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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在民族文化旅游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也存在

着不少的问题，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开发培育的不充分严重制约了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产

业的规模和发展。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应包括三个层面，即全面展示型市场——民

族风情园、特色化市场——民族节庆旅游市场和个性化体验型旅游市场——民族村寨

旅游市场。要搞好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就必须把这三个层次的市场开发和培育起来，

使他们共为一体，实现点线面的互动，只有这样，贵州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步伐

才能迈得更快，产业化的成效才能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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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境内现有少数民族 49 个，其中世居民族有苗、侗、水、布依、

仡佬、彝等 17 个。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为贵州发展民族文化旅游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这些年来，贵州在民族文化旅游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

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开发培育的不充分严重制约了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

的规模和发展。鉴于此，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开发与培育已经成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发

展的重中之重。笔者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发现，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应分为三个不同层

面，要搞好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就必须把这三个层次的市场开发和培育起来，使他们共为一体

，实现点线面的互动，只有这样，贵州的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化的步伐才能迈得更快，产业化的

成效才能更加显著。 

 

一、民族文化旅游市场概说 

众所周知，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成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

，主要指民族文化中物质创造的部分，如工具和饮食、服饰、建筑等，处于民族文化的表层；

行为文化则是一个民族共有的习惯性偏好、行为，包括一个民族遵循的风俗、制度等，处在民

族文化的中间层；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文化心理、科学哲学思想、价值观

念、伦理道德规范、审美情趣、文化财富与传统、文字、典籍、宗教信仰等，是民族文化的深

层结构。 

民族文化旅游是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特征，包括民族性特征，域

性特征，复合性特征及群体性特征等。 

首先是它的民族性特征。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

缺少了民族文化的元素和特质，民族文化旅游就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没有任何的生机与活



力。因此我们必须注重民族文化旅游中民族元素和特质的展示和注入。 

其次，民族文化旅游有着明显的域性特征。 

由于民族分布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以此地域作为根源和依

托的，这是各个民族文化有着差异性的根源。正是由于这一特性的存在，因此民族文化有着十

分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而具有鲜明地域性特征的民族文化旅游也正是在这基础之上产生的。 

第三，民族文化旅游的复合性特征。民族文化旅游包容性十分广泛，不但包括民族建筑、

民族服饰、民族饮食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还包括民族宗教、民族艺术、民族技能、民族传说

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它们是民族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 

第四，民族文化旅游有着鲜明的群体性特征。这里所说的群体性特征，主要是指“民族文

化旅游是旅游者、接待地民族的人们共同参与的一项文化活动，有明显的群体性。” 

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开发有三种方式，分别是：直接利用型、整合提升型、复原历史型开

发模式。基于贵州民族众多、民族风情浓郁、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特点，我们可以单独或综合

采用以上三种开发模式，打造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立体市场，从而让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更

上档次、上规模，能产生更大的产业效能。 

 

二、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构成 

（一）贵州民族文化集中展示型市场——贵州民族风情园区的建设 

众所周知，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仅世居少数民族就有 17 种之多。这些少数

民族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化旅游市场难能可贵的资源。但由于贵州始终没有全面

意义上的民族文化展示区，致使一些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得不到展示的机会。在旅游业迅速发

展的今天，全面展示性的民族文化旅游市场有了可以实现的基础和必要。可以说，贵州民族风

情园区的建设必将对贵州的民族文化旅游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它不仅会更大限度地促进民

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也能利用自身这个平台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民族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民族文化研究者和民族文化工作

者的共同努力下，贵州民族文化逐步走出贵州，为国人所认识。特别是《多彩贵州风》在全国

的巡演成功以及侗族大歌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奖，以及民族饮食文化在不少地方的生根落地，更

让不少人开始重新认识贵州，并对贵州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各地州市少数民族节庆旅

游活动的开展，也为贵州旅游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尽管贵州有着如此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但却没有一个完整的、

全面的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开发系统，目前的开发仍处于地方性的项目多，全省性的、整体性的

市场开发略显凌乱，没有完整布局的情况。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在省城建立一个涵盖贵州各

主要少数民族文化因素的旅游文化平台势在必行，这个平台的建立，不但有助于向全国乃至全

世界全面地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也有助于贵州各民族地区与全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和交流，民族



