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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谐旅游目标下乡村旅游文化的挖掘 

梁 滨 (湖北经济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205) 

摘 要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2007中国和谐城乡游”和“2006中国乡村游”两大旅游主题催热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的本质是和谐，和谐旅游是乡村旅游的发展目标。文化和谐掣肘是乡村旅游和谐发展的硬伤，缺乏文化 

内涵的 乡村旅游现状成为和谐旅 游可持续发展 的瓶 颈。本文探讨在和谐旅游 目标下 ，挖掘 乡村旅 游文化 的相 关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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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谐旅游是乡村旅游的发展 目标 

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又好又快”发展 目 

标的重中之重。和谐发展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作为 

世界第一产业的旅游业，其发展程度对一国经济、 

社会的影响力显而易见，这是由旅游业巨大的乘数 

效应决定的。在中国，大力发展和谐旅游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旅游的本质是和谐，和谐旅游 

就是“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和谐利用和旅游主客体之 

间的和谐运行，最终实现旅游的和谐价值及和谐目 

标”。【l】和谐旅游由三方面组成，即人与自然之间的 

和谐(自然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和谐)以 

及人与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文化和谐)。乡 

村旅游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文化的互 

动实现和谐的一种途径。乡村旅游是“让城镇居民 

为主的旅游者欣赏田园风光、体验农家生活、感受 

乡土文化、品尝乡村美食并从中获得愉悦的娱乐和 

审美活动”。囝乡村旅游的主体是城镇居民，因而乡 

村旅游比任何一种旅游形式更能体现城乡居民之 

间在旅游活动中是否和谐的相互关系。此外，人与 

自然的和谐状况 、人与文化以及文化之问的和谐程 

度既显现乡村旅游的品质，也衡量乡村旅游可持续 

发展的潜力。在全社会注重和谐发展的新形势下， 

旅游业也要注重和谐发展，和谐旅游也应是我国乡 

村旅游的发展目标。 

咀  

在 2006年我国各地区旅游经济实践中，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各地落实构建和谐社会的 

有效途径。国家旅游局和各级旅游部门采取有效措 

施 ，积极推出多种乡村旅游产品，加大宣传促销力 

度。各地发挥资源优势，将传统的乡村旅游资源和 

新开发的乡村旅游项 目优化组合，推出各种乡村旅 

游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乡村旅游的推广。以2006年 

国庆黄金周为例，据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公布的数 

据显示，“十一”期间，全国城市居民出游选择农村 

旅游的约占到 70％，形成了大约 7000万人次规模 

的农村旅游市场。北京、四川、贵州、浙江、江苏等农 

村旅游较发达地区，很多农民家庭仅一个黄金周的 

旅游纯收入就达万元。同在地区旅游经济飞速发展 

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文化之间的 

和谐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例如，在乡村旅游发展 

进程中，人对自然的破坏性开发、以城镇居民为主 

的旅游者与乡村旅游 目的地当地居民之间的异质 

文化冲突以及游客与当地旅游业经营者共同践踏 

原生态乡村旅游文化所造成的一系列 “不和谐”的 

现实问题已经威胁到和谐旅游目标的实现。文化是 

乡村旅游的灵魂 ，文化和谐与否正是决定乡村旅游 

能否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文化和谐掣肘是乡村旅游和谐发展的硬伤 

在发展和谐旅游过程中，自然和谐 、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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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地方政府的日益关注，而文化和谐则受到不同 

程度的忽视。从我国乡村旅游存在的实际问题来 

看，主要表现为不注重乡村旅游文化培育和挖掘。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当前旅游界的一个突出问题 

是片面追求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旅游的文化熏陶功 

能被忽视 了”。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多半停留在粗 

放式格局，多数乡村旅游产品存在片面强调乡村自 

然资源的开发，忽视本地乡土文化内涵挖掘利用的 

现象。所推出的乡村旅游服务项 目，往往停留在提 

供餐饮和食宿的低层次服务上，对于乡村文化传统 

和乡土民俗资源的挖掘十分不够。当前乡村旅游的 

形式仍以传统的“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学农家活、 

享农家乐”的“农家乐”旅游产品为主，不注重乡村 

旅游文化的深度挖掘，缺乏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根基。“农家乐”旅游项目文化底蕴不足，缺少休闲 

