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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农家乐’’旅游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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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我省的“农 家乐”旅 游应挖掘其文化 内涵。搞好“农家乐”旅游的形象建设工程 、开发其具有琅郁文化特 色的“农家乐”旅游项 

目三方面展开论述，揭示 “农家乐”在规范化 、规模化、现代化之后，必将逐步走上旅游产业正轨 ，实现农业资源向旅游资源、商业资源转变， 

成为我省农村的一大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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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 

发展生态环境旅游将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的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游将会成为 

我国今后的一个重要旅游方式。而生态环境游作为一种全 

新的旅游概念。它提倡旅游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与自 

然和谐统～，并且必须使当代人享受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 

文景观的机会与后代人相等，使旅游区所处的自然生态环 

境不遭受破坏，使旅游区内居民的民族文化得以繁衍，并保 

护旅游地社区的利益。“农家乐”旅游正是这种旅游方式的 
一 次集中体现，它所倡导的关爱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 

享受自然的主题 。充分反映了现代旅游业发展潮流和方向， 

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旅游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努力 

实现与文化的融合。农村作为农耕文化、乡土文化、民俗文 

化重要基地和前沿。通过”农家乐”旅游这种形式，能进一步 

丰富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提高旅游产品品位。”农家乐”旅游 

适应旅游者的现实消费需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 

活节奏的加快。一方面，生活在钢筋水泥丛中的都市人已开 

始逐渐厌倦城市中的生活氛围，渴望去感受大自然的真山 

真水 ，寻求返璞归真 、回归自然的感受，在宁静、自然中彻底 

放松自己．现代旅游者也已不再满足于普通的观光旅游，希 

望获得一种愉悦的经历，强调一种参与，一种体验。另一方 

面。由于游客具有”求新、求异”的心理。他们希望在安全、洁 

净、卫生的前提下，能有更多新奇的见闻和感受，能了解到 

当地特色民俗风土人情。而”农家乐”旅游则正好能满足游 

客的这些需求。据初步统计，目前，我省”农家乐”总数已达 

到了 1 581家，拥有 1．137 9万个床位，直接从业人员2万人 

左右。可见“农家乐”旅游已成为我省市民的主要休闲度假 

方式。“农家乐”旅游固然包含物质消费。更主要的是一种满 

足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动和审美活动。提高“农家乐”旅游项 

目的文化品味、丰富文化含量，可以使“农家乐”旅游获得蓬 

勃生机和高附加值。“农家乐”旅游的经济价值、经济效益与 

它内在的质量和文化的品味是成正比的。增强“农家乐”旅 

游的娱乐作用、教化美育功能，是提高其观光价值和经济效 

益的关键，也可以说是 “农家乐”旅游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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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如何丰富“农家乐”旅游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课题。 

1 挖掘“农家乐”旅游的文化内涵。提高“农家乐”旅游景区 

的文化档次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旅游文化淡化了阶层的特征，向着 

雅俗共赏的方向发展。休闲文化成为民众精神生活的共同 

需求。这种休闲文化是一种以娱乐休闲为中心的柔性文化， 

具有自娱性 、随意性和自组织状态，虽然主要目的是在娱乐 

中消解自我的烦闷、调适精神，以获得愉悦和放松，但在旅 

游观光的过程中，要寻求审美领悟和体验艺术情调、文化氛 

围会激发精神的活力，激发生命的活力，从而激活人们多方 

面的潜能．这正是塑造现代文化人格的关键所在。挖掘“农 

家乐”旅游的文化内涵．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1 自然资源文化内涵的发掘 

旅游景区(点)以某些自然景观为构成基础，恰当地融 

人人文内容，二者完美组合，使旅游者获得综合性的多重满 

足。自然美景不是纯客观的，它是人类审美关照下的自然， 

是“天人合一”的自然。作为旅游景点的山峰、湖泊、溶洞等 

自然资源，也有文化内涵可发掘。因此应组织力量编写景区 

导游说明书，介绍景区山水风光、美学意蕴和优美动人的民 

间传说。以揭示其人文蕴含。 

1．2 人文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 

“农家乐”旅游要赢得市场，只靠发掘自然资源是不够 

的。还必须花大力气挖掘人文资源的文化内涵。 

1．2．1 民族文化的开发创新。“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必须创 

新。这个创新应该是在继承民族文化基础上的创新。如果做 

不到这一点，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优势。丰富的文物资源， 

悠久的文化传统，需要考证。《枫桥夜泊》一诗在历史上早负 

盛名，其“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名句，使原 

本寒伧的千年古寺名声大振，每年吸引来成千上万游客。我 

们是否也可从中受到启示。发掘李白、杜甫、陆游、苏轼等题 

写芙蓉国的名诗佳句，以开发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景 

致呢? 

