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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介于旅游发展战略和旅游开发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旅游理念，

在风景秀丽、民族传统保护良好的民族自然村寨开展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一种开发民族旅游

业的旅游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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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年来，发展民族文化对贵州省旅游业发展的制约  

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独有的民族文化是发展贵州省旅游业的基础。现代都市人对贵州省的民

族文化以及少数民族人们另类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商业价值，是贵州省区域

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就使得旅游地区有意识地挖掘和开发旅游相关的文化性资源。

刻意追求满足游客们的需求而使得本民族文化商品化发展，必然会加快当地社会文化向浅表性

变迁，与此同时，大量的外来文化对原生文化系统的扰动，导致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趋同。

在系统内部刻意地迎合与系统外部文化的冲击双重作用下，传统文化会不断萎缩、失真；传承

会中断；最终将丧失。期间可能会使旅游地社会文化出现不协调发展，导致人们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的改变，扰乱社会稳定，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旅游业的发展，需要通过相

应机构对其做出调整。地方民族特色的消失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一

是旅游资源质量的下降降低了其吸引力，并丧失应有客源市场。二是渐渐失去原生态民族文化

旅游资源，也就渐渐地失去民族文化竞争力优势，由旅游业带动的地区经济发展也就受到了严

重的冲击。旅游业的发展，虽然可以改善旅游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使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

的某些方面得到了复兴与加强，也能增强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但不能忽视因为旅游业的发

展，其他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一方面旅游开发中各种外来旅游产品为迎合旅游

者心理，使民族文化趋向商品化和低俗化，这类旅游产品不仅易被复制、降低其吸引力，过分

注重文化的迎合性和表演性，还会造成对文化深层次内涵的忽视和丢失。很多古迹遗址的重修

重建不仅没有恢复原貌，更没有体现原本文化的内涵，如果任由这种伪文化形态的产品充斥市

场，不仅会降低民族文化固有的价值，对旅游业的发展也会造成负面影响。这是现代社会强势

文化的经营理念在少数民族心态中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旅游地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变

迁。旅游使文化出现近距离比较。民族文化作为较弱势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羡慕和盲从会导致

旅游地居民行为式从模仿到追求，对本民族文化传统从怀疑，轻视到放弃。旅游地原有的社会

文化传承机制出现裂痕，特别是从旅游发展中获得利益的人群对强势文化的趋同心理，引导了

从言谈举止、衣着服饰到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精神风貌等一系列转变。当前，贵州少数民族

旅游区这类现象已越来越明显。当我们在探究贵州省的人文生态旅游发展时，不得不将保护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放在第一个位置。  

 

 



二、贵州省生态旅游发展中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思考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首先会对少数民族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产生影响，使之产生更新和变更，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旅游业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促进，与地方特色及民族文化的消失伴随出现，进而制约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发展旅游业是贵

州区域摆脱贫困的最佳出路，但是外来文化不加限制地导入，事实上剥夺了少数民族文化自由

选择的权利，也使得旅游业难以持续发展。从贵州区域的社会性质和旅游产业特征出发：一是

要尊重少数民族对文化的判断和对文化自由选择的权利；二是将自然环境保护观念应用于社会

人文环境中，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同发展；三是转变旅游开发意识，即贵州区域无须

用现有景区开发标准进行资源开发。四是转换经营理念，不再为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被外来文

化所侵蚀，将自己民族文化商品化，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保护贵州民族文化的传承，建立贵

州人文生态旅游区。人文生态旅游首先在于要有真实性，要让游客感受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

。这种旅游项目必须特别重视保持其真实性，在一切细节上都要力求突出本民族的特点，力戒

矫揉造作。民俗不能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被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

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会威胁着民俗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变成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对

于旅游地文化尤其民俗文化来说，易遭到异地文化的冲击和同化，导致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被削

弱。从现在各地举办民俗节庆活动的实践看，要成功举办一次民俗节庆活动，首先是要保持和

弘扬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不宜人为地加以现代化或随意进行附加，把一个很有特色的民俗活动

，搞成一个农民歌舞调演、农贸集市。对旅游地要相对封闭措施、坚持民俗旅游民众办，这是

一种抑制同化的有效方法。这样保持以地方习俗为主要旅游对象、当地群众参加经营的相对封

闭性，既能防止民俗文化被同化，体现民俗旅游真正的民族味、朴实感、亲切感，又能造成文

化、经济以及社会诸方面的相对神秘性，来刺激区域旅游动机的产生，带来更多的客源；其次

，旅游资源的开发，关键在于要提高游客参与和体验性，人文活动类旅游资可以通过实物展示

，但更重要的是依托一定的文化活动过程，向游客展示生动、独特、新奇、神秘、有趣的文化

内涵。增强旅游的观赏性、趣味性和刺激性，提高游客的参与性，主动性，变静态旅游为动态

旅游，能够使游客充分感受丰富又深厚的文化内涵，由此提高旅游产品的附加值，不断壮大产

业规模。作为人文活动类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节庆活动，对游客往往具有极大的吸

引力。每个民族在举办节庆期间，都要举行一些民俗活动，如歌舞表演，祈福迎祥等。这些别

开生面的活动会给旅游者带来无穷乐趣，并且由于旅游者参与活动，与当地人沟通交流，延长

了参观停留的时间，感受了异族风情。  

 

三、结语  

贵州是旅游大省，人文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大力发展以民族文化和社会风情为主的少数民

族风情游吸引力极强，因为此种旅游对游客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宝贵的旅游资源为旅游者深层

次触摸提供了条件，贵州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都已形成有各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色和

社会风俗习惯，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这些都可以促进贵州的旅游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发挥

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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