文化气息。有些地方的农家乐简单模仿、生搬硬套， 

忽视当地旅游资源优势和风土人情特色，搞得不伦 

不类。各地千篇一律，难以满足多层次游客的需求， 

成为一种粗放式 、低层次的乡村旅游。有些地方甚 

至采取一些低级庸俗的形式吸引游客，远远偏离新 

农村建设的精神内涵。乡村旅游由当前的粗放式向 

精细型转变的前提是充分挖掘文化内涵，提升其吸 

引价值，以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指出，“乡村传统文化 

是乡村旅游的灵魂。要深入挖掘优秀的民族民俗文 

化，不断提升乡村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旅游吸引力， 

推进乡村传统文化的产品化，变文化优势和资源优 

势为经济优势。同时，注重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 

在实践中摸索继承和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新 

路子，使乡村旅游成为弘扬优秀乡村传统文化的重 

要渠道。要防止将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庸俗化”。[51 

文化不和谐是乡村旅游实现和谐旅游目标的硬伤。 

综观我国乡村旅游经济现状，这种文化和谐掣肘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现代旅 游主体 与传统旅游文化之 间的不 

和谐 

“人类生存和文化孕育离不开 自然环境，但是 

自然环境与人的活动并不是单向的。文化的基本特 

征固然受制于外部的自然环境 ，但也离不开人类社 

会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旅游文化也是如此。” 

[61乡村旅游的主体是城镇居民，从整体上来看，我国 

的乡村旅游者缺乏旅游文化意识。其出游动机简单 

地停留在消遣、热闹、美食等表层方面，乡村旅游中 

文化消费动机淡薄。乡村旅游文化消费动机源于旅 

游者追求精神享受和发展需要的文化需求，这种需 

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伴随着城镇居民物质 

生活水平提高而逐步增强，但 目前阶段总体而言依 

然表现为乡村旅游的文化需求偏弱，追求观光、美 

食等感官需求动机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一些有着浓 

重民族、民俗历史文化的乡村旅游地以其极为古 

老、传统的文化特色作为吸引游客的乡村旅游资 

源，但由于游客旅游文化意识不足，在实践中呈现 

出曲高和寡的局面，造成了旅游产品与现代旅游主 

体文化意识之间的不和谐。 

(二)文化模仿 秀引发的不和谐 

文化模仿秀是我国现实乡村旅游领域比较多 

见的一种文化不和谐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 

了地方政府和乡村旅游经营者片面追求旅游经济 

效益而忽略了旅游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力。文化模仿 

秀当前存在两种表现：其一，本身有一定文化特色， 

但却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盲目追求时髦，在眼前利 

益和长远发展关系处理方面出现短视，急功近利， 

丢弃当地文化特色，一味模仿异质文化。在文化模 

仿过程中，本地传统文化丢失殆尽 ，其结果是邯郸 

学步，不伦不类。其二，本身欠缺文化底蕴，不是切 

合 自身实际打造文化元素，营造文化旅游氛围，而 

是对城镇饮食文化、娱乐文化采取“东施效颦”式的 

模仿，其结果可想而知。以城镇居民为主体的旅游 

者来到乡村旅游 ，面对的不是乡村风味的民俗、饮 

食和娱乐方式，而是城里随处可见的饮食品种和娱 

乐方式(如将“卡拉 OK”引入到乡村旅游娱乐布局 

中)，乡村旅游持续性的吸引力从何而来? 

在文化模仿秀过程中，容易引发乡村旅游地的 

城镇化倾向。当地政府和乡村旅游经营者为了扩大 

经营规模，赚取更多利润，不断完善各类基础设施 ， 

修建酒楼、宾馆 ，使得乡村旅游地越来越类似于城 

镇，呈现城镇化倾向。 

(三)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不和谐 

文化具有时代差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发展 

的不平衡性 ，而使得文化在发展程度上产生差异。 

对同一时代不同文化的横向比较，就产生了先进文 

化和落后文化的对比。在乡村旅游中，我们把处于 

先进地位的城市文化视作强势文化，把处于落后地 

位的乡村文化视作弱势文化。乡村旅游过程是不同 

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既有中外文化的鲜明对比， 

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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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阳春 白雪(雅文化 )和下里巴人 (俗文化 )的相 

