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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资源与成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口颜 军 李荃辉 张亚峰[成都理工大学成都610059]

【摘要]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永恒主题和战略目标。近年来人们开始强调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处，加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成都作为蜀文化中心和四Jll

省会城市，历史文化沉淀厚重，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本文首先阐述了可持续发展和旅游可持续发展

的内涵，以及文化旅游的涵义及其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还结合成都文化旅游资源的特

点和优势，探讨如何实现成都文化旅游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有效结合，实现成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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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五千年的文化积累相融构成

了中国旅游资源的独特性。热爱自然，达到“天人合

一”的境界一直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长期以来，由

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旅游开发过于注重对自然资

源的利用和眼前的经济效益。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

或没有发掘或是低层次利用，甚至有的是被破坏利

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强调“旅游也是

一种文化现象”，强调要提高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

文化素质，以利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同步进行；

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一、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今后全球发展的永恒主题和

战略目标。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对诸多领域的发展都

有指导意义。近年来人们开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注重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旅游可持续发展宪章》指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

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与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

整体。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使

许多旅游地各具特色，旅游发展不能破坏这种关系。

过去人们对旅游的研究一直侧重于旅游业对国

民经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然而最近，尤其是20世

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强调“旅游也是一种文化现

象”，强调要提高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文化素质，强

调对于文化涵义的理解和文化旅游的开发，以利于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同步进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处，以利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可持续发展是指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

害后代人满足其旅游需求的发展，其实质就是要求旅

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其核

心是使旅游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

展，融为一体。很显然旅游可持续发展包含了旅游与

自然、文化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强调

较多的是自然生态的持续性，而对文化的持续性是否

该明确纳入生态旅游，以及如何实施，在理论上和实

践上都还很模糊。

(二)文化旅游的涵义

旅游是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

的新兴产业。人们从事旅游活动的目的是多种多样

的，或休闲度假，或游历观光，或发古思幽，或审美求

知，或探索人类文明的奥秘，或寻求人生的新鲜体验，

凡此种种，无不与文化相连。自然风光有文化，民风

民俗是文化，古史幽情深蕴文化特质，时代风采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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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人文精神。旅游的本质就是文化探寻、文化消费

和文化享受。现代社会，没有文化追求的旅游是不存

在的，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也是难以发展的。

文化旅游可定义为：通过旅游实现感知、了解、体

察人类文化具体内容之目的的行为过程。文化旅游

是相对于自然观光、度假疗养等而言的一种特殊旅游

类型。中国文化旅游可分为以下四个层面，即以文

物、史记、遗址、古建筑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层；以现

代文化、艺术、技术成果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层；以居民

日常生活习俗、节日庆典、祭祀、婚丧、体育活动和衣

着服饰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层；以人际交流为表象的

道德伦理文化层⋯。

(三)文化旅游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可以实现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在：1)增强旅游吸引

力，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旅游业，开展文化旅游

是相当重要的，它不仅可以增强景点吸引力，提高经

济效益，还可大力弘扬中国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同

时也可改变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化这

一状况。站在旅游经营者的角度而言，文化旅游是一

种产品设计的战略思路，只要旅游经营者在策划旅游

产品时考虑到为该产品增添文化色彩，例如，在设计

观光旅游产品时，注重对景点历史文化背景的解释。

“文化旅游”作为一种突出旅游吸引物——文化气息

的创意可以融入到各种形式的旅游产品中去，并且可

以增加旅游景点的内在魅力。2)节约成本，实现对有

限资源的无限开发。旅游资源主要为不可再生资源，

保护好完好的古迹、完美无损的自然环境，并充分挖

掘充满生机的传统文化，不对旅游资源进行任何的破

坏，能保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上世

纪80年代，成都市曾经在宽、窄巷子拆除了一批破旧

的建筑，然后在其原址上修建仿古建筑，但是这种制

造假古董的方式后来被证明是大大的失败。经过这

么多年摸索，后来得出的观点就是通过政府配置资

源，然后将这些资源整合，以提升周边土地资源的价

值，最终达到历史文化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采取

“只迁不拆，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即将居民迁出之

后，对原有建筑进行修缮，保护原汁原味古旧的特色，

在此基础上通过设置客栈等方式，开发其旅游功能。

目前宽、窄巷子的改造即将启动。开展文化旅游有利

于各地区人文旅游资源的保护，有利于各地文物古

迹、风景园林、民间技艺等的保护和发展。3)实现绿

色开发、绿色经营、绿色管理促进旅游发展的良性循

环。文化旅游的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之

上。它可以保证文化资源的持续利用，强调文化开发

与保护的同步，文化发展与研究的协调，同时也可以

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文化遗产，改善生态环境，保

持文化完整以满足经济社会和审美的要求。也有利

于保持旅游景点的“原滋原味”，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观赏杜甫草堂，游客不会对眼前这座“饱经沧桑，其貌