1．2．2 民俗风情资源的开发利用。同旅游活动关系密切的 

民情风俗主要有服饰民俗 ，如传统苗家妇女有构图寓意深 

刻 、做工精细的刺绣与银饰结合的服饰文化 ，被称为“穿在 

身上的历史”川。在瑶家妇女中有一种叫“项板”的异常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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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头饰．其形式和制作过程都很迷人。岁时节令习俗，如土 

家族有阴月八牛王节、六月六祭祖节、正月摆手节；苗族有 

四月八大型游乐节、赶秋节、清明歌会、看龙场、赶年场、樱 

桃会、跳香会；白族有游神 、赶会 、祭租节等都具有旅游价 

值。这些节会一般活动规模大、参加人数多、内容丰富，有跳 

舞、赛歌、演戏、舞龙、耍狮、演奏民间乐器，也有土家族的茅 

谷斯、苗族的上刀梯、“八人秋千”和被称为戏剧“化石”的傩 

堂戏等文体节目，可说是有歌有舞有技有艺，颇具观赏性 。 

“农家乐”旅游还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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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设过江溜索等 

等：可建立农耕文化展室，陈列石磨、难窝、织布机、风车、拌 

桶、斗笠 、蓑衣、升子、斗等，再布置相关的照片、图片，配上 

优美的解说词。让城里人特别是青少年有机会了解传统的 

农耕方式和生产习俗。 

1．2．3 开发特色饮食主要开发“绿色食品系列”和“土家风 

味系列”。在绿色食品开发中以猕猴桃饮料为龙头，带动野 

生葛根、蕨根的系列产品加工，开发香椿 、蕨菜、山笋、山菇 

等山珍野菜。让游客品尝湘两民间菜肴的酸、辣、香味。吃一 

顿土家甑子饭，用大海碗豪饮土家的包谷烧酒，乘着酒兴， 

让游客自己参与诸如打糍粑。采茶叶等活动。让游客品尝当 

地岁时节令的饮食，诸如土家的腊肉、合菜，苗族的酸鱼、桃 

花虫，白族的血豆腐、香豆渣等等，除此之外，可供挖掘的资 

源还有 “饮食与健康”、“饮食习俗”等等，发掘这些蕴涵，使 

“吃”这个简单的事情变得丰富，吃出文化，吃出品味。“农家 

乐”景观能使游人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享受在喧闹城市中难 

得的宁静，让美丽的田园风景与传统的饮食文化巧妙地结 

合，把饮食文化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1．2．4 商品文化的开发利用。研究、开发适销对路的旅游商 

品。是丰富“农家乐”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开发具有本 

地特色、充满民族风情的旅游商品，就是开创品牌。在用材、 

造型、色调 、图案、风格和包装装潢等方面，都要围绕自己的 

特色进行设计生产，使旅游商品具备“三性”(纪念性、艺术 

性、实用性)、“三风”(中国风格、地方风格、民族风格)。旅游 

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以其浓烈的地方色彩和深刻的文 

化内涵令城里人痴迷 ，当游人买下哪怕是一件小小的旅游 

纪念品时，就不仅把文化带在身边了，把美好的回忆带回家 

了，而且也把旅游地的“广告”带回家，带给亲友，带到四面 

八方。如土家族织绵 ，苗族蜡染、刺绣．还有根雕、石雕、竹 

艺、武陵盆景等。 

2 增加硬件设施的文化内涵。搞好“农家乐”旅游景区的形 

象建设工程 

硬件设施是“农家乐”景区的“脸面”．也是旅游活动的 

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到景区的文明形象。硬件设施必须具有 
一 定档次，才能营造出具有审美意味的文化氛围。文化硬件 

设施本身就是文化载体。建设好具有较高文化内涵的设施， 

才能开发具有文化蕴涵的新项目，才能增强“农家乐”旅游 

生命力。文化设施和项目的档次越高，新的项目越多，文化 

内涵越丰富，其旅游生命力就越强。因此，必须根据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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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力，搞好文化硬件建设。旅游硬件设施呈不是直接的 