互排斥，更有城乡文化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不同 

性质的文化因素相互接触、碰撞、融合。从我国乡村 

旅游现状来看，最主要的依然是城乡文化的碰撞、 

冲突和交融。乡村旅游的游客多数是城市居民，在 

乡村旅游活动过程中，游客本身所携带和展示的强 

势文化对作为弱势文化的乡村旅游文化产生巨大 

冲击。由于弱势文化群体本能地会对强势文化产生 

价值趋向性，从较长的时间周期分析 ，随着城市游 

客的不断造访，乡村旅游目的地会不知不觉地接受 

了旅游者的外来文化 ，从而失去了本土文化的原汁 

原味，沦为城乡文化的混血儿，而失去乡村旅游的 

原始韵味和文化魅力。 

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过程 ，也是本土 

文化在继承、弘扬 自身悠久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不 

断进行文化创新的过程。本土弱势文化和外来强势 

文化都有其民族性和时代感，本土文化只有在传承 

的基础上创新，把民族性和时代感结合起来 ，才能 

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传承”对于本土文化而言是 

至关重要的，否则弱势文化就会成为强势文化的附 

庸。 

三、挖掘乡村旅游文化，推动和谐城乡游 

文化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让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雅文化 

与俗文化和谐相处，各领风骚 ，不断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和谐 的生成和发展。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的有关工作部署 ，发挥旅游业在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 

用，推动农村旅游深入发展 ，形成城市和农村旅游 

协调发展的局面，国家旅游局已将 2007年全国旅 

游宣传主题确定为“2007中国和谐城乡游”，宣传口 

号为“魅力乡村 、活力城市 、和谐中国”。和谐城乡游 

的内涵全面囊括了“自然和谐 、社会 和谐和文化和 

谐”，这预示着乡村旅游的文化和谐将在“和谐城乡 

游”主题中面临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挑战。要使乡村 

旅游早 日向和谐旅游目标靠拢，就必须注重乡村旅 

游文化的传承、发扬和创新。 

乡村旅游的灵魂表现为依托传统文化 ，深入挖 

掘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保持和弘扬地方特色，形 

成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富于品位的乡村旅游产品 

体系。乡村旅游文化内涵丰富，包括乡村旅游活动 

中蕴涵的饮食文化、传统节令文化(如元宵节观灯、 

皿  

舞狮子、舞龙灯、踩高跷等以及少数民族所在乡村 

休闲旅游地的各种传统节 日文化)、民居文化(以皖 

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以及周庄、同里、乌镇、西塘等 

江南水乡民居文化为代表)、礼仪文化、竞技文化 

(赛龙舟、中华武术、风筝竞技等)、农耕文化(以水 

车、石磨等为代表的传统特色的农业形态以及与农 

作匹配的祭祀、崇拜、禁忌等传统文化元素)以及服 

饰文化(穿着打扮方面的文化习俗)等。深度挖掘乡 

村旅游文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一)将传统文化优势打造成 乡村旅游产业优 

势，走文化品牌之路 

该发展思路适合于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优势 

还没有完全转化为产业优势的地区。要使乡村旅游 

资源优势得到完全的释放，挖掘文化、提升品位极 

其重要。乡村旅游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树立品牌意 

识 ，走品牌发展之路。以阳朔乡村旅游为例 ，多年 

来，阳朔始终把树立品牌意识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 

突破口，采取多种形式，创建精品和名牌，取得了显 

著成效。对西街采取保护性开发措施，以明清时期 

桂北民居小青瓦、坡屋面、吊阳台的建筑特色为蓝 

本 ，强调 “保存历史信息”、“整旧如故”、“凸现地方 

特色”，使西街成为“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 

地方”之一。根据漓江山水和“刘三姐”传说，以方圆 

两公里水域和 12座背景山峰为实景剧场，创作编 

排的锦绣漓江——《印象·刘三姐》大型文艺表演充 

分显现了当地的乡土文化特色。开业仅两年，接待 

游客已达 50万人次 ，旅游收入达 5000多万元。【7】此 

外，云南的古朴小镇、山西的民俗宅院、江浙的水乡 

古镇等，都已成为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乡村旅游 

品牌。山西大院文化的产业化始于祁县的乔家大 

院。乔家大院率先把晋商文化作为品牌推向社会， 

并转化成乡村旅游产业优势。2005年，乔家大院共 

接待中外游客 60多万人次 ，门票收入达到 1270万 

元人民币。 

(二)以特 色文化提升 乡村旅游含金量，走体验 

经济之路 

乡村旅游项目普遍面临“起步容易，提升艰难” 

