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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因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文化氛围而具有强大吸引力，必将成为未来旅游业持久发

展的新动力、新方向。江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方特色文化鲜明，有着良好的文化旅游发展

基础和前景，因此借助江西独特的赣文化资源，对江西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明确发展文化

旅游的独特优势，将进一步推动江西走文化旅游的强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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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产业是随着旅游业的深人发展而形成的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国外文献中鲜有提及，

国内学者也是近几年才开始使用这一提法。龚绍方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由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出来的，

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张广海和孙春兰则把文化旅游产业定义为：文化旅游产业

是指与文化旅游相关的企业为满足人们多种文化需求以及吃、住、行、购、娱等基本旅游需求，以文

化旅游资源为依托，提供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以及该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行业的综合性经济行业。2O13

年，江西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提出，构筑绿色产业体系，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把江西建设成为红

色旅游强省、生态旅游名省、旅游产业大省。随后，在出台《关于推进旅游强省建设的意见》中提出

“要像抓工业化、城镇化那样抓旅游”。江西一直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著称，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最早开始于先秦时期，初兴盛于魏晋时期，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随后一直绵延至元明

清。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江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赣都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江西

又孕育了丰富的红色革命摇篮文化。在国务院批准实施《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背景下，江西

省必须要抓住中部崛起的这个历史机遇期，打造一个具有江西独特性和竞争优势的文化旅游品牌，科

学整合和开发江西的各种文化资源，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文化旅游产业的大力发展，积极带动

整个江西的繁荣和持续发展。 

一、文化旅游资源及开发模式 

（一）文化旅游资源的概念 

文化旅游资源的概念分为三个层面：静态文化层、动态文化层和抽象文化层。静态文化层，即基

于物质层面的文化景观，如以文物古迹、历史民居、古代园林和现代建筑、人文景观和科技成果等为

主体；动态文化层，即基于制度层面的文化风情，主要以节日庆典、婚丧祭祀、民族服饰和体育活动

等为主体；抽象文化层，即基于意识层面的文化艺术，主要包括艺术、宗教、伦理道德等。其中，抽



象文化层是文化旅游资源系统的最高层，需要游客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才能更好地去品

味、解读其文化和艺术的魅力。 

文化旅游资源经过开发后即成为能够吸引旅游者的产品―旅游吸引物，这是文化旅游活动的主要

对象。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资源具有紧密的联系，同一种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开发、包装为不同类

型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一种文化旅游产品可以建立在一种或多种文化旅游资源的基础之上。因此

，在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评价时，文化旅游资源向文化旅游产品转化的适宜性，是文化旅游开发中一

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二）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 

旅游功能表现形式不同、旅游者消费需求不同以及旅游资源的可开发和利用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使得不同类型的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形成不同的开发模式。 

1．静态文化类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对静态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主要着眼于对历史人文古

迹、古村落、古建筑园林及其文化生态综合性的整理、修缮和保护。随着旅游者需求的不断变化，静

态文化旅游资源需要深人发掘其自身的科学价值或历史文化内涵，增加具有较高层次的多样性的专项

旅游活动。 

2．动态文化类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动态文化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强调参与性，使旅游者对异

国他乡的节庆祭典、民俗文化、社会生活等有切身的体验。文化旅游产品力求真实自然，强调真实性

、艺术性、科学性和参与性的结合。 

3．抽象文化类旅游资源的开发模式。抽象文化类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内容是观光学习、宗教

或艺术类等活动。应努力挖掘宗教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哲学理念，以及宗教特点与文化特色，提升文化

艺术的审美层次。要做好宗教文化类旅游资源的保护管理工作，尊重宗教信徒的信仰，保证旅游活动

的健康、有序开展，禁止封建迷信和祸国殃民的邪教活动。 

二、江西文化旅游发展的优势 

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即为江南文化鼎盛之地，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得

天独厚的发展优势。遍布整个赣都大地的红色文化、绿色文化和古色文化，使江西具有了明珠般璀璨

的光彩和迷人的魅力。江西是红色文化的摇篮，井冈山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安源的工人运动策源地、

南昌的人民军队诞生地、瑞金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等，构成了一条独特的红色风景线；江西的秀美山

水构成了一幅美丽多彩的绿色文化风景群，如赣江、都阳湖、庐山、井冈山、三清山、龙虎山等众多

国家级旅游景区；江西的古色赣文化更具有独特魅力，既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陶瓷文化、摊文化