不扬”的庙宇大失所望，不会认为“一个破庙有什么好

看的”的想法。正是由于景点中所蕴涵的文化，它记

载着这位大诗人的许多往事。而这种对历史的回忆

就会使游人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也使旅游活动上

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因此，对游客来说具有更大的

魅力。

二、成都文化旅游资源的特点与优势

文化和旅游相融合，构成了成都旅游的一大形象

和特色，为成都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无限

生机与活力，把文化资源和旅游有机融合起来，依托

成都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充分发挥文化的旅

游功能，是不断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实现旅游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成都文化旅游资源具有以下特

点和优势：

(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成都是城市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有4500年以上

的历史。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兴建

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水早从人，不知饥馑”，

农业兴旺，手工业发达，天下谓之“天府之国”。特别

是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之后，成都成为西南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成都从未断过的文

化链，在历朝历代都闪烁出亮点。早在汉代成都就创

办有中国第一所官办学校——文翁石室，即现在的成

都石室中学。这里文人荟萃，汉有司马相如、杨雄和

才女卓文君，唐有女诗人薛涛，五代有绘画大师黄荃，

宋有史学家范祖禹，明有大学者杨慎。大诗人李白、

杜甫、陆游等曾寓居成都，古代文明为成都留下了丰

富的文化遗产和风景名胜。

(二)文化旅游资源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优势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城。成都的地下历史文化遗产和地面文物古迹

大多分布在城市西北面，即西至都江堰、杜鹃城遗址

及鱼凫城遗址，北至有大量文物出土的广汉三星堆及

最近发现的三道堰古城遗址。目前，成都正在整合现

有旅游资源，打造三国文化、道教文化、古蜀文化三大

历史文化“名片”，加之“地方特产”的川剧和正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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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都戏曲艺术表演中心，去年开始兴建的沙河工程

及府南河后期整治，又将为成都推出全国独具特色的

水上娱乐和沿河观光旅游带。成都及周边地区形成

了“三环旅游圈”，即以武侯祠、杜甫草堂、永陵、府南

河等28处人文名胜为主的城区旅游圈；以都江堰一

青城山、大邑西岭雪山等lO片风景名胜区为主的市

郊旅游圈；以“童话世界”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

“佛教圣地”峨眉山一乐山大佛、长江三峡、稻城香格

里拉为主的辐射旅游圈。“三环旅游圈”互为依托，成

都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一个休闲旅游的中心枢纽和中

转站。这对推动成都文化旅游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十

分有利的条件。

三、开发利用文化旅游资源，实现成都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有其丰富的内

涵和自身的发展规律。一个地方的旅游能够兴旺发

达，最终还要依靠旅游资源的内在品格。因为一个城

市的自然旅游资源是极其有限，并且是不可再生的。

成都要实现“旅游经济强市”的目标就必须更新观念，

树立文化旅游发展观，走文化旅游之路。大部分外国

人来中国旅游的兴趣大体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古

迹的占49％，体察民俗风情的占22％，观赏文艺美术

的占7％，品尝风味佳肴的占17．5％，其他占4．5％。

可见，吸引国际游客的主要不是游览或玩乐，而是中

国独特的文化魅力。从国内看，凡是旅游业发展好的

城市和地区都是因为文化的吸引力，如北京、西安、上

海、杭州、丽江等。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只有文化才会

是永久的，才会富有永远的魅力，永驻旅游者心田，只

有发展文化旅游，才能延长游客逗留时间，增加游客

消费，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效开发利用文化

旅游资源，实现成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

(一)结合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准确定位成都旅游

形象 一1

城市旅游形象是城市的名片，对认识城市起着导

向性甚至是标志性作用。准确的旅游形象定位有利

于游客的有效识别。我认为，从成都的资源尤其是文

化旅游的特点出发。成都旅游形象定位为“休闲之

都”比较恰当。

休闲其实就是一种很个性化的休息娱乐方式，曾

有专家下定义说：“休闲是指从外界环境的压力中解

脱出来，使个体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本能地感到有价

值的方式，去休息、消遣、培养与谋生无关的智能，自

发地参加社会活动和自由发挥创造力活动的总称。

其本质就是8小时以外的恢复身心、发展自我的活

动。”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使人放松的方式心】。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逐步认识到“生活”和“消费”

