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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乡村旅游文化特性 深挖民俗文化内涵 
— — 以成都三圣乡为例 

何 薇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社科 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 都地区乡村旅游兴起是在 9O年代 ，作 为乡村旅游的实践案例 ，本文选择了对乡村旅游 的发展具有示范意义的 

成都锦江区三圣乡 为，{、案，总结其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现状，从乡村旅游 目的地社会文化研究人手 ，指 出乡村旅游文化发展应 

遵循 的原则及思路。稚望 以理论指导实践，使成都地区乡村旅游能健 康、规范 、有序的发展 ，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兴旺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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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发展乡村旅游必须把握 

乡村旅游文化的特性 

首先需要明确三个重要概念：乡村旅游、旅游 

目的地 、旅游 目的地社会文化。 

关于乡村旅游的概念是繁多的，目前我国学 

术界对乡村旅游有多种称谓，主要有“休闲农业”、 

“观览农业 ”、“观光农业 ”、“风光农业 ”、“农村旅 

游”、“田园旅游”、“旅游农业 ”、“旅游生态农业”等 

十多种 。 

对乡村旅游概念的理解可 以从下面几方面来 

认识：(1)以农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作为吸引物。 

农业 自然资源具体指：种植业资源、林业资源、牧 

业资源、渔业资源。．农业社会资源具体指：民风民 

俗、农业生产劳作方式、农业科技；(2)以都市居民 

为吸引对象 ，依照中国的国情，乡村旅游的产生， 

主要是为了解决广大城市工薪阶层如何支配双休 

日、节假日，如何在双休 、节假 日进行消费的问题， 

因此对象的t体矗城市 工薪层 ，同时兼顾其它收 

入阶层 ，(3)针对 吸引对象“回归 自然”的旅游需 

求、但又不熟悉农村及农村环境的心态设计旅游 

活动。因此乡村旅游活动必须具有浓郁的乡土趣 

味、乡土文化性 ，以观光和参与性农业劳动的方式 

来开展旅游活动。(4)以乡村旅游资源和外围资源 

的结合，确定开发模式及方向，亦即乡村旅游的旅 

游功能。在城市周边农业基础好的地带，依托一个 

或多个城市，满足城市居民，开展郊区度假旅游， 

因此它的主要开发功能是满足城市居民回归自 

然 、观光游览、务农娱乐 、求知等需求。 

综上所述，乡村旅游的定义可以表述如下：乡 

村旅游是以农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作为吸引物 ， 

以都市居民为客源市场，针对他们回归自然的旅 

游需求，满足游客观光、务农娱乐、休闲度假、购物 

等多种需求而开展的参与性强、文化内涵深厚、乡 

土趣味浓郁的新兴旅游活动。 

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 ，农 、游合一性。 

乡村旅游是旅游业和农业两种产业交叉形成 

的，具有两种产业的特征。从旅游的角度看，它提 

供 给游客观赏服务 、品尝服务 、购物服务 、务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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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娱乐服务 、疗养服务 、度假服务等 ，具有旅游 世 