文化旅游产业因此可以得到发展和扩大的空间，真正成为民族文化产业化生力军的一员。 

贵州民族风情园由于肩负着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全面展示贵州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这一重

要使命，因此它的场馆建设不可能是简单的、完全的对各个少数民族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

神文化的照搬照套，而是需要在全面梳理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渊源的基础上，采用求真求精的

方法，利用有限的场地把它们充分展示出来，这样我们在进行场馆的设计时，必然是对原有民

族文化进行整合提升，充分考虑到各民族文化的优势所在和特色之处，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数

字化技术对民族文化的精华进行合理展示，让旅游者能够在有限的场所和有限的时间内对贵州

民族文化有全面的较为深入了解，激发他们对贵州民族文化的探究兴趣和热情。 

作为民族文化展示平台和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贵州民族风情园的开发和建设必然要涉及

以下几个方面：场馆的用地、场馆的建筑风格、场馆的分布格局、民族渊源以及民族文化在场

馆中的实际体现等。以下分述之。 

首先是场馆用地。鉴于贵州民族风情园的双重市场功能，场馆的定位选择应该具备以下几

点：一是建筑场地面积不宜过小，必须具有交通上的便利.为了更好展示民族文化，应尽量选

择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最好能依山傍水，这样的地方较为接近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域，可以为

民族物质文化的展示提供便利条件。根据这几个条件，场馆的首选地应当是在贵阳附近的旅游

带上，这样能更好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和各种会议及展览的参与者的目光。 

其次是场馆的建筑风格。贵州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生存环境各不

相同，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是场馆作为一个统一的建筑体又必须遵循

一定的建筑风格，不可能将各个民族的建筑风格都罗列其中，这就要求场馆的建设者充分了解

各民族建筑风格后，结合场馆的性质，选择一到两种建筑风格为主，在细节上巧妙融合各民族

的建筑特点来建设好场馆，让场馆既有其独特的建筑个性，又能更好展示民族建筑的特征及风

格。 

第三是场馆内部的分布。场馆承载着展示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重任，需要为以下的展示内容

提供场地，如：民族的形成及发展历史，民族物质文化的遗存物品的展示，民族的生活、居住

环境及代表性建筑特色的展示，民族工艺品的生产和制作，行为文化（包括民族音乐、舞蹈、

信仰、习俗等）的展示等等。因此，场馆应该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民族文化陈列室，它的

主要作用是勾勒民族的形成历史轨迹，保存遗留下来的各时期有代表性的民族物质文化产品，

包括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这应该包括实物、图片陈列以及一些用数字化手段制作而成的展示

民族历史文化、精神文化、建筑文化的作品；民族工艺廊；民族歌舞演艺场地；民族饮食一条

街等。 

民族文化陈列室的展品应包括以下几种：历史遗存，这一部分主要应为各个民族社会经济

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和生活器物，他们是民族发展历程的见证，能更好、更直观地

展现民族发展史，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及一些重要器物的复制品均可列入此类； 

民族风土人情及风物介绍，展示形式可以是图片、多媒体数字材料（触摸屏）、利用多媒

体技术制作而成的民族形成及发展历史纪录片及根据民族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的、能帮助人们更

好认识该民族发展历史的三 D 故事片。在这一点上，成都市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做得比较好的

，值得我们借鉴； 



民居建设及生活场景展示，这一部分可以采用图片、多媒体材料及建筑模型来集中体现，

特别是像苗族吊脚楼和侗族的鼓楼及风雨桥这样的特色建筑，更应该有可供游客观赏的实物模

型，以此达到给游客提供一个视觉冲击力较强的直观感受的目的。 

民族工艺廊应集中展示各少数民族的工艺产品，如蜡染、扎染的服饰及生活用品，苗族的

刺绣品、芦笙、银饰品，傩戏地戏面具等，它们不仅是展品，更可以提练成为旅游纪念品，经

由旅游者的购买和赠送，给更多的人带去贵州民族文化的气息。诚然作为旅游纪念品的这些民

族工艺品不仅要保持原有的民族特色，还必须具有实用性，造型和工艺上也需更注重它们的欣

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民族歌舞演艺厅是展现贵州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场所，通过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的表演，给