的困境。之所以“提升艰难”，其实是和旅游项目本 

身缺乏文化传承、形成文化断层或文化空洞紧密相 

关。乡村休闲旅游作为一种体验经济，其典型特征 

是：旅游者从体验乡土生活与感受乡村情境出发， 

塑造感官体验及心理认同。在乡村旅游活动及消费 

过程中，旅游者通过体验式消费获取愉悦感受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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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回味。除了身临其境的切身体验外，记忆也将长 

久保存对过程的“体验”。体验经济的最高追求就是 

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 这里所说的个性化体验 

并非停留在餐饮住宿层面，更多地应该表现在对于 

一 种特定文化的参与和因此所获得的精神愉悦。而 

这里所指的“特定文化”，站在乡村旅游的角度是指 

具备强烈的乡村旅游吸引力、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 

底蕴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民族文化为例，特色 

文化如傣族的竹楼文化、藏族的雪域文化、蒙古族 

的马背文化、赫哲族的渔猎文化等。特色文化满足 

了乡村旅游者的个性体验需求。 

乡村旅游走体验经济之路，要重点挖掘原生态 

古村落、民族村寨和民俗风情的文化内涵，要让民 

族村寨成为展示民族生产生活习俗和民族风情的 

窗口。要把民族风俗以及原汁原味的生产生活特色 

纳入到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范畴，选择符合当地实际 

的发展模式。要充分挖掘民间历史文化，重点开发 

古民居、民族歌舞、节庆文化等，营造浓郁的民族文 

化旅游氛围。要在乡村旅游产品的参与性方面花大 

力气，以乡土文化含量高、游客参与性强、满足个性 

化体验、民风纯朴的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和项目来满 

足体验经济需求。 

(三)避免“千村一面”，走饮食文化、农耕文化、 

旅游商品文化之路 

很多缺少古建筑、古文化的乡村在搞乡村旅游 

过程中先天不足，其有限的民风遗俗难以产业化。 

由于缺乏特色，面临“千村一面”的尴尬。在这些地 

方发展乡村旅游，提倡走饮食文化、农耕文化、旅游 

商品文化之路。在乡村农耕文化意识突出的地方， 

开辟生态型农业观光园，让游客参与农作劳动，体 

验农事之趣。注重乡土特色饮食文化的挖掘，在餐 

饮上力求做到“一村一个特色，一户一种品味”。要 

注重搜集饮食文化资源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民 

间传说 、神话故事、风土人情、文物特产等资料 ，让 

游客边听故事、边观赏原料和烹饪工艺、边品尝美 

味佳肴 ，重视游客的精神享受 ，提升乡村餐饮的文 

化内涵。积极推进乡土旅游商品的创新开发和精工 

制作，保持特色工艺品、民族服饰及传统工艺的乡 

土气息，做出品种多样、独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 

充分利用当地 自然资源 ，发展剪纸、刺绣、年画、泥 

人、布艺、盆景、雕刻雕塑、奇石 陶瓷漆器等旅游纪 

念品和手工艺品产业 ，让民族文化、民间技艺在文 

化挖掘中得到弘扬，从而增加乡村旅游的内涵，推 

动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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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ural Tourism Cult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Goal of Harmonious Tourism 

LIANG Bin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Wuhan 430205，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the twin tour themes of“2007 China Harmonious U 

ban and Rural Tourism”and “2006 Rural Tourism in China”have fired people’S enthusiasm about rural tourism．The essence 

of rural tourism is harmony，and a harmonious tourism is the goal of th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Cultural disharm ony is a 

barrier i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and the current rural tourism，which presents itself by a lack of cul— 

rural connotation， may handica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harm onious tourism． This paper aims to find the methods 

of developing the rllra1 tourism culture based on the goal of harm onious tourism． 

Key words：rural tourism；harm onious tourism；rural tourism culture；harm onious urban and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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