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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湖湘文化地域 

特色的红色旅游发展战略探讨① 

刘辛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系, 湖南娄底417000) 

【摘 要】湖南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要使湖南省红色旅游成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同时成为全省旅游

业新的增长点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红色旅游必须和而不同地锲入湖湘文化, 实施“12345” 工程战略, 即建设1 

个龙头旅游区、面向2 大客源市场、突出3 大主题板块、发挥4 大旅游功能、打造5 条精品线路, 才能实现红色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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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红色旅

游, 主要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 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

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 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 。红色旅游是新时期加强爱国主义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一种创新性方式。 

湖南是红色旅游资源大省, 在全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我省红色旅游的意见》指出:全

省有各类革命纪念地 200 多个,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0 个, 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9 个。据湖南省旅游局组织的相关

专家统计、评价, 有一定等级的湖南红色旅游景点共有 140个, 其中五级资源单体 5 个、四级资源单体 20个、三级资源单体 39

个、二级资源 29 个、一级资源 47 个。《纲要》提出重点建设“十二个重点红色旅游区” 、“30 条旅游精品线路” 、“100

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 其中湖南就涉及 1个重点红色旅游区、4 条重要精品线路和占据 8 大经典景区。新时期如何深度开发

湖南红色旅游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提出了在以湖湘地域文化为特色营造湖南红色旅游品牌的同时, 实施

“12345” 发展战略, 即建设 1 个龙头旅游区, 面向 2 大客源市场, 构建 3 大主题板块, 发挥 4 大旅游功能, 打造 5 条精品

线路。 

一 以湖湘文化为特色营造湖南红色旅游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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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产品在国家政策扶持消退后, 最终要面向市场竞争, 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说, 第一个层次的竞争是价格竞争, 第

二个层次的竞争是质量竞争,而最高层的竞争则是文化竞争。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旅游是文化传播的新的有效载体。红色精神虽

产生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 但却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爱国、爱家、不畏强敌勇于拼搏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 并且深深地

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因此, 红色旅游只有和而不同地锲入地域文化, 才能有效地展现红色精神的传承性和地域文化的独特

性,才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历久弥新生命力。 

湖湘文化是在湖湘大地上形成的一种历史区域文化, 是这一区域人们的思想和言行所体现的相应的规范体系、价值观念和

政治意识。湖湘文化有着独特的人文魅力, 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四个方面:一是心忧天下的爱国传统；二是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三是吃苦耐劳勇承使命的献身精神；四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

的开放精神[ 1] 。湖湘文化浸润着湖湘人民的心理和性格, 是湖湘人民生活的写照,已深入湖湘人民骨髓, 融入湖湘的山水草木

中。湖湘文化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成长的沃土, 是其革命精神的载体。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身上体现了经世致用、

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 关注政治、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批判继承、兼收并蓄的创新精神, 卓厉敢死、勇承使命的献身精神, 这

些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精髓[ 2] 。因此, 湖南的红色旅游资源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作为物质形态的红色旅游吸引物, 只

有人为地赋予了具有相当意义的文化内涵, 才能长久地保存在旅游者的记忆中。由此可见, 湖南红色旅游只有和而不同地锲入

湖湘文化以打造红色旅游特色品牌, 其品牌的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集结起来才会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 才能

实现湖南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推动湖南经济快速发展, 也使湖湘文化得到永久传承和广泛传播。 

二 实施“12345”战略推动湖南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 

以湖湘文化地域特色打造红色旅游品牌, 推动红色旅游持续发展, 可以通过实施“12345”战略来实现, 即建设1个龙头旅

游区, 面向2 大客源市场, 构建3 大主题板块, 发挥4 大旅游功能, 打造5 条精品线路。 

(一)建设1个龙头旅游区 

湖南红色龙头旅游区为“领袖故里红三角旅游区” , 即毛泽东故里韶山—刘少奇故里宁乡花明楼—彭德怀故里湘潭乌石, 

红三角旅游区以韶山为核心。以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互惠共生为理想模式, 围绕“自然、怀旧、回归”主题来整合旅游资源和

优化旅游产品；以营造体验化的红色旅游历程为目标, 进行旅游服务设施和生态环境的共建；通过旅游服务的一体化、网络化、

无隙化, 构建无障碍旅游区；着力培育整体区域旅游形象与旅游品牌, 在实现各自差别优势的基础上, 通过合作性竞争形成完

整的区域旅游一体化的互惠共生产业链和产业体系[ 3] 。将其建成全国独一无二的极品红色旅游区, 将其塑造为湖南省红色旅游

的特色与优势品牌和全国著名品牌, 牢固确立其在湖南省和全国红色旅游发展中的龙头地位, 形成辐射面广的“红三角大旅游

圈”[ 4] , 进而不断增强竞争实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面向2 大客源市场 

市场需求是旅游地衰退与复苏的真正驱动力,湖南红色旅游要面向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2 大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的开发要突

