ,一切原料 、染料也来自山

里地里 。这里的民居全为木质结构的“干栏”式

多层木楼 , 又称“吊脚楼” , 全然不用一钉一铆。

侗族村寨 ,以鼓楼 、花桥为特色。鼓楼都安有葫

芦宝顶 ,檐板施以彩绘 ,工艺精巧 ,充分体现了侗

族古建筑的艺术特色。花桥亦称风雨桥 ,桥上建

桥楼 ,覆以青瓦 ,建筑别致美观。侗族人民在节

日期间 ,常于鼓楼 、花桥聚集欢庆 。鼓楼 、风雨桥

让侗族人精湛的建筑技艺蜚声世界 。苗族的歌

高亢昂扬 、热情奔放 ,被称为“飞歌” 。苗族舞蹈动

作潇洒 ,风格淳朴 ,热情奔放。侗族大歌低回委

婉 ,优美抒情 ,他们天生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侗

族大歌” ,享誉海内外。这里一年有三百多个节

日 ,如鼓藏节 、芦笙会 、爬坡节 、姊妹节 、吃新节 、

龙舟节 、苗年 ,侗年 、泥人节 、摔跤节 、林王节 、歌

节 、端午节 、盘王节 、敬桥节 、嫁女节等
〔6〕
。

难以穷究的多元文化使得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被联合国“保护世界乡土文化基金会”列

为世界18个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圈之一 !

黔东南州还有许多历史悠久 、独具特色的古

迹胜景 。镇远解阳镇 、岑巩思肠镇 、黎平德凤镇

三座古城 ,曾为黔东南历史上镇远府 、思州府 、黎

平府驻地。镇远古城 ,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文

物灿烂 。“入黔何处风光好 ,镇远城头一洞天”。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驰名海内外。

思州古城思肠镇建在龙江河畔 ,为著名思州石砚

产地 ,以古思州文化群落驰名 ,古迹甚多。黎平

古城德风镇 , 为贵州古镇之一 ,城里泉井多 ,有

“泉城”之称。城内有 1934年 12月 18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会址 ,有中国工农红

军召开群众大会会场遗址。城西有纪念明末抗

清将领问腾歧的“浩气常存”摩崖。

黔东南名山较多 ,以其或雄 、或险 、或峻 、或

幽 、或秀 、或奇 ,矗立于州境各地 。境内中部的雷

公山 , 是苗岭山脉主峰 ,海拔 2178.8 米 ,山势巍

峨 ,雄伟壮阔 ,为黔东南州群峰之首 ,现列为贵州

省级自然保护区 。西北部的施秉云台山 ,怪石崛

起 ,奇峰鼎立 ,古木苍翠 ,沟壑幽深 ,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舞阳河重要景点。西部的凯里香炉山 ,