游客传递更为直观、更具感染力的民族文化信息。它的展演应该包括两个主要部分：一是经过

提炼升华的如《多彩贵州风》之类的文艺作品的演出，这主要由演艺公司具体负责策划和运作

，作品应既包含浓烈的民族文化色彩又具有较为丰富的时代气息，植根于民间文艺，又能摒除

其中的一些不良因素，服饰鲜艳明丽，具有观赏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二是原汁原味的民族民

间音乐舞蹈的巡演，这一部分的表演形式和节目内容更强调的是它的原生态特性，如传统的侗

族大歌、布依族的八音坐唱、苗族芦笙舞、板凳舞、反排木鼓舞等等。它们既能真实再现民族

文化的原汁原味，又能为二三级市场吸引顾客。 

民族饮食一条街主要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饮食文化的推广场所。贵州的少数民族饮食文

化有着鲜明特色和别具一格的形式，极易成为旅游者尝试和接纳的对象。苗族的酸汤鱼、腌胙

肉、侗族的洗澡肉、彝族的坨坨肉、布依族的腌骨头、侗族的腌鱼等等都是美味佳肴。 

除此而外，侗族苗族的打油茶也别具风味，不仅是日用饮料，更是待客佳品。糯米饭是贵

州少数民族最为喜爱的食品之一，目前也是贵州地区的主要食品之一，另外，彝族地区的威宁

荞酥也深受省内外游客的欢迎。贵州少数民族十分擅长酿酒工艺，善于利用各种粮食制成酒类

。与此相适应，各族的酒文化也各有千秋，如苗族、侗族的拦门酒，土家族、苗族、彝族的匝

酒等，都极具特色。此外，各族根据当地特产炮制的风味酒和保健酒也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刺梨酒、黑糯米酒、天麻酒、杜仲酒等已开始享誉省内外。有着如此丰厚的市场基础，我们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民族饮食一条街在贵州民族风情园足以独当一面，承担起传播贵州少数民族

饮食文化的重任。 

（二）特色化的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民族节庆旅游市场 

特色化的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主要是指民族地区的政府依托原有的民族节日，在民族地

区开展的各种民族节庆旅游活动。它们是各个少数民族展示自己文化精髓、对外宣传本地区优

势资源、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重要场地。 

贵州少数民族节日可谓丰富多彩，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富特色，据统计，贵州各少数民族共

有节日 1000 余个，其中布依族的“三月三”、“六月六”、“查白歌”节；苗族的“芦笙会

”、“四月八”、“采花坡”、“姐妹饭节”、“独木龙舟节”；彝族的“火把节”；水族的

“端节”；瑶族的“达努节”等极富盛名。民族节日内涵丰富，形式多变，是极好的民族文化

旅游资源。近些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和旅游部门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

的民族节庆旅游活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应该说，在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



上，特色化的节庆旅游市场开发相对来说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有着扩大和提升的

空间。 

民族节庆旅游活动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每一个民族的节庆旅游活动都与特定的民族和特定

的地方有着紧密的联系，如苗族的芦笙节主要是在凯里、黄平等地举行，而“姊妹节”则主要

是在台江，活动举办地基本上都是该民族聚居之地。我们认为，在开发民族节庆旅游市场时，

节庆活动应当与自然风光旅游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让旅游者体味到丰富多彩的民族节庆

文化，还能够让旅游者充分领略该地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两者的完美结合，能够达到旅游者

和旅游产业双赢的局面；而如果只注重了一方面，则会造成旅游资源的白白浪费，导致旅游者

的旅游体验受到局限，也影响了后续旅游者参与民族节庆文化旅游活动的热情。 

基于以上原则，笔者以为今后在开拓民族节庆文化旅游市场时，应尽量选择自然风光优美

、旅游设施和旅游开发较为完善的民族聚居地。如黔东南是苗侗等族聚居地，民族风情浓郁，

自然风光优美，旅游设施和旅游市场开发较为完备，“芦笙节”、“斗牛节”主要场地集中在

凯里、黄平等地，这两地不仅是苗族聚居地，而且附近还有以自然景观优美著称的湃阳河、飞

云大峡谷、青龙洞景区等，旅游者在参加节庆活动时，可同时观赏和游览这些自然风光；台江

“姊妹节”的成功举办也得益于两者的自然结合。黎平、榕江、从江是苗、侗族聚居地，既有

苗家特有的吊脚楼，侗族独特的风雨桥、鼓楼等民族风情浓郁的建筑，也有雷公山、都柳江等

秀美的自然景色，更有苗族飞歌、侗族大歌、侗族琵琶歌等丰富的原生态民间音乐，在这里举

办贵州民歌节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居住在贵州西部威宁、赫章、纳雍、织金、毕节、大方、黔西等地的彝族，也是贵州主要