文化载体，但它是开展旅游文化活动的物质条件和保障。旅 

游景区的硬件设施与一般的硬件设施不太一样，不仅要实 

用．还要美观、有文化品味，这样才能与文化设施一起创造 

出浓郁的文化气氛。建设“农家乐”旅游景区的硬件设施要 

有创建文明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的文化意识。这是 

增强农家旅游生命力的保证。“农家乐”景区和旅游点(农 

户)应有传统的民居风貌，如吊脚楼是湘西的主要民居样 

式，依山傍水而建 ，原始古朴，自成一格。“农家乐”的房舍可 

仿吊脚楼风格设计，与秀丽山川相映成画。与现代都市的混 

凝土平房相比。别具情趣[31。同时在室内设计上可以考虑与 

当地传统竹木家具相结合，让游客住进去，真正体会土家人 

的生活。哪怕是一块提醒人们爱护花木的“警示牌”，也要写 

得文雅、温馨、富于人情味，造型要有艺术性，等等。景区的 

硬件设施以及整个人文环境必须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共 

存。 

3 开发具有浓郁文化内涵的“农家乐”旅游项 目 

“农家乐”旅游要以游客为本，深入开发旅游资源。“农 

家乐”旅游要赢得市场，只靠自然环境优势和地域优势是不 

够的。游客是旅游景点建设和开发旅游资源的着眼点和归 

宿。旅游需求是旅游市场形成的基础，没有旅游需求，旅游 

市场也就无从谈起，旅游产品的价值也就无法实现 。 “以 

人为本”就是在旅游项目的设计、开发上．要以“人”即游客 

的“旅游需求”为归依，在突出各自主题或重点的前提下，开 

发具有浓郁文化内涵的农家旅游项目，追求形式多样化，提 

高游客参与程度 ，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游人的需求， 

从而保持“农家乐”旅游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农家乐”旅游 

必须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发展方向问题。必须研究旅游市 

场、适应旅游需求。要认真分析研究旅游群体的构成情况、 

消费层次以及兴趣爱好等。从而进行调整．着力开发适销对 

路、有质量、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并提供优质服务。旅游项目 

要具有文化内涵，具有知识性、趣味性 、体验性、享受性，使 

游览、娱乐与学习相结合，同操作、参与相结合，使之更富吸 

引力嘲。为此，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尝试：一是提高品 

位。“农家乐”旅游观光的活动和项目要把娱乐性与知识性 

结合起来，增大科普活动、新知识新技能传授活动、特长培 

训活动、艺术欣赏活动的分量，适应群众需求由单纯 “求 

乐”、“求美”向“求知”、“求新”拓展。二是突出特色。强调在 

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上求新求异，能够展示本地区的文化 

优势和地域特色。如桃江”竹乡农家乐”旅游围绕”竹”字，挖 

掘特色，突出”做客竹乡农家，亲近美好自然”的主题，吃的是 

竹宴．用的是竹家具，观的是竹海，集中展示了江南竹乡的 

农家风貌。三是提高游客参与程度。资源的开发、项目的设 

置．都要十分注意提高游客参与程度。“农家乐”旅游可以开 

发的农事活动、民俗事项 、体育健身项目等，大都具有很强 

的大众性，因而又蕴藏着可参与性。例如开展农事体验(开 

发“当一天花农”、“摘半天果品”、“五月采茶游”等)、民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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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带动工业化的发展。郊区作为大中城市的组成部分，推 

进郊区向城区，乡镇向街道，村屯向社区，农民向市民的转 

变。二要发挥县级市城镇化水平较高、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 

能力较强的优势，逐步将县级市扩展为中等城市。三要进一 

步做大县城，逐步将其发展为实力强的小城市。四要加强农 

村中心镇建设。“十一五”期间，要着力抓好一批示范典型， 

形成大中小城市、县城、中心镇，乡村各具特色、梯度协调发 

展的格局。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思路下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农 

村经济组织不再单纯是农村的经济组织，而是必须在生产 、 

流通 、劳动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都能和工业、城 

市的发展相结合的经济组织。农村经济组织必须眺出农村 

地域。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障碍，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格局 

中，在整个社会的进步中，寻求工,IkSu城市对它的支持，寻 

求它与工业和城市的合作；城市也必须充分发挥带动农村 

发展的作用，加大经济对农村的辐射，加大人才、智力资源 

对农村的支持。加大科技、教育、医疗等方面对农民的服务、 

形成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合力。因此，可以认为，把工业、城市发展的各种资源和力量 

