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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力 ： 乡 村 旅 游 资 源 的 整 合 与 利 用  

— — 以德夯苗族民俗文化村为例 

谭卫华 
(吉首大学 人类学与 民族学研究所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在前人时 乡村旅游研 究的基础上 ，以德夯 苗族 民俗 文化村 为个案 ，通过分析 权 力在 乡村旅 游产生 、成长 

过程中的作用，阐述各利益群体通过权力联合，能使 乡村旅游中的资源有效地整合和利用，促进 乡村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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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 对乡村旅 游 的研究 是从 20世 纪 5O年代开 始 

的，Ager(1958)在相关论文中研究了山村地区旅游开 

发 ，强调了其对山村居民的重要性。8O年代以前主要 

是集 中在 农业 和农场 旅游 (Farm Tourism)的研 究 ，90 

年代起对乡村旅游的概念 、乡村旅游与乡村可持续发 

展的相互关系，基于供给和需求的乡村旅游发展的动 

力机制，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乡村旅游发展 

的管理 ，乡村旅 游发 展 的策略 ，乡村旅 游发 展 中的女 

性问题等方面都有研究。2O世纪 9O年代中期，国内各 

个方面 的专 家学 者对 乡村旅游 也产 生 了研究 兴趣 ，并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介绍国外的乡村 

旅游发展 、乡村旅游 的概 念 、乡村旅 游开 发 意义 、条 

件和模式 、乡村旅游规划与设计 、乡村旅游存在问题 

和发展策略 ，研 究方 法则 主要 以介绍 国外 和 台湾通 过 

利 用社会学 和旅 游学来解读 乡村旅游发展 的经验 为主。 

本文在前人对乡村旅游研究的基础上，以湖南省湘西 

自治州吉首市德夯苗族民俗文化村为个案，通过分析 

政府、旅游企业 、当地居民、游客等利益群体的权力 ， 

在乡村旅游产生 、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并阐述各利益 

群体只通过权力的联合 ，才能使乡村旅游中的资源更 

好地整合和利用，才能使乡村旅游更快更好地发展。 

目前，虽然国内外已有诸多研究者对乡村旅游概 

念进行了诠释，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乡村旅游 

还没形成统一的概念和界定范围。部分学者认为乡村 

旅游即 Agritourism，法语为 Agritourisme，但这只涉及到 

狭义 上 的 乡 村 旅 游—— 农 业 旅 游。 Bramwell and Lane 

(1994)认为，乡村旅游 (Ruml Tourism)不仅是基于农 

业 的旅游活 动 ，而 且是 一个多 层面 的旅 游 活动 ，它 除 

了包括基 于农业 的假 日旅游 外 ，还包 括特 殊兴 趣 的 自 

然旅游 ，生 态旅游 ，在假 日步行 、登 山和骑 马等 活动 ， 

探险、运动和健康旅游 ，打猎和钓鱼 ，教育性的旅游， 

文化与传统旅游 ，以及一些区域的民俗旅游活动。肖 

佑兴，明庆忠认为乡村旅游是指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 

托，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 、民俗风情 、生活形式 、 

乡村风光、乡村居所和乡村文化等为对象，利用城 乡 

差异来规划设计和组合产品，集观光、游览、娱乐、 

休闲和购物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形式。_】l( ’本文在参考 

上述定义后尝试从权力的角度来阐述乡村旅游的定义： 

乡村旅游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权力拥有者对各种乡村 

资源进行整合与利用 ，通过为旅游者提供文化和心理 

需求来获得明显利益的一种新 型旅游 形式 。 

乡村旅游是以城市居民为 目标市场，因其 “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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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喧嚣，投入大 自然的怀抱”而具有无限的吸引 

力，因此，开展乡村旅游的村寨或者社区，一般都具 

有一定的资源优势，而且常常是 以自然生态优势和人 

文资源优势为重点，通过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和突出特 

色来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灵魂。笔者所调查研究的德 

夯苗旅 民俗文化村距湘西 自治州首府——吉首 24公 

里，紧邻 209国道，南至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凤凰 

古城 52公里，北至张家界森林公园 196公里。德夯， 

苗语意为 “美丽的大峡谷”，是一个集山水风光，民俗 

风情天人合为一的休 闲旅游胜地。其中流沙瀑布、天 

问台、盘古峰 、九龙泉 、姊妹峰等 自然景观与吊脚楼、 

水车 、祭坛 、接龙桥等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融为一体。 

全村人都是苗族，老少皆说苗语，并在漫长的发展过 

程中形成 r浓郁的苗族风情 与独特的民族习俗，如苗 

鼓节、三月三、四月八、赶秋节等节庆形式，具体表 

现在节庆、祭祀、婚俗、礼仪、娱乐 、艺术、饮食和 

服饰等方面。社区生活是德夯乡村旅游的主要构景要 

素，苗族的民族文化 、生活习俗 、生计方式等都成了 

旅游活动和展示的一部分。2005年 l2月德夯被认定为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该村的乡村旅游经历 几个发 