出重点, 必须以国内市场为主, 以入境旅游市场为辅。 

红色旅游市场具有特殊性。其国内客源市场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特殊的思想和政治教育意义的集体学习考察, 其

对象主要为青少年学生；二是一些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中老年人, 他们对曾经经历过的时代和战斗过的地方充满了怀念与深

情。这两大群体因有着特殊的政治使命或红色情结, 对红色旅游充满了热情。因此, 红色旅游的目标市场是这两部分, 在国内

市场开发方面, 湖南红色旅游的产品开发主要根据这两大群体的需求设计。湖南省和毗邻省份有较强的区位优势是红色旅游客

源市场主体, 作为一级客源市场, 将经济发达的省市作为二级客源市场, 如广东、上海、浙江等, 这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居

民出游率高, 消费能力强, 市场潜力大, 是重点培育的对象, 就目前而言, 其它省市更多是作为机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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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入境旅游市场而言, 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从来就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血脉相连, 人们熟悉的中国现代史中“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一句话就诠释了这样一种意义。海外就有许多人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发展的, 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革命是如何与世界性伟人毛泽东以及以湖南籍为主体的开国元勋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 对这些问题的

探寻对于境外旅游者有着持久的吸引力。正如美国一家权威杂志所说, 在上世纪最具影响的100 个人物中, 中国毛泽东的影响

力超过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对国外游客而言, 红色旅游的根在湖南, 很多外国人认为只有到过湖南,才能真正地说自己了解中

国革命。他们对中国革命领袖的崇拜, 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好奇使湖南蕴含入境红色旅游的巨大潜力。至于港、澳、台及海外华

人华侨, 他们与大陆有着血肉相连的历史, 同祖同根,自不必说是湖南入境红色旅游潜在的主体客源。 

(三)突出3 大主题板块 

整合优势资源, 凝练特色, 重点突出“伟人将帅故里、工农革命热土、红军光辉历史”三大红色旅游主题[ 4] 。“伟人将帅

故里” 红色旅游主题重点以长沙、湘潭等地红色资源为主体。这里有湘潭的韶山景区(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滴水洞、毛泽东

纪念园、毛泽东诗词碑林)、彭德怀故居和纪念馆、黄公略故居、陈赓故居、谭政故居等；长沙的刘少奇故居和纪念馆、胡耀邦

故居、杨开慧故居和纪念馆、李富春故居、许光达故居、萧劲光故居、何叔衡故居、王震故居、徐特立故居、谢觉哉故居等。 

“工农革命热土”红色旅游主题重点以长沙岳麓山、浏阳、岳阳平江、郴州、株洲的茶陵和炎陵等地红色资源为主体。这

里有岳麓山(橘子洲头、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旧址)；浏阳市文家市秋收起义会师旧址；平江的平江起义旧址、新四军平江通

讯处旧址、湘鄂赣革命纪念馆、平江烈士陵园、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等；郴州宜章的湘南暴动指挥部旧址、郴州桂东

县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旧址和桂东革命活动纪念馆；株洲茶陵的茶陵苏维埃工农兵政府旧址、茶陵烈士陵园、中共

茶陵县委旧址、泉书院、炎陵湘山公园、十都万寿宫、叶家祠等。 

“红军光辉历史” 红色旅游主题重点以株洲、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等地红色资源为主体。这里有株洲的红军标语博

物馆、红军村、红军标语墙、左权将军纪念园等；湘西自治州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址及纪念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旧址、

红二、六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旧址、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边省委旧址、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纪念馆)；张家界的贺龙故居和纪念馆、红二方面军团长征出发地旧址、红二方面军纪念碑；怀化的通道会议纪念地(恭城书院)、

红二、六军团司令部芷江旧址等。 

(四)发挥4 大功能 

红色旅游具有政治教育功能、经济发展功能、文化传播功能、生态保护功能。 

首先, 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红色旅游是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 是

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特殊课堂和鲜活教材, 是新时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独特而有效的载体。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思

想政治教育功能, 使湖南红色旅游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和品德教育的重要课堂。 

其次, 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经济发展功能。红色旅游与其他专项旅游一样, 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经济发展具有乘

数效应, 可以成为红色景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完全可以在实现革命圣地的政治品牌的同时实现区域发展的经济品牌。 

第三, 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文化传播功能。红色旅游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 富含独特精神价值。发展红色旅游、彰显红色

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 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发挥巨大作用。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文化传播功能, 使湖南红色旅游成为传