与农村经济组织结合起来，是发展和创新农村经济组织的 
一

条新思路。 

统筹城乡发展，既是缩小城乡差距的要求，也是促进社 

会公平的要求。要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发展农业生产以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的国际市场 

竞争力，就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发展和创新农村 

经济组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 

益 ，增进农民收入，发展现代农业，开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新局面。 

3 创新农村经济组织 

发展和创新农村经济组织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意义 

重大。第一，可以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发展和 

创新农村经济组织，通过把先进的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管理 

手段 、可持续发的理念，运用于农、林 、牧 、种、养、加工、生 

产、供销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加速现代生产要素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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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 155页)动(汉族农家传统婚庆寿喜活动，少数民族 

的对歌等)、体育健身(溪河漂流、游泳、划船、赛马等)，以至 

学做刺绣、学习竹编工艺、学做农家风味小吃、学包棕子等． 

都是游客可以广泛参与的项目。在多彩的活动中从事自由 

的娱乐、农事活动，将现实、梦想融为一体，得到极大的精神 

满足。四是改变单一的娱乐方式，向多元化的健康的文化体 

育活动发展。例如，可以考虑推出专供退休老人的度假产 

品，如安排“学书画农家游”．请书法家、画家任教师开讲座； 

为喜欢诗歌创作的老人安排“租农家房．种农家花，咏农家 

景、享农家乐”的活动，体验如梦、如画、如诗的感受；举办茶 

文化讲座，请茶道专家讲课，组织茶道表演队演绎整个茶道 

过程；组织曾当过农民或当过“知青”的退休人员“重返农 

家，种菜种瓜”，抚今追昔，感受当年生活。时间为 1周、10 

累，形成多物种共存、多层次结构 、多产业组合、产品多级加 

工转化、空间布局和结构更为合理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从 

而实现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下者的高度统 
一

． 使整个农业生产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第 

二．可以促使农民遵循市场发展规律，走致富道路。解决我 

国现阶段农村发展中存在的“三难”，即农产品卖难、农民进 

市场难、农村致富难问题，可以通过构建新型的农村经济组 

织形式，完善经济组织的内在体系和运行机制来实现。构建 

新型的农村经济组织形式，可以使农民在产业化经营中，着 

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 

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 

式，从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实力增强；可以使农 

民在为自身需求生产的同时，更积极地为市场需求生产，在 

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更积极地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敢于面 

向社会，走向社会，在社会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第三， 

可以强化农村的社会服务体系功能。文明家庭、文明村镇的 

创建，农村新风貌的创造，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建设，村民 

自治机制的健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加 

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加快等，都需要通 

过发展和创新经济组织形式来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增强村 

级集体经济的服务功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 

干意见》强调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 

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各行各业都要关心支持新 

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在全社会支持新农村建 

设中，要形成全社会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 

社会力量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引导党政机关、人民团 

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知名人士、志愿者对乡村进行结对帮 

扶，加强舆论宣传，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浓厚氛围。由此可见，在全社会支持新农村 

建设中，把工业、城市发展的各种资源和力量与农村经济组 

织的创新结合起来．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是具 

有重要意义的。 

。 一。。 。。 。。。 。。。 。。- 一。。 n。。 一。。 -。。 -+ “+ ”+ ”+ n— n—■一”+ ”十 一十  。。 +  十 一十 一 

天、半月均可，一定会受到退休职工的欢迎。通过以上措施， 

对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民俗风情资源进行文化开发，就可 

以营造出旅游观光地浓郁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与农 

业的经济资源共同作用，便可生产出旅游者需要的服务、供 

给、消费和享受。带来更加显著的效益和财富。 

4 参考文献 

⋯1蓝万炼，庄大昌．论湖南省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Ⅱ】I经济师 ， 

2001(5)：91—92， 

【2】杨洪．湖南农业旅游开发初探Ⅱ】_农业现代化研究，2001(3)：174—176． 

【31田茂军，试论湘西地区的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 吉首大学学报，2000 

(2)：92—95 

【4J李左人 试论丰富 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J1_天府新论，2000，(6)：50— 

54 

I5】刘长生，简玉峰．“大湘西”旅游客源地结构特征分析与研究u1．湖南 

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0—52． 

15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