的基本属性。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它能生产粮、菜、 

木 、果 、药 、花、肉、蛋 、奶 、鱼等产品，具有 自身的农 

业生产功能和产品价值。 

第二 ，旅游资源的乡土性 。 

乡村旅游基本依托的是自然山水 、田园风光， 

也加上人为设计 的建筑设施 ，如草舍 、篱笆 ，组织 

活动项目如戏水、攀岩、狩猎等，增添了浓郁的野 

趣，构成一幅“悠悠古韵、浓浓乡情”田园画卷，使 

游客置身于湖光山色、绿水碧波的世外桃源中。 

第三，客源市场的定势性。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载体，为旅游者提供休 

闲、娱乐、游赏等旅游功能 ，这就决定了它的客源 

目标市场只能定位于有别于乡村的城市，特别是 

高度商业化的大都市 ，因为乡村旅游对居住在具 

有城乡一体化的中小城市居民难以产生足够吸引 

力。它的客源是那些生长在城市 ，对农村及农村景 

观不太了解 的城市居 民。 

第四，旅游活动的参与性。 

参与性是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参 

与性就是让游客参与农业生产的某个过程的活 

动，通过模仿、习作、体验使游客有成就感、满足 

感、自豪感。 

第五，旅游产品的文化性。 

这涉及到一个概念 ：旅游地 的社会文化 ，它也 

可以被称为旅游地的社会环境文化，主要内容既 

包括旅游地的建筑民居、服饰饮食、生活器物等物 

质文化，又包括礼仪风俗、节庆活动、生活制度等 

行为文化 ，还包括旅游地居 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心 

态文化或观念文化。 

旅游业 的灵魂是文化 ，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 

业是苍白的、缺乏持续动力的。因此，发展乡村旅 

游，把握乡村旅游文化的特性 ，将生态旅游 、文化 

旅游这两方面内容和乡村旅游紧密结合起来，相 

互补充、相互融合，走“乡村一生态一文化”模式，才 

能满足中国旅游者深层次的需要，从而推动我国 

乡村旅游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文化是一种社会资源。文化所具有的教化、激 

励和导向的功能，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凝 

聚力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文化既是民族精 

神的结晶，也是其动力的源泉所在。文化产品和文 

化设施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巨 

大的精神财富，也构成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独 

特的重要的资源——文化资源 

乡村旅游所涉及的文化是以农事文化为主旋 

律 、存在着明显地域差异 、带有朴实乡土气息的村 

野文化 ，它是村野之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包含有丰富的历史 、经济、科学、民 

俗 、文学等文化 内涵。乡村旅游文化特性包含着深 

厚淳朴的传统文化和宁静自然的田园生态文化。 

乡村旅游是建立在民俗文化上的旅游，是城乡文 

化产生巨大分异后形成的旅游 ，是具有生态文化 

观念的旅游。乡村旅游赖以生存的土壤便是其民 

俗文化和田园生态文化。 

田园生态文化实质指我国特有的农耕文化生 

态理念。包含北麦南稻、旱地水田、红壤绿洲、牧场 

果园、梯田平川以及相应的农牧方式、作业周期、 

除病防灾等等农事表现和过程 ，祈盼风调雨顺 、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态度与心情。中国农耕文化不 

仅具有各地分异的农业形态 ，还有与之相匹配的 

祭祀、崇拜、禁忌传统。如社稷神、五谷神的祭祀。 

对 自然环境或某种树木、花草、动物、山体、江河等 

的神秘崇拜，各种庙祭、节会中的禁忌仪式等，所 

有这些构成了田园生态文化特色。作为古老的农 

业大国 ，几千年的 自然调适 ，从村落建筑到农 田果 

园，从生产方式到生活习俗，从传统意识到行为准 

则均构成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旅游资源。这种资 

源本身的文化含量较高，转化为旅游产品必然具 

有其突出的、鲜明的文化特性。 

民俗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和模 

式性的现象，形成于过去 ，影响表现到现实生活。 

从文化角度来说，民俗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物 

化民俗、制度民俗和精神民俗。物化民俗指的是当 

地人们模式化了的物质产品创造方式，如饮食、服 

饰、住宅、特产和田园、牧场及生产交通工具等；制 

度民俗是当地社会主义体制和运作方式，对个人 

参与社会活动具有规范性意义。如节庆民俗、礼仪 

民俗及娱乐竞技等；精神民俗主要是当地集体性 

意识形态 ，如道德观、伦理观、宗教信仰等心理习 

惯和语言习惯、民间文学。将民俗文化作为乡村旅 

游产品的底蕴。无疑会使此类产品的档次和品位 

大大提高。民俗文化的丰富性和鲜活性是乡村旅 

游产品推陈出新的源泉。民俗文化的大众性和传 

统性是乡村旅游产品市场竞争的动力。 

因而建立在民俗文化基础上的乡村旅游文化 

就具有了深厚性，它表现为：1．民俗审美在乡村旅 

游“食、住、行 、游 、娱、购六个环节中的渗透 ；2．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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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知 }只贯穿于乡村旅游活动的全过程 ；3．民俗效 