展时期 ，而且在各个时期，随着各利益群体 的介入 ， 

权力合力也逐步增大，对资源的整合和利用越充分 ， 

旅游业发展越快。 

一 是村民自发组织期。在 2O世纪 7O一8O年代，因 

受城市旅游活动的影响，一些与城市旅游极其不同的 

旅游活动开始在乡村广泛开展的时候。特别是 1982年 

9月 25日，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行文批准成立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这种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和民俗资源来 

发展旅游的方式刺激了同属于湘西的大村小寨 ，德夯 

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当地政府 、媒体等部门出入德 

夯村 ，为当地居民带来 r “发展旅游可以吸引大量的 

游客，改变村民落后的生活”等思想观念，特别是个 

别有文化 、见识J 的村 民通过将该村与外地旅游景区 

的资源优势进行比较，更加萌发了他们发展旅游业的 

意识。1984年，德夯村通过积极向上争取资金，修通 

从 209国道到村里 的公路 (德行村距 209国道约 4千 

米，原来步行需翻山、过河走 2个小时，修通公路后， 

约 lO分钟的车程 )。此后开始对外开放 ，旅游主要 由 

村委会管理，但由于交通不便 ，寅传力度小，游客稀 

少，旅游业发展不快。 

二是政府经营管理期。随着改革开发的逐步发展， 

当地政府调整发展思路 ，经济建设为中心，将 区域发 

展当作考核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地领导把主要精 

力放在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的产业和项 目上，因为旅 

游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等特点而受到青睐。1986年， 

德夯村所在的吉首市政府在德夯村设立了德夯风景管 

理处 ，并开始开发德夯旅游景区，修建基础没施，完 

善接待服务条件．加大对外宣传。1987年 1月 1日正 

式开放，1991年全年接待游客达7．5万人。 

三是旅游公 司经营期 由于景区的开发与经营需 

要大量的资金、科学的管理、前沿的规划，政府作为 

景区的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严重阻碍了景区 

的发展。公司的介入，能带来大量建设、宣传方面的 

资金，优秀的人才，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手段。2002年， 

当地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成立了吉首德夯旅游实业有 

限公司，该公司是由张家界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吉首 

市人民政府合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吉首 

市德夯风景区旅游资源的管理 、开发、经营。该公司 

的经营条件是总投资3 000万元，每年投入1 000万进行 

基础设施建没，经营权为 5O年。公司在开发德夯旅游 

业的过程中，一方面尽力保护地方生态 自然资源，如 

封山育林、安排专人保持景区内的环境卫生。另一方 

依托德夯苗族民俗传统文化，挖掘特色，打造了一台 

具有浓郁苗族文化特色的歌舞节 目，陆续举办了湘西 

苗族的百狮会 (2002年 2月)，德夯国际攀岩赛 (2002 

年 9月)，德夯 ·中国鼓文化 节 (2005年 6月)。2004 

年 ，全年德夯风景区接待中外游客 31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1 442万元。2005年，全年德夯风景区接待中外 

游客 l3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65万元。(《湘西·吉首 

市统计局关于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大量数据显示，在旅游公司介入后，德夯的旅游业得 

到 了长足 的发展 。 

从德夯乡村旅游这一个案分析来看，乡村旅游要 

快速发展，应具备以下条件：首先，旅游 目的地应具 

有较好的资源优势。1980年通过的 《世界旅游组织马 

尼拉宣言》，强调 了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对发展旅游的 

重要性。由于乡村旅游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为旅游者 

提供文化和心理需求而开展的旅游形式。因此所具有 

的资源优势必须能迎合旅游者的需要，如古朴的村庄 

作坊，原始的劳作形态 ，真实的民风民俗 ，土生的农 

副产品，加上各地风格各异的风土人情 、乡风民俗， 

为游客重返 自然、返璞归真提供了条件。德夯村能够 

发展乡村旅游，就是因其拥有秀丽的山水风光及浓郁 

的苗族风情等资源优势。其次，乡村旅游要快速发展， 

必须联合各利益群体的权力，将旅游资源进行有效的 

整合、充分的利用。只有 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开展 

不好旅游 ．在国内外许有的乡村旅游胜地 ，千百年来 

就具有秀丽的自然风光 、民俗文化 ，但是由于没有社 

会资源的介入，并将其进行整合和利用，只能是养在 

深闺人未知，如德夯乡村旅游的村 民自发组织期 ，虽 

然当地村民拥有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同时也是传统民 

俗文化的载体，也想方设法来发展旅游，但 由于资金 

有限，交通不便、宣传力度 不够，旅 游业发展缓慢。 

在德夯乡村旅游的政府经营管理期 ，由于当地政府具 

有行政管理权 ，拥有政策 、社会关系等方面的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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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但缺少资金的投入 、缺乏管理人才，经营理念等 