壁立千仞 ,巍然耸立 ,挺拔险峻 ,雄奇壮观 ,为历

代农民起义的战斗堡垒 ,今是爬山节游览胜地。

南部的从江月亮山 、孔明山 ,峻峰高耸 ,岗峦起

伏 ,林海浩瀚 ,人迹罕至 ,神秘莫测 。

黔东南江河溪水 ,经长期侵蚀切割 ,形成许

许多多深涧峡谷 。具有长江三峡之雄 、桂林漓江

之秀的舞阳河 ,长达 95Km的河段上 ,有 8个幽深

峡谷 ,两岸奇峰秀岭 ,悬崖绝壁 ,曲水依山 ,回峰

抱水 ,上下 200多道湾 , 200 多个滩 ,湾湾有景 ,滩

滩有趣 ,组成一条五彩缤纷的天然画廊 。重安江

峡谷 ,两岸陡岩削壁 ,峰高峦秀 ,猴群攀枝跳跃。

龙鳌河有“人间藏秀”的美称 ,沿江石笋 、石柱 、石

漫高悬两岸石壁 , 或杂陈岸旁或矗立于溶洞口

边 ,各呈异态 。横跨州境 8 县市的清水江 ,两岸

峰峦叠翠 ,林木葱郁 ,以其江水清澈碧透而得名。

都柳江 、八舟河也因风光秀美而令人留连忘返 。

(二)黔南———山水风光民族生态旅游区

位于贵州南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包

括都匀市等 10县 、市。本区地处贵州高原向广西

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 ,地势西部高 ,南部低。

苗岭横亘中部 ,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

岭 ,主峰斗篷山 ,海拔 1961米 ,为全区最高点。本

区河流较多 ,除南部的罗甸 、红水河谷地具南亚

热带季风气候特征外 ,大部分地区均属亚热带湿

润季风气候 ,年平均气温 15-17℃之间
〔3〕
。

黔南旅游区主要包括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 ,这里是贵州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之一 ,本区

居住有汉 、布依 、苗 、水 、侗 、瑶 、壮 、彝 、仡佬 、回等

民族 ,其中以布依族居多 ,全州 302万人口中 ,布

依族的人口就有 150 余万 ,占自治州总人口的

50.5%
〔5〕
。这里还有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 ———

三都县 。古朴多彩的布依族 、水族 、苗族 、瑶族民

俗文化很具特色。本区自然风光优美 。拥有荔

波县国家级漳江风景名胜区 ,主体景观小七孔风

景区距荔波城东南 15Km ,为世界同一纬度地区

绝无仅有的岩溶地貌水上森林残存区 ,东西长

12Km ,南北宽 1.9Km ,面积约 22.8Km
2
。景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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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景点多;有众多的瀑布 、叠水 ,有茂密幽深的

原始森林 ,有壮观的喀斯特水上森林 ,有小巧奇

特的溶洞 ,有秀美相联的鸳鸯湖泊 ,风光分外迷

人
〔7〕
。

(三)黔西南 ———高山峡谷风景名胜生态旅

游区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西

南部。东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安顺地区 ,

南连广西壮族自治区 ,西接云南省 ,北靠贵州省

六盘水市 ,包括兴义市等 8县市。本区地处云贵

高原南部偏东的斜坡地带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最高峰在兴义九龙山 ,海拔 2207 米。南盘江 、北

盘江沿江一带以侵蚀土山及峡谷地貌为主 ,本区

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年平均气温13.7—19.1℃。

本区长度在 10 千米以上的河流达 78条之多 ,皆

属珠江流域西江上源红水河水系 、南盘江水系和

北盘江水系
〔3〕
。

本区总人口 221万 ,居住着汉 、布依 、苗 、彝 、

回 、仡佬 、壮 、瑶 、侗 、水 、满 、白 、土家等民族。其

中布依族 64万 ,苗族 10 万人
〔4〕
。该地区气候适

宜 ,物产丰富。自然景观以喀斯特风光为主。地

下河 、地下水发育良好 ,湖泊较多 ,风光旖旎。其

中以集“雄 、奇 、险 、峻 、幽”为一体的马岭河峡谷

为代表 ,是我国目前唯一以喀斯特地缝为景观价

值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峡谷深切度大 ,最宽

处仅 100余米 ,最高处 200余米 ,有“天沟地缝”之

美誉。两岸群瀑飞泻 ,古树青葱 、藤萝缠绕 ,是当

之无愧的“山水画廊”漂流峡谷 ,拥有“神州第一

漂”之美誉:“马岭峡谷漂一回 ,魂牵梦绕醉半

生”
〔9〕
。

该地区人文资源亦很丰富 ,南明永历小王朝

曾在安龙建都 ,留下十八先生墓等遗迹 。原国民

党重要将领何应钦 、王电轮诞生于此 。当地以布

依族 、苗族和侗族为代表的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各自的传统节日

和民族风情。例如苗族的芦笙舞 、跳花 ,布依族

的哨呐 、多情的夜萧 ,侗族大歌等。各民族具有

特色的村寨 、住宅建筑 、土特产 、风味小吃等 ,反

映出当地各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和聪明才智 ,给当

地旅游资源增添不少光彩
〔7〕
。

珠江流域(贵州段)旅游资源分类见表 1:

表 1　珠江流域(贵州段)旅游资源分类

大类 亚类
基本

类型
典型类型 所在流域 备　　注

自

然

旅

游

资

源

地文

景观

水域

风光

名山

风光

(1)都匀斗篷山
(2)兴义市龙头大山

(3)雷公山

(1)(黔南州)都柳江
(2)(黔西南州)南盘江

(3)(黔东南州)都柳江源头

(1)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省级风景名胜区

(3)省级自然保护区

地质

遗迹
兴义市贵州龙化石 (黔西南州)南盘江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峰林

(1)兴义市万峰林

(2)兴义市泥凼石林
(3)双乳峰

(1)(黔西南州)南盘江

(2)(黔西南州)南盘江
(3)(黔西南州)北盘江

(1)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3)天下第一奇峰
　

谷地
(1)兴义市马岭河峡谷

(2)北盘江大峡谷

(1)(黔西南州)南盘江

(2)(黔西南州)北盘江

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

　

森林

(1)月亮山原始森林
(2)三都揽林场

(3)榕江榕树群

(1)(黔东南州)都柳江
(2)(黔南州)都柳江

(3)(黔东南州)都柳江

(1)省级自然保护区
(2)国家级森林公园

　

溶洞
(1)尧林溶洞

(2)惠水燕子洞

(1)黔南州都柳江

(2)黔南州都柳江

湖泊

河流

(1)舞阳河

(2)荔波漳江

(3)鲁布格深谷湖
(4)兴义市万峰湖

(5)三岔河

(1)(黔东南州)都柳江

(2)(黔南州)都柳江

(3)(黔西南州)南盘江
(4)(黔西南州)北盘江

(5)(黔西南州)南盘江

(1)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3)省级风景名胜区
(4)省级风景名胜区

(5)省级风景名胜区

瀑布
(1)兴义市纳灰河瀑布
(2)穿洞瀑布

(1)(黔西南州)南盘江
(2)(黔南州)南盘江

(1)省级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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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亚类
基本

类型
典型类型 所在流域 备　　注

人

文

旅

游

资

源

古
迹
与
建
筑
类
景
观

古墓

摩崖

石刻

石窟

古文化

遗迹

军事

遗迹

民族

村寨

名人

旧居

休闲求知类

民族

风情

类景

观

博物馆

民族

艺术

民族节

庆活动

旅游

购物

类景

观

地方

特产

风味

小吃

万屯东汉墓群 (黔西南州)南盘江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南屏障 (黔西南州)南盘江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穿云洞
(2)镇远青龙洞

(1)(黔西南州)南盘江
(2)(黔东南州)都柳江

(1)刘氏庄园
(2)陈圆圆墓
(3)兴义市猫猫洞古文化遗址

(1)(黔西南州)南盘江
(2)(黔东南州)都柳江
(3)(黔西南州)南盘江

(1)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3)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兴义革命烈士陵园
(2)黎平会议会址

(1)(黔西南州)南盘江
(2)(黔东南州)都柳江

(1)西江苗寨
(2)车寨古楼
(3)肇兴侗寨
(4)南龙布依古寨

(1)(黔东南州)都柳江
(2)(黔东南州)都柳江
(3)(黔东南州)都柳江
(4)(黔西南州)南盘江

(1)全国最大的苗族村寨;芦笙的故乡
(2)贵州省最大的古榕树群
(3)贵州省拥有鼓楼最多的侗寨
(4)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布依族村寨

何应钦旧居 (黔西南州)南盘江 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总参谋长

王伯群 、王文华旧居 (黔西南州)南盘江 护国战争将领

邓恩铭故居 (黔南州)南盘江 中共一大代表

工业园景区 贵州醇酒厂 (黔西南州)南盘江 贵州省唯一 AA 级工业园景区

民族婚俗博物馆 (黔西南州)南盘江 展示贵州少数民族的婚俗内容

(1)八音坐唱(布依族)
(2)高台舞狮(布依族)

(黔西南州)南盘江
(1)被誉为 “出土文物 , 盘江艺术奇
葩”