应是产生乡村旅游动机的主要诱导因素，同时也 

是乡村旅游消费的主题 

目前四川的乡村旅游产品所表现的民俗文化 

更多的是集中在“物化”层次。并且着重在“食”，由 

于它对民俗文化表现的要求不严格 ，此类旅游产 

品“技术”要求不高 ，很容易被复制 ，造成低水平重 

复投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才会大量出现 “农家 

乐”，不仅造成旅游资源的 巨大浪费 ，而且 误导了 

旅游行为，使旅游者无所适从，产品形象遭到破 

坏。其原因是没有把握乡村旅游的文化特性所致 。 

通过对乡村旅游文化特性的分析，可以揭示其产 

生的社会必然和发展的文化方 向，为这种形式的 

旅游产品设计及区域性规划提供认识基础。 

二、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品的 

文化内涵 

单纯的以自然田园风光为主的观光方式，是 

无法满足乡村旅游市场的需求的，乡村旅游的经 

济效益和内在的文化品味成正比，只有注重乡村 

文化内涵的挖掘才可能提高乡村旅游的附加值。 

但是由于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价值观的分歧，导 

致了文化观察、文化理解上的偏差，在开发过程 

中，重文化载体、轻文化内核，重有形文化、轻无形 

文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主要集中表现在各种类型 

的休闲农场和观光果园等项目上，通常忽视了乡 

村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资源的开发，或者说对资 

源开发的深度和力度不够。 

笔者对三圣乡进行 了实地考察 。三圣乡位于 

四JII成都锦江区，以生产鲜花闻名遐迩，素有“中 

国花卉之乡”的美誉，全乡 90％的农户从事花卉种 

植栽培 ，花卉产业实现年产值 9000余万元。2002 

年 ，鲜花种植 面积 已达 5800亩 ，全 乡的优质花卉 

达 15％，鲜花年上市量达 3亿多枝，约占四JII鲜花 

70~,6的市场份额。花农人均年收入 4000余元。 

从 1998年开始，锦江区请来 20多名专家、博 

士为他们进行不定期的技术指导。在保持传统品 

种——茉莉花、腊梅、月季花的基础上，引进栽培 

了蝴蝶兰、红掌、非洲菊等优良品种，目前，三圣乡 

鲜花生产经营已基本形成设施化栽培、规模化种 

植和市场化经营的模式。 

三圣乡农民房屋改造很有特色 ，对于被花卉 

企业占地的农户在新的地方集中修建房屋以节约 

土地，新居在修建时统一成JIl西民居风格，对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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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民房实行就地改造，如重新装修房屋外立面 

等，使破旧的民唇焕然一新，一方面美化了环境， 

另一方面为农户开展农家乐创造了条件 。以龙泉 

驿 区花果和锦江区三圣乡花卉为特色 的林果花卉 

业，为发展观光、休闲度假旅游提供了很好的资源 

依托，但是，三圣乡在营造乡村传统文化和民风民 

俗文化的氛围方面还是薄弱的。 

如何挖掘其民俗文化的内涵呢?笔者以为应 

该从三个方面主题 ：即建筑景观文化 、人文景观文 

化 、习俗节庆文化。 

三圣 乡旅游文化开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 ： 

(1)突出农家特色，体现农耕文化的精髓 ：乡 

村旅游应发掘传统农耕文化资源，可在景区恢复 

几近绝迹的水车、水磨、石碾、鸡公车；可建立农耕 

文化展室 ，陈列石磨、碓窝、织布机风车、拌桶、斗 

笠、蓑衣等；还可以开展一些能体现民风民俗的活 

动，突出农家楹联特色；景区农舍设计应突出蜀文 

化中的林园特色和传统的民居风貌，如川西坝子 

农家的竹林茅舍，小镇的石板街巷、宅门、影壁、店 

铺、摊商等。由田园风情、市井风情和风味特色小 

吃构成的乡村、街景，弥漫着民俗民风和传统文化 

氛围，为生活在城市的游人提供游览休闲处所，这 

就大大提高景区文化档次。 

(2)深入挖掘JlI西历史文化内涵。由于紧邻高 

等学府——川师大，又有文化名人李劫人故居，可 

以借助二者厚重的文化底蕴来着力营造区域的文 

化氛围，提升区域的整体品位。如何从李劫人作品 

人手再现JlI西文化中简约、明快、轻灵、适用的格 

调，这都需要进行研究和规划的。比如景观建设方 

面可以直接表现JlI西文化外在的特征和特色。通 

过拆迁来收集老建筑中部分有价值的木椽子、木 

窗子等，为将来的建筑装修作好前瞻性准备，以文 

物价值对建筑档次起烘托作用。以李劫人故居为 

依托，在打造仿古建筑一条街立面复原的工程设 

计、实施中，体现建筑的艺术和气势。同时，在仿古 

群建筑的周边预留一片缓冲地带，使之与高楼和 

现代商住区的开发保持一定距离，避免风格和景 

致 的相互干扰而产生的不和谐 ，也可为将来影视 

拍摄、游人观赏、摄影等提供理想的场所 ，增添商 

机、人气，不断地发挥其巨大的经济效应和文化效 

应。 

(3)大力开发客家文化。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 

民系。客家人从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移居四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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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川的拓荒 旨、原冈足 ：清军攻打【Ju I， l|j 献 