资源，最终走上了招商引资，公司介入的道路，主要 

原因就是在公司这一利益主体介入后，各个利益群体 

的所拥有的权力得到了联合 。进一步整合和利用 了各 

类资源，并保护这些资源。促进 了旅游业 的发展。诸 

多的事实证明：在公司介入后，德夯村的经济、文化 、 

社会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 

是：游客多了，村民富了，德夯的知名度提高了。 

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源动力或兴起机制 ，有益于 

更深一步地把握权力在资源的整合与利用中的作用。 

张丽娜等认为现代旅游者追求 “生态”与 “个性”以 

及国家宏观经济调整时期社会资金寻求新投资领域等 

原因是促使乡村旅游兴起的主要缘 由；而从马忠玉的 

文章看来旅游扶贫是乡村旅游在广大贫困的农村地区 

逐步红火的主要原因。科恩从现代性的视角，把旅游 

看作是一种现代现象 ，是现代性 内在矛盾的文化体 

现。[ ] 卜386)这样 19世纪工业时期 的国外乡村旅游应 

运而生。我国现代乡村旅游的发展较晚，始于 2O世纪 

8O年代后期。 、 

在分析国内外对旅游发展源动力后 ，本文认为乡 

村旅游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通过各利益群 

体权力的联合，促使乡村旅游资源得以整合和利用的 

最终结果。在此有必要引入权力 (power)的概念，英 

国哲学家托马斯·雷布斯定义权力为获得未来任何明显 

利益的当前手段。在美国作家丹尼斯 ·朗的 《权力论》 

中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丹 

尼斯·朗认为：研究权力的通常方式是枚举权力得以行 

使的基础或资源，⋯⋯控制这些资 源就可 以行使权 

力013](P148)而且提到：社会就是一个权力系统，包括宏 

观水 平 上 的主 要 机 构 以 及 维 观 水 平 上 的 人 际 关 

系。_3 J( 由此可见，乡村旅游中的各种利益群体，包 

括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和游客等因为拥有行使 

权力的资源，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为了获得各 自 

未来明显利益，达成了相互权力的联合，导致了资源 

的整合和利用，推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目前在我国， 

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 民和游客都逐渐认识到乡村 

旅游开发的重要意义。由于旅游资源的权力拥有者最 

初是属于当地居民 ，作为现代化过程 的弱势群体，他 

们只具有依附在自身生境中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比如乡村中的山、水、建筑物等等，没有政府所具有 

的话语权、政策制定权，也没有旅游企业所具有资金 、 

关系、人才、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社会资源。同时现代 

性本质上是一把 “双刃剑”，_4 在这把剑的作用下，政 

府希望通过发展旅游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政府 的 

财政收入提高政府的政治功绩 ；社会资金为了寻求新 

的投资领域，把 目光投向了旅游逐步兴起的乡村社区， 

企业公司开始承包经营。游 客在 乡村旅游的过程 中． 

渴望享受文化 ，回归自然；当地居 民也逐渐认识到世 

代传承下来的，具有悠久生命力的文化遗产是民族 自 

我的标识，是 自我价值的体现，是 民族生存和发展的 

推动力。于是政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游客等乡 

村旅游的利益群体为了获取明显利益 ，谋求合作，同 

时 “权力本质上还是具有沟通意味的”【5 脚)，所 以他 

们联合了各 自所具有的权力，将社会关系、政策、资 

金、管理经验、知识信息、人文风俗、自然风光等资 

源进行整合与利用 ，使之成为具有独特生命力的旅游 

资源，来逐步开发、发展、壮大。这样也就形成了共 

同发展的模式。综上所述 ，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政 

府、旅游企业、当地居民与游客这四个利益群体行使 

权力和获取利益可以用下图 1来表示 ： 

图 1 乡村旅游 开发 中各 利益群体 

行使权力和获取利益示意图 

随着权力合力的不断增加，乡村旅游的资源也得 

到进一步整合 和充分利用，推动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 

展。然而各利益群体的权力范围、所拥有的资源、获 

取的利益也逐步在变化，如当地居民在接待这些外来 

者的过程中，对本土资源的价值有了逐步的认识，并 

希望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政府面临着各种因旅游产 

生的社会问题。企业公司渴望把 自己投入的资本立刻 

化成巨额的利润 回收进 口袋。游客希望旅游成本最小 

化 ，而对旅游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因此在实际的乡 

村旅游的规划和开发中，各利益群体都俯视眈眈，希 

望自己分到的馅饼是最大的，这就导致政府、旅游企 

业 、当地居民、游客等各方利益群体产生冲突与矛盾， 

呈现出一种无序 的状态。如何通过权力的制衡来调适 

其中的矛盾，以及最终的权力归谁所有更有利于乡村 

旅游中可持续发展 ，则需要进～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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