查白歌节(布依族) (黔西南州)南盘江

(1)贵州醇(浓香型低度白酒)
(2)山翁青(保健饮料)
(3)大红袍(红桔)

(黔西南州)南盘江 (1)滴滴香醇
(2)增强体质 、延年益寿
(3)省内红桔之冠

郑记“刷把头” 、邹记鸡肉汤圆、舒
记”杠子面” 、徐家狗肉、兴义香酥
鸭 、刘家羊肉粉 、兴义饵块粑

(黔西南州)南盘江 风味独特 、地方特色

二 、区域旅游资源评价

(一)区域自然与人文旅游的独特性

喀斯特堪称是大自然的雕塑大师 ,经喀斯特

的神手 ,大自然被雕琢成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的艺

术作品 。贵州的奇山险洞 、丽水美林多是喀斯特

的杰作 ,于是乃有王阳明之“天下之山聚于云贵 ,

云贵之秀 ,萃于斯岩” ,有清人舒位发出惊呼黄果

树大瀑布的“帝努裂决银河流” ……喀斯特所有

形态的地面 、地下“作品” ,在贵州都能看到。贵

州处处呈现出独具个性的 ,迷人的自然风光 ,就

是喀斯特生态风光 。因此珠江中上游流域可以

说是无可争议的 、名副其实的世界“喀斯特博物

馆”
〔7〕
。

正是因为喀斯特造成的山势起伏 , 山地破

碎 ,对外来文化形成了天然的阻隔 ,从而使贵州

形成了特色浓郁的喀斯特民族风情 。生活在贵

州的汉 、苗 、布依 、侗 、土家 、彝 、仡佬 、水等民族 ,

在喀斯特的摇篮中相对完整地保存了本地区少

数民族的文化传统 ,使贵州的人文历史和民族文

化保持了珍贵的原生态 ,这就使贵州的民族风情

有了独具特色的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 ,在世界民

族之林占据了特殊的位置。这样 ,珠江流域贵州

段的民族风情就有了不可替代的内涵 ,形成特殊

的“喀斯特民族风情” 。

(二)区域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性

从贵州的历史渊源来看 ,现代的黔文化渊源

于黎 、夷文化 、夜郎文化和滇黔文化;从贵州的文

化发育的自然母体方面看 ,黔文化又具有鲜明的

西部高原文化特色和西南森林文化特征 。西部

黄土文化 、北方草原文化和西南高原文化形成了

中国高原走廊的三大流派 ,贵州高原文化发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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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独特的喀斯特地域环境上 ,它的原始 、神奇 、原

生 、奇异 ,不仅与大河文化 、海洋文化风格迥异 ,

就是在高原走廊中也是独具特色 。由于独特的

封闭性地理环境 ,虽然贵州民族文化从古至今一

直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 ,并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但贵州民族文化始终未被

中原文化完全同化 ,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

资源。许多中原文化早已失传的文化珍品 ,在贵

州的民族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其踪迹 。这使得贵

州能将中国的原生文化 、传统文化 、古代文化 、多

民族文化比较完整地带进现代的社会 。这些特

征 ,孕育了贵州文化的独特风貌:每一个历史时

期的文明 ,每一个民族文化的烙印 ,都在黔山与

贵水之间的不同断面上留下轨迹 。从而造就了

贵州文化“活化石”的魅力 ,使得贵州文化如同中

华民族文明的魔方 ,我们可以从中变换出在中原

文化中早已消失的文化瑰宝。

通过总结珠江流域尤其是中上游流域(云

南 、贵州 、广西)民族文化的典型特点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5 、7 、10、16〕

:

第一 ,原生文化 、次生文化 、再生文化的统

一 ,贵州傩文化即是代表 ,它是图腾文化 、礼仪文

化和戏曲的三位一体;第二 ,生存文化 、生产文

化 、生活文化的统一 ,贵州节日即是代表 ,它是婚

恋繁衍 、经济交往和文化娱乐的三位一体;第三 ,

原始文化 、传统文化 、现代文化的统一 ,贵州民族

服饰 、蜡染文化即是代表 ,它是古代服饰 、传统服

饰和现代服饰文化的三位一体;第四 ,民族文化 、

中国文化 、世界文化的统一 ,贵州酒文化即是代

表 ,它风行中国 ,陶醉世界;第五 ,自然文化 、历史

文化 、民族区域文化的统一 ,贵州旅游文化即是

代表 ,民风民俗 、大山森林与历史文物交织为一

体;第六 ,生命文化 、群落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统

一 ,贵州饮食文化即是代表 ,吃文化将个体 、群体

和社会贯穿为一体;第七 ,高原文化 、森林文化 、

民族文化的统一 ,贵州芦笙文化即是代表 ,高原

的魂魄 、森林的灵气和民族的精神融为一体;第

八 ,人文化 、鬼文化 、神文化的统一 ,贵州祭祀文

化即是代表 ,神的世界 ,鬼的天地和人的精神在

此一体;第九 ,技术文化 、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的

统一 ,贵州建筑文化即是代表 ,塔楼 、栈桥体现了

实用 、美观与亲如一家;第十 ,真(实用 、知识文

化)、善(道德伦理文化)、美(思想观念文化)的统

一 ,贵州舞乐文化即是代表 ,它是传授文明文化 、

强化民族团结 、褒扬美好生活的三位一体。

(三)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的交融性

贵州全省喀斯特面积约 13万 Km
2
,占全省国

土面积的 73.3%,全省有喀斯特分布的县市共 83

个 ,占全省县市总数的 95%。而以喀斯特著称于

世的前南斯拉夫 ,喀斯特面积也才 7万Km
2
,占其

国土面积的 33%。贵州不仅是我国最大的喀斯

特省 ,也是世界喀斯特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而且

喀斯特发育最强烈最典型。喀斯特的地表形态

如石牙 、溶沟 、漏斗 、落水洞 、竖井 、洼地 、盲谷 、槽

谷 、峰林 、峰丛 、喀斯特湖 、喀斯特潭 、天生桥 、穿

洞等等;地下形态如溶洞 、地下河 、伏流 、暗湖 ,以

及丰富多彩 、千姿百态的各种钙质沉积形态 ,如

石钟乳 、石笋 、石柱 、石幔 、石花 、边石河洞穴溶蚀

微形态 , 如流痕 、贝窝 、边槽 、石吊等等 ,应有尽

有
〔7〕
。

正是这种喀斯特的地理环境 ,创生和培育了

原生形态保存相对完好 ,各呈异彩的贵州民族文

化。世居贵州的苗 、布依 、侗 、土家 、彝 、仡佬 、水 、

回等 16个少数民族 ,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适应性和

创造性 ,在涉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各个方面 ,与喀斯特的自然环境和谐共

处或顽强抗争 ,从而形成了贵州多元与一体 ,封

闭与发展 、辉煌与没落 、先进与落后 、抗拒与接

纳 、大同与小异种种矛盾统一的具有浓郁特色的

喀斯特民族风情 。

三 、珠江流域民族文化与

生态旅游开发思路

　　鉴于珠江流域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基础 ,

良好的资源组合 ,贵州省政府把旅游业作为本省

的支柱产业来发展 ,政府对发展旅游业的引导力

度不断加大 ,使得旅游业已经成为贵州省国民经

济中投资最少 ,发展最快 ,最具有活力的产业之

一 ,为贵州的对外开放 ,促进脱贫致富和经济繁

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珠江流域在民族文化旅

游的开发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多数民族文

化旅游仍属于浅层次的开发 ,没有充分体现贵州

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精华 ,也没能从深层次发掘

其文化内涵 。因此在今后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上述问题 。

(一)积极挖掘民族文化内涵 ,提升文化旅游

资源品味

民族文化旅游的本质是一种旅游产品。在

有效保护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前提下 ,开发出独

具魅力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 ,是一个地区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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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而民族文化风情具有很强