忠的军队和叫蜀 I=的军队混战 ，清军最后 挟 ．川 

内的人口锐减 ．为了充分利用四川天府辽 『恬j的 } 

地 ，清政 府下诏 ，掀起 了“湖广填 四川”的移 民运 

动。客家人以说客家方言为其显著的文化标志 ，客 

家人有专门的客家语言、客家生活习俗和客家民 

居建筑 ，构成典型的客家文化 。客家民俗 、客家方 

言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表现 ，客家建筑和客家民居 

则是客家文化的载体。客家建筑(碉楼)的风格，至 

今保存最完好的是龙泉驿 区洛带镇 的广东会馆 、 

江西会馆 、巫家大夫弟 、巫家祠堂和郑家祠堂 ，广 

东会馆又名南华宫，坐北朝南，复合院落结构，是 

典型的客家风格。此外，在东山龙潭乡、金堂、新都 

石板滩也有或曾经有大量客家建筑 ，这些客家建 

筑构思巧妙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客家思想、 

客家精神在建筑体上的完美体现。客家民居的环 

状围屋结构反映了客家人移居它乡为防止外来侵 

略 、干扰 的思想 ；客家民居的堂屋 、大井和几重门 

结构体现了家庭和家族精神。客家人最爱家，最具 

家族意识，以此为依托，可以将其升华为最典型的 

代表着中华民族家庭文化的是汉民族的家庭及家 

族观念。汉民族是一个较早采用田间耕作的农业 

定居民族，这种安定的农耕生存使汉民族始终生 

活在固定的地域和固定的血缘关系中。由此使得 

地缘组织和血缘组织相互重叠的地域观念和血缘 

观念融合生长，形成了以家庭血缘为内核，以固定 

地域为形式的家乡观念，不管漂泊到何处，家乡山 

水、家族至亲总是每个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对象。 

客家人喜欢唱山歌，婚嫁、丧葬、祭祖、求子等 

方面仍然保留了许多传统。客家人移居四川后，一 

方面保持着原有的生活习俗 ，另一方面又受四川 

其它居民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其特有的交融文化。 

通过对表现客家人勤劳和智慧，现代客家人是追 

求美好生活，为发展经济努力奋斗等这些文化旅 

游产品的研究和开发，起到弘扬健康向上、又富有 

客家人特色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将文化建设与保 

护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也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文 

化的复兴，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现实的经济价 

值和长远的发展价值。 

“风俗为文化奠深基，若非能形成为风俗，则 

文化理想仅如空中楼阁，终将烟消云散。”(钱穆 

)这是因为 俗是 问创造 、传承的大众性文 

化、它是大众 活经验的文化表现形态 ，有着深厚 

的群众基础 ， 然而 ，任何文化都有其固有的生存 、 

发展环境 

现代化城市与典型的传统农业社区，构成了 

乡村旅游的两个端点，串联起传统与现代的两个 

异质文化群，通过食、住 、行 、游 、娱、购等具体的旅 

游项 目，在物化层面、制度层面 、精神层面进行全 

方位的对 比，用现实的经 历理解传统与现代的概 

念体系。 

乡村旅游的吸引力究竟在哪里?就在城乡文 

化的差异上 。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差异，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是乡村旅游的重要吸引 

物，这种差异越大，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就越大。乡 

村节庆、农作方式、生活习惯 、趣闻传说等都是乡 

村历史的沉淀，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将这种文化 

内涵挖掘出来，突出乡村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乡 

村旅游才不流于浅层次的观光游览 ，不局限于旅 

游资源的表面现象，而更注重于观念和感情的沟 

通与体验，更注重于表象下文化底蕴的体验，获得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领略精深神秘、奥妙 

无穷的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 

乡村旅游所涉及的文化是以农事文化为主旋 

律、存在着明显地域差异、带有朴实乡土气息的村 

野文化，它是村野之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 

财富的总和，包含有丰富的历史、经济、科学、民 

俗、文学等文化内涵。只有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品 

的文化内涵，才能赢得市场，延长其产品的生命周 

期。 

马林诺斯基认为 ：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 

要的手段，是由物体态度和活动构成的体系；是一 

个整体 ，其中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 

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 

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 

键所在。 

深入发掘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和积淀、改善 

并充实文化品位，才有可能增强乡村旅游的发展 

后劲，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的出 

现，将文化建设、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有力 

地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使人们意识到传统文 

化现实的经济价值和长远的发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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