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与其他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无论是起居饮食还是服饰都有着本民族的

特色，而彝族的火把节等更是蜚声国内外。这一地区的自然景观也可谓别具一格，草海位于威

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境内。草海素有“高原明珠”之称，是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与青海

湖、滇池齐名，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黑颈鹤栖息过冬的好地方。织金洞位于织金县城东北

23 公里处，有迎宾厅、万寿宫等十个景点、四十多种岩溶形态，有“岩溶博物馆”之称。居

于这一地域优势，我们在策划彝族“火把节”庆祝活动时，就应该在兼顾民族风情风俗的同时

充分考虑自然景观对旅游者的吸引力，让游客既能充分领略彝族“火把节”魅力，又能欣赏大

自然的美景。 

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的“查白歌节”是贵州黔西南的

布依族传统节日，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布依族群众都会在顶效的查白村举行“查白歌节

”，兴义及附近县的布依族民众乃至云南、广西边界的各族歌手都会来到这里庆祝节日。“查

白歌节”是布依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特色的展示空间，对于传承布依族优秀文化有着积极意义

。在黔西南这一地区，也有极为丰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迹，如兴义的马岭河峡谷、万峰

林景区、猫猫洞古文化遗址，安龙招提的荷花，贞丰的双乳峰等，在举办“查白歌节”时，这

些都是可以巧妙融合进来的因素。在民族节庆文化旅游市场开放这一点上，充分而巧妙地融入

地域特色应该是我们需要做好的重要方面。 

（三）个性化、体验式的民族文化旅游市场——民族村寨旅游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进一步提升，人们的旅游需求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满足于浮光

掠影似的对旅游地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情的了解，进而产生了对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民风民情



和传统文化深入了解的需求。这一需求的产生，为我们进一步展示某一个具体民族原汁原味的

生活方式、居住环境及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提供了颇具开发潜力的市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个性

化、体验式的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一民族村寨旅游市场。 

民族村寨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其民族文化的特色性更加浓厚，在生存环境、建筑风格、

民间风俗乃至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其独特性，更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居住范围较广，即使是同一

个民族，也因其居住地的不同，而有着不完全相同的风俗习惯，这些是我们开发民族村寨旅游

的良好基础。 

我们所说的民族村寨旅游的个性化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旅游地的个性化，这是指每

一个民族村寨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村寨的地域环境、民族风情等；二是指作为个体的旅游者在进

行民族村寨旅游时可以获得不同于他者的旅游体验，并从而得到自身对该民族文化传统认识的

一种提升。；如果说一、二级市场注重的是对某个民族总体风情的展示，那么三级市场更注重

的是对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个性化生存方式和一些与本民族其他地区不同的民族风情的展示。 

在民族村寨旅游这一层面的市场上，贵州省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如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朗德上寨、从江岜莎苗寨、贵定音寨布依族村、黎平

肇兴侗寨等，都已开始经营旅游业，并取得了较好成效。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民族村

寨旅游市场的开发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些村寨基本上都是位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内，交通较为

方便，此其一；这些村寨大多位于黔东南地区，以苗、侗、布依村寨居多，此其二。从这两点

我们看出，民族村寨旅游市场的开发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较为严重的依赖，经济发达的地

方，民族村寨旅游业相对发展得较好，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尽管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但由于交通不够便捷、资金相对贫困而难于建设完善的民族村寨旅游市场，这对贵州省丰富的

民族文化资源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浪费。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市场时，应当在政

策和资金上适当向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应该首先将那些民族风情浓郁、民族特色突出的

村寨开发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一是要注意民族族别的平衡性，二是要注意地区的平衡性，努

力做到不偏颇，率先培育一批具有典型性的民族村寨旅游市场，从而激活全面性的民族村寨旅

游业蓬勃发展。 

 

三、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开发现状及前景 

尽管贵州的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但依然存在开发不够全面、市场

拓展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从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现状作一分析，期望能对贵州

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开发与培育这一项重要工作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展示性市场这一块。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贵州的这一重要特色在目前