的独特性 ,山水有形 、文物有迹 ,而民族风俗和风

情则主要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具有文

化特色的情趣上 。因此 , 促进民族风情的产品

化 ,营造民俗氛围 ,比山水风光游和文物古迹游

更需要创造性的表现形式 ,更应该重视产品的创

新 ,利用特定的技术 ,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旅游

产业和产品。

珠江流域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时 ,应根

据流域内民族文化的特点 ,着重发掘 、提炼和开

发民族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特色的旅游资源 ,积

极挖掘和提升以形成具有当地民族文化内涵的 、

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旅游产品 ,如依托各地民族

文化特色鲜明的村落或模拟村落 ,开发集民族建

筑 、民俗活动 、民族饮食 、民族风情为一体的综合

性或专业性的民族文化风情园(村)型的旅游产

品;依托各民族民俗文化博物馆 ,如梭戛长角苗

族生态博物馆 、堂安生态博物馆 、黔西南少数民

族婚俗博物馆等形式以展现贵州各民族悠久的

历史 、丰富的民族文化和风格各异的民族风情为

主的观光旅游 、科考旅游 、民族风情旅游等特种

旅游产品;开发以流域内地方名特小吃 、民族风

味餐饮为主的 ,并与贵州各民族独特的茶文化 、

酒文化等相结合的民族饮食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以民族歌舞 、民族体育 、民族节庆 、民风民俗 、民

族宗教等活动为内容的民族风情旅游产品。

(二)加强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区的社区参与 ,

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 ,推进社区共同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是以旅游地的自然和人文资

源为依托和载体的 ,因此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

是政府的职能;旅游规划的制定也已非是规划师

的特权 ,旅游业发展的目标也由过去单一的经济

利益目标转变为包括了与当地现有社会经济整

合 、保护和更好地利用当地最基本的自然和文化

资源等多元目标 。1997年 6 月 ,世界旅游组织 、

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

旅游业的 21世纪议程》 ,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

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 ,并把居民参与当作旅

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参与旅游

业的发展 ,一方面使居民意志得到体现 ,并利于

培养居民的东道意识 ,使之更积极主动地介入旅

游;另一方面可使旅游与社区因素更加紧密结

合 ,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12 、13〕

。

在研究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影响时 ,一些业

界人士认识到了旅游开发对民族地区现代化的

加速作用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民族地区在全球信

息时代的强力冲击下即使没有旅游者的进入 ,其

现代化过程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面对现代文明

的强烈冲击 ,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倍受人们关

注。尽管目前人们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

途径 、方式有不同的认识 ,但在以下各点有着共

识: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

过程 ,这种过程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 ,不存在要

不要“现代化”的问题 ,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必然的

存在形式;由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是变化

着的 ,产生于特定生存环境的民族文化也就不可

避免地要随之产生变异 ,要想“原汁原味” 、“原锅

原灶”地加以“保护”既不可能也不现实 。虽然出

现了旅游业一旦开发到哪里 ,哪里的传统风貌便

会急剧改变 、令旅游者大失所望的现象 ,但也应

该认识到 ,当地居民趋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趋

同现代化文化 ,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并非是人

为能改变得了的 。因此 ,不能因为开发民族文化

旅游 ,就要求所有的社区居民一律保持传统面

貌 ,希望其生活方式永远守旧 。同时 , 通过旅游

业合理 、科学的开发 ,既可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 ,

又能满足现代人旅游的需要;文化的现代化必须

以民族文化为基础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

剔除其糟粕 ,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吸

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

(三)倡导和推行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促进民

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即是以民族地区文化生

态系统为旅游对象 ,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旅游者的

精神需求和减少对旅游目的地文化发展进程影

响的前提下 ,将生态旅游理念贯穿于整个旅游系

统 ,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模式 ,

这里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既是一种生态旅游活

动 ,同时又是一种旅游发展的战略和旅游开发的

文化理念 。因此基于贵州实际情况而选择民族

文化生态旅游是贵州民族文化开发与保护紧密

结合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同时民族文化生态

旅游作为贵州旅游业的发展模式应该在旅游业

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以下四个功能:

(1)保护功能:这是生态旅游的特征性功能 ,

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文化生态

平衡和文化完整性的保护 ,使旅游区的民族文化

得以传承和发展 。旅游者以真正认识少数民族

文化 、感受其生活为目的 ,而非带着文化优越感

的“猎奇” ;经营者以保护思想指导开发 、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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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 ,以实现生态旅游的保护功能 。

(2)经济功能:生态旅游负有促进当地经济

的发展 ,维系当地人民生活的责任 ,特别是在少

数民族地区 ,由于交通不便 ,自然条件相对较差

而经济落后 ,以旅游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

脱贫致富 ,是发展旅游业的根本目的。

(3)旅游功能:少数民族地区一般自然风光

优美 ,人与自然几千年的和谐相处创造了优秀的

传统文化 ,同时兼具自然美与人文美 。以此为基

础发展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 ,能满足旅游者娱乐

休闲 、求知 、求异的精神需求。

(4)社会功能:民族文化生态旅游的发展要

求旅游者具备较高的素质 ,旅游者将相对先进的

文化带到民族地区 ,且以文明的行为方式对当地

居民起到示范效应 ,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发

展 ,提高居民的文化等方面的素质 。

(四)加强旅游管理 ,积极探索体制创新

与贵州飞速发展的旅游业相比 ,贵州旅游业

的宏观管理体制仍然沿用计划经济色彩极浓的

模式 。可以说 ,旅游业发展的超前性与旅游业管

理体制的滞后性成为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最大障

碍之一。

1.建立珠江全流域大旅游开发思想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以及广东 、广西 、贵

州 、云南等珠江流经省份政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

的泛珠三角经济区 ,成为珠江全流域发展旅游业

的良好契机 。根据旅游产业综合性 、关联性和边

缘性较强的特点 ,在珠江全流域建立一整套级别

高 、权威大 、职能强的旅游管理机构 。具体来说 ,

这些机构应当具备以下职能:能够对旅游六要素

进行宏观调控和综合协调 ,能够将核心旅游企业

和相关旅游企业组织起来并实行统一的行业管

理 ,能够对旅游资源进行大规模 、深层次的开发

或整合 ,能够推动跨地区 、跨行业 、跨所有制的大

型旅游企业集团的组建 ,能够对旅游产品进行整

体宣传和集中促销 ,能够引导观光 、休闲 、娱乐和

专项旅游同步发展 ,促进区域内旅游资源的有效

利用和合理共享 ,合作开拓新领域 、新途径 、新空

间 ,营造互补互利 、互相促进 ,区域旅游业发展

“多赢”格局。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实现珠

江全流域旅游走廊的目标 。

2.在“泛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基础上 , 打造

“珠江全流域旅游文化走廊”

目前内地 9省(区)和香港 、澳门特区(即 9+

2)对打造南中国“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圈”如火如

荼 ,对于珠江流域旅游走廊开发应搭乘这一快

车 ,利用泛珠三角经济圈的各种优势资源 ,将珠

江全流域旅游资源开发整合成我国又一黄金旅

游走廊 。要完成这一宏伟目标 ,珠江中上游贫困

地区和省份必须深化与周边省(区 、市)的区域经

济协作;进一步加强与东部沿海省区 、大珠江三

角区的经贸合作;抓住内地与香港 、澳门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机遇 ,扩大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