对经济发展同样重要，休闲的观念也日益加强，休闲

将成为一种生活的润滑剂，具有极大的牵引力。国内

著名的杂志《新周刊》曾把成都评为中国第四城，其中

一项重要的指标是成都人在现代文明下享受了令其

他城市的人们羡慕的悠闲。成都在秦汉之际便形成

了一种安于闲适享乐的生活方式，如《汉书》云：“巴蜀

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

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从古至今，成都平原

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源丰富、物产富饶，形成了蜀

人享受自然、享受人生的生活内容。成都的茶馆林

立，全城各种档次的茶馆共有四千多家。有地处老街

古巷青砖瓦屋的，有倚在河畔桥头百姓人家的，有藏

在林间空地树荫中的，有热闹的，有安静的。从一元

一碗的盖碗茶，到上百元一杯的精品茶。如成都的

“顺兴老茶馆”，人们在那里可以古巷探幽、古镇采风，

其茶馆更是文化品位十足。下午和晚上亭台楼阁里

身着古装的演员表演的川剧、说唱、古筝、杂技等民间

地方戏以及“变脸”、“吐火”、“滚灯”等绝技大受中外

游客欢迎。在这里真正尝到了四川文化，感受到了成

都迷人的魅力。边喝茶，边聊天，老朋友叙叙旧情，商

场伙伴谈谈生意，亲朋好友围在一起搓几圈麻将。成

都人的休闲生活丰富多彩，除了川茶外，还有川酒、川

菜、川戏、“两蜀”(蜀锦、蜀绣)、摆龙门阵、打麻将⋯⋯

五花八门，令人应接不暇。成都还有许多历史纪念

碑、寺庙、公园、购物中心、文艺演出中心以及咖啡屋、

酒吧、迪厅及各类卡拉OK歌城等众多富有现代气息

的休闲场所¨J。

(二)加强文化旅游的规划与研究，制定旅游业总

体规划

成都应把发展文化旅游纳入旅游规划，各部门应

积极配合，加强与文化部门的横向联系，开拓文化对

繁荣旅游事业的各种新途径。强化文化交流，尽可能

地向游客展示蜀文化的概貌和特征，丰富文化旅游的

内涵，传承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实现传承、保护、挖

掘、开发的有机统一；培育古蜀文化、川西民俗文化等

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体系，不断提高城市品位。文化旅

游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成都的府南河前

期综合整治工程中我们能体会其文化功能，从河堤的

栏杆到各个景区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充实了很多历

史文化的内容。府南河延线的8大景点中大多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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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成都市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保留了万福桥附和利用的关系，把资源开发与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实

近的一片原有民居以及水井坊片区，使她成为成都真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强化文化旅游资

正意义上的“母亲河”。这种突出文化资源的景点改源开发，突出景点文化，充分挖掘各景点的人文特点，

造不但增添了城市活力，同时也提升了城市品位。 提高景点的文化内涵，把有关各景点的历史典故、轶

(三)努力提高导游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 事、民间传说、诗词等搜集整理，让游客明白蕴藏在景

要发展文化旅游，开发者、经营者就必须具备相 观内的文化意蕴。要以市城区为重点，开发一批上规

应的中国传统文化、蜀文化的素养。从一定意义上模、高品位、独具特色的文化项目H1。

讲，旅游的组织者、旅游过程中的服务者实际上就是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它对旅游业

文化的传播者。文化旅游能否发展与深化，导游是关的发展也有其指导意义。如何充分利用成都旅游资

键。由于旅游吸引物的外部形态和内在意蕴是不一源的优势，使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有效结合，实现成

样的，只有旅游者在旅游过程当中是从深层次去观赏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更多人关注的问题。成

吸引物的内在美，领略它悠久的历史及灿烂的文化， 都旅游开发重点应落在“文化”二字上，即将成都的历

而不是简单地走马观花，游山玩水，仅仅惊叹于其外史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等与旅游相结

表的壮观，只有旅游者是以这种旅游方法去从事旅游合，使传统旅游升华到全方位高层次多效益的文化旅

活动的，我们才可以说旅游者在从事文化旅游活动。游上；加大已有人文历史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赋予

优秀的导游在文化旅游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原有景观以更深、更新的文化内涵；注重发掘自然景

因此，必须大力提高导游队伍的文化素养并增强其对观的文化价值，努力建设具有成都地方特色的文化旅

旅游文化的宣传意识和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力度。游网络，实现成都的旅游可持续发展。

在新线路推出之前还要对导游进行针对性培训。避

免出现导游“游而不导”的现象。 参考文献

(四)深入挖掘景点文化底蕴，努力提升文化品位

要树立成都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 [1]张河清．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解读

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并展示其文化底蕴。成⋯．求索，2005，(1)：94—96

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如都江堰一青城山、武 [2]张仲炎，唐林，杨红梅，范远泰·四川文化旅游发展现

候祠、杜甫草堂等，这都是成都旅游文化产业中得天状与，苎，究⋯·四_戏剧：2翌，(4)：竺一：5
独厚的资源。除了要保护好各地文化遗址和名胜景 ⋯[3]蔡岫·迎接休闲时代[N]·北京晚报，2001—11—26

点，加强巩固这一部分文化底蕴外，有必要作一些整
～[4]曹启富．成都市文化旅游综合开发研究[J]．社会学

合及提升，正确处理好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2005，(1)：187—189．

S吣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llltural Tra诎ng R船吣rce粕d Chengdu Trav曲g

YAN Jun u Quan—hui zHANG Ya—feng

(CheIl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 China)

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叩ment has become the subject aIId the stmte舀c ta玛et of the dobal deVelopment．In

recent years，people emphasizes that the human must be in accordaIlce with tIle nature a11d deVel叩the cllltural traVeling

resourc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ouris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hengdu is the cultural center of Sichuan pmVince，and

tlle cultural tmveling resources are rich．This article elabomtes the conno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Ild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mveling，as well aS出e cultural t豫veling implication and its positive mle to th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of traveling，analyzes tlIe characteristic aJld the superiority of Chengdu culture traVeling resources．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le way to uIlite the Chengdu culture tmveling resources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

tainable devel叩ment of chen扣u traveling．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叩ment； cultural t瑚【veling； Chengdu traV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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