承湖湘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优秀主流文化的重要阵地。 

第四, 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生态保护功能。红色景区的生态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红色旅游的生态保护功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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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上述三大功能实现的基础, 良好的生态能使红色与绿色(生态旅游)相映,凸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良好的生态能最大

限度地把红色精神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 原生性的再现革命年代, 延长红色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维持历史原貌, 减少对生态

的人为改变, 使红色景区呈现原生态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使游客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震撼, 发挥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

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生态保护功能, 使湖南成为全国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示范基地。 

(五)打造5 条精品线路 

在《湖南省“十一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 有 8 条旅游精品线路构筑湖南旅游的大动脉。它们是长沙—常德(桃花源)—

张家界—湘西(猛洞河)的山水风光旅游线；长沙—岳阳的湘楚文化旅游线；长沙—韶山—宁乡(花明楼)的名人故里旅游线；长

沙—南岳—郴州的宗教文化旅游线；长沙(张家界)—湘西(凤凰、德夯)—怀化(侗寨)的民族风情旅游线；长沙—娄底—邵阳( 山、

南山)的地质奇观旅游线；长沙—株洲(炎帝陵)—南岳—永州(舜帝陵)的寻根祭祖旅游线；长沙—益阳(桃江)—常德(夹山、城

头山和壶瓶山)的田园风光旅游线。在上述 8 条旅游精品线路构筑的旅游大动脉框架下, 在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时, 遵循旅游

线路开发的基本原则, 结合湖南实际和红色旅游的特点, 重点考虑如下因素:客源市场状况, 中心城市的依托, 重点红色旅游

景区(点)的连接, 与上述 8 条旅游大动脉的交替互补等, 重点打造 5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 使其成为产品项目成熟、红

色旅游与其它旅游项目密切结合的市场热线。 

其一, 长沙—湘潭—娄底—邵阳, 此线路主要红色旅游景点有:岳麓山景区(橘子洲头、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旧址)、刘少

奇故居和纪念馆、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彭德怀故居和纪念馆、蔡和森纪念馆、中华女杰之乡、红六军团司令部旧址、武冈红

军桥(古城墙)、南山老山界(高山红哨)。该线路可与8 条大动脉中的“名人故里旅游线”有机结合, 与“地质奇观旅游线”互

为补充吸引旅游者。 

其二, 长沙(浏阳、长沙县)—株洲—郴州, 此线路主要红色旅游景点有:胡耀邦故居、王震故居、徐特立故居、文家市秋收

起义朱毛会师旧址、醴陵红色旅游系列景点(左权将军纪念园、李立三故居)、谭震林纪念园、茶陵苏维埃工农兵政府旧址、泉

书院(工农兵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红军村标语墙、炎陵湘山公园、十都万寿宫(朱毛第一次会面旧址)、水口革

命纪念地、叶家祠(连队建党旧址)、《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旧址。该线路可与8 条大动脉中的“寻根祭祖旅游线”有机

结合互为补充吸引旅游者, 可与江西西部的井冈山、永新、遂川等红色旅游景区开展区域协作达到资源共享、产品互补、客源

互送, 实现红色旅游发展的互利双赢。 

其三, 长沙—衡阳—永州—郴州主要红色旅游景点有:岳麓山、毛泽建烈士陵园、罗荣桓故居、夏明翰烈士故居、岳北农民

运动协会旧址、陶铸故居、李达故居、湘南暴动指挥部旧址、黄克诚故居。该线路可与“宗教文化旅游线”有机结合, 互为补

充吸引旅游者。 

其四, 长沙—岳阳—常德主要红色旅游景点有:岳麓山景区(橘子洲头、清水塘、湖南第一师范旧址)、任弼时故居和纪念馆、

杨开慧故居和纪念馆、平江红色旅游系列景区(平江起义旧址、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旧址、湘鄂赣革命纪念馆、平江烈士陵园、湘

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驻地旧址)、林伯渠故居、丁玲故居[ 4] 。该线路可与8 条大动脉中的“湘楚文化旅游线”有机结合, 互为补

充宵引旅游者。 

其五, 张家界—吉首—怀化主要红色旅游景点有:贺龙故居和纪念馆、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刘家坪、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

址和纪念馆、粟裕故居及纪念馆、红二、六军团司令部芷江旧址、滕代远故居及纪念馆、向警予故居、通道会议纪念地恭城书

院、湘西剿匪胜利公园等与8 条大动脉中的“民族风情旅游线”有机结合, 互为补充吸引旅游者, 可与贵州东部红色旅游景区

开展区域协作达到资源共享、产品互补、客源互送, 实现红色旅游发展的互利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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