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

贸易区的契机 ,着力开拓东盟旅游市场。

同时 ,由珠江全流域(包括港 、澳)各省区的

各界人士组成 ,每年定期邀请美国 、日本 、新西

兰 、台湾等各界人士作为特邀代表 ,共同就珠江

全流域经济文化发展 ,进行协调 、研究和预测的

工作 ,共同就各项开发项目提供咨询和建议 ,就

各种纷争提供舆论导向和仲裁意向 ,为建立珠江

全流域旅游经济走廊做出开拓性的工作 。

3.建立“珠江全流域旅游文化走廊”管理协

作机构

该管理协作机构由珠江全流域各省区(包括

港 、澳)的各界人士及旅游人士组成 ,对珠江全流

域旅游走廊进行科学的总体规划 、协作开发 ,以

实现最佳分工 、规模效应和公平竞争;同时增强

各省区协作功能 ,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和加速文化

旅游资源开发 。由于珠江全流域旅游走廊的海

洋文化旅游圈 、高原文化旅游带和民族多元文化

区三者之间具有巨大的互补性 、共振性 ,因此完

全可以形成整体规划 ,垂直分工 ,协作经营 ,联合

开发 。由此形成一条龙的珠江全流域旅游走廊。

4.制定“珠江流域旅游文化走廊”营销目标

大背景定位:要把珠江流域文化旅游走廊的

发展置于全球化 、信息化 、集团化的大背景下 ,需

要跳出流域看流域 ,跳出旅游看旅游 ,要勇于抢

占世界旅游制高点 。在发展珠江旅游走廊的同

时 ,还要有换位意识 ,要从旅游者的角度看待本

流域的资源 ,反差就是资源 ,差异就是吸引。

大范围组合:实现区域性联合与分工 ,形成

重点突出又顾及整体的有层次 、各具特色的旅游

地域网络系统。一是与周边区域的组合 ,注意与

国际热线联合 ,与东南亚热线热点捆绑 ,对于旅

游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初期可以甘当二传手 ,唯

有如此才能有效融入区域网络 ,融入市场当中;

另一方面就是将珠江流域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有

效整合 ,形成围绕核心竞争力的优势集聚 。

大市场运作:就是要针对大市场 ,进行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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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以大宣传来夯实大市场。通过珠江三角洲省

份联席会议制定和实施联合的捆绑营销多赢战

略 ,由国家以及根据各省区旅游总收入的相应份

额共同出资 ,对珠江流域文化旅游线路进行整体

营销 ,从而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总体形象初步

考虑可以为”珠江流域文化走廊之旅” ,其宣传口

号可策划“无限风情 ,尽在珠江走廊” ,“天然大公

园 ,文化大博苑 ,民族大观园” , 也可用“寻梦珠

江” 、“多彩珠江 ,全新登场”等作为珠江流域文化

旅游走廊的宣传语 。也可筹办“珠江流域文化旅

游节” ,由各省轮流举办 ,每届主题因省而异。发

行珠江流域文化旅游特别优惠联票;对游客到该

文化旅游走廊出游进行导向性宣传;也可以考虑

由国家引导 ,将修学旅游 、文化旅游 、爱国主义教

育旅游纳入体系中 ,寓教于游 。

因此 ,珠江全流域“大旅游”的开发必须以旅

游开发创新为前提 ,考虑整个系统的运行 ,着眼

于开发对象的整体优化。它既要协调平衡好整

个珠江流域不同省区的经济 、社会 、文化发展差

异以及旅游业的各组成部分 ,又要统盘考虑旅游

业发展和其它有关部门 、行业之间的协调关系 ,

还要研究旅游系统中自然的 、技术的 、社会的 、经

济的诸因素的相互结合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对

客观旅游系统进行整体性 、协调性 、系统性的规

划 ,将各部分有序地 、合理地组织起来 ,使旅游需

求和供给系统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实现区域

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和可持

续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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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Eco-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long
the Pearl River Watershed

YANG Chun-yu ,WEN Chuan-hao

(Environment &Resource Management Department ,Guizhou Finance &Economy Institute ,Guiyang 550004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ree administrative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 which Lie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Pearl River , as a case for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ethnic culture tourism and eco-tourism.At the same time ,
basing on the speciality of , and the harmony and mingle between the ethnic culture and eco-tourism resources , the
author proposes further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develop the ethnic cultural and eco -tourism resources on the

whole of the Pearl River basin , especially some ideas such as establishing overall tourism and management system

covering the whole river basin , and implementing deeper marketing strategies.
Key words:the Pear River watershed;ethnic culture;eco-tourism;cultural corridor;Gui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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