的民族文化旅游市场上并未完全展示出来，以至于外来的旅游者对贵州民族文化的认识仅限于

少数几个已经开发的民族，甚至以偏概全，认定贵州只有这样几个民族。对于这种现象，我们

可以毫不隐晦地说：这是贵州民族文化对外宣传不够所导致的，要解决这一现象，不能只采取

单调的报纸＋网站这一模式，更需要一种丰富多彩、灵活多变的展示场所和展示方法，而贵州

民族风情园正好能承担这一功能。 



作为贵州民族文化综合展示市场的民族风情园的建设，现阶段提上议事日程现在看来已经

非常必要，一是因为现在的旅游业发展需要这一市场，二是贵州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对外宣传

贵州丰富多彩的各少数民族文化，三是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和旅游业的深度发展为这一平台的

建设提供了必须的文化资源和市场基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能够为这一市场的建设提供经济基

础。应该说现在建立这——平台是适宜的。 

目前，在省会贵阳，民族文化展览有所开展，但并未穷尽贵州所有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

，就是对贵州世居的 17 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展示也极其有限；很多有着浓郁民族风情的商铺和

餐馆已经在贵阳站稳了脚跟，但是他们大多是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几乎没什么联系。贵州民族

风情园的建设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统筹好展示民族文化和对外开放的关系，把零星的具有民族

风情这一特质的展馆、商业店铺、餐饮业有效合理的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对省内

外乃至国内外旅游者都极具吸引力的旅游场所，达到对外宣传贵州民族文化和取得较好社会经

济效益双赢的目的。 

其次，是特色化的民族节庆旅游市场的开发。如前所述，贵州各少数民族都有着自身颇具

特色的节日，现今的开发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开发不充分不全面的现状。 

苗族众多的黔东南地区节庆旅游市场开发相对成熟和较有规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

较大影响，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达到了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双重目的。而

一些人数较少的民族，其节日文化内涵不可谓不丰富，但却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较为迟缓而得

不到展示的平台和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贵州旅游文化节庆活动的开展状况，目前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运作体制落后，通常是政

府倡导、企业资助、民众被动参与；经济效益不甚理想；旅游商品创新落后，地方特色、民族

特色不突出；组织管理水平低；缺乏文化内涵支持；旅游文化活动缺乏整体的组织规划、缺乏

资源的整合，难以产生旅游文化活动的轰动效应。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应当确立民族节庆旅游市场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避免过去那种

“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现象，让民族节庆旅游真正成为主角，让民族文化能够通过这一平

台得到更好更充分的展示和宣传；应当以市场为主导来筹划民族节庆旅游活动，鼓励企业资助

谋划这一市场的开发和建设，各政府部门积极配合参与，并为企业解决开发和建设中的难题出

谋划策；深度发掘民族节庆活动的文化内涵，让民族文化渗透到节庆活动的每一项内容中去，

通过节庆形式、民族风情展示和旅游纪念品，把民族文化信息传递给消费者；民族节庆活动应

形成较为固定的市场，有相对固定的形式，有相对固定的内容。举办地点则可以考虑有所改变

，这样才能更好地吸引旅游者的参与。 

第三，是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现状，即经济发

达地区民族村寨旅游市场开发较好，苗、侗、布依等族的村寨旅游开发也较好，而一些经济欠

发达的民族地区村寨旅游开发则相对落后，一些数量较少的民族，其村寨旅游开发甚至还未提

上议事日程。 

针对这种现象，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研究者和旅游市场开发创意者

的聪明才智，全面统筹和协调民族村寨旅游市场的开发，尽可能在每一个民族聚居的地区扶持

一到两个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在扶贫工作中应当把这项工作也尽可能包含进去；全盘考虑民



族村寨旅游规划，将现有资源完全充分地开发和利用起来，在这个开发过程中，既要尽力保持

民族文化的原生态性状，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体验，可以适当设计一些旅游

项目，让旅游者能够参与到村寨的实际生活中去，更好体验该民族自有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

民族村寨和旅游者双赢的良好效果。 

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开发和培育尽管还有着不足和缺漏，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现

如今提倡文化产业化的大背景下，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大有文章可做，只要我们遵循市场开

发的规律，并能将其融入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开发培育的工作中，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那么贵州民族文化旅游市场的繁荣局面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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