、书院文化、茶文化、民居民俗文化等，也具有一些独具区域色彩的豫章文化、庐陵文化、临川文化

、客家文化等。 

江西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其主体为在中国历史文化史上独占一帜的江西古代文化和凸现中国现

代革命史的红色文化。江西古代文化以江西宋代文化为主群体，大力彪炳其独特的地理文化。如：散

文大家之永丰欧阳修、临川王安石、南丰曾巩，以及“江西诗派”修水黄庭坚， “城斋体”吉水杨万

里，理学集大成之婆源朱熹，爱国诗人吉安文天祥，等等。其前可追溯至东晋山水诗人陶渊明、佛道

大师慧远与陆修静，以及唐时在江西大地上留下浓重笔墨的李白、白居易、王勃等，后期构件可以延

伸至元诗“四大家” 之临川虞集、丰城揭奚斯，明时“翰林多吉水，朝仕半江西”的“况青天”靖安

况钟、《永乐大典》主编吉水解绪、“东方的莎士比亚”临川汤显祖、《天工开物》奉新宋应星，以

及清初八大山人朱耷、“江右三大家”之铅山蒋士锉等。在宗教文化方面，佛教禅宗“五家七宗”有

三家半发祥于江西，而其他三家半究其渊源也和江西有关。江西道教“洞天福地”分布在江西即有数

十处之多，龙虎山以道教发源地饮誉海内外。 



江西红色文化是以“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革命斗争、赣南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等组合而成，无

数的革命先烈在江西的山山水水之间用热血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江西大地上遗存着的固态传统文化，主要有三大块。其一是以江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的遗址、新

干大洋州等青铜文化遗迹、龙虎山青原山等宗教道场、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等为代表的遗址遗迹类

；其二是以庐山别墅群落、姿源徽派古村落、“千古一村”流坑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建筑群落；其三

是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八一”广场、贺龙指挥部旧址、新四军军部旧址、井冈山茨坪旧址

、瑞金苏维埃政府旧址等为代表的革命旧址。 

江西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是江西旅游业振兴与发展的至宝，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据世界旅游

组织统计，“文物旅游”已占有 37％的世界旅游市场，而“文物是旅游之魂”这个新的旅游概念也将

成为一种时尚。由此来看，江西的文化旅游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应该充分珍惜和利用江西历史沉淀

下来的文化资源，找出其最为突出的独特之处，以此来打造文化旅游资源的品牌形象，科学整合旅游

资源，采用自然和文化旅游并重的旅游开发模式，使江西旅游产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依据江西省情分析，江西省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应遵循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个性、创立品牌效应的原

则。从开发的组织模式来看，应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文化旅游资源的当地开发与异地开发同时

进行。当地开发突出原生态效果，异地开发突出可进入性、完整性、经济性效果。 

近年来，江西省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并把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作为实现江西

在中部地区崛起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  

战略目标。目前，江西省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文化事业欣欣向荣，文化产业后劲勃发

。截至 2014 年，江西省游客年接待人数突破 3 亿，旅游总收人达 265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5% 39%

。而全省的文化系统产业总收人也连续多年以 20％以上的幅度递增，其增长速度在全国名列前茅，江

西正在稳步地向着旅游强省前行，旅游发展潜力及前景巨大。 

三、基于赣文化的南昌节庆旅游业发展路径选择 

在文化旅游的诸类型中，节庆文化旅游是最具有参与性和最受欢迎的，风靡全球的“嘉年华”即

为典型案例。节庆活动和当地特有的人文资源与文化遗产紧密结合，不仅可以强化当地的观光形象，

成为主要旅游吸引物，其更加直接的节庆消费也可以快速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节庆文化旅游方面，江西特别是省会城市南昌可以大有作为。南昌的四季节庆文化旅游产品开

发，可以分别依托象湖万寿宫、青云谱八大山人、佑民寺、滕王阁四大文化旅游景区，发挥他们的作

用，将静态文化旅游产品与动态文化旅游产品结合起来，静中寓动、动中寓静、动静结合，以强化其

文化旅游功能，担当起全省文化旅游核心区的角色，以改善南昌的旅游形象。 

（一）依托江西旅游中心城市优势，利用春节假期，开发设计“摊蜡文化节”主题的中国“嘉年

华” 

“嘉年华”本意为“狂欢节”，源自于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基督教，是西方世界重要的节庆活动。

意大利的威尼斯、英国的诺丁山、法国的尼斯、德国的慕尼黑、瑞士的巴塞尔、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等

城市都以狂欢节而知名，每年吸引数百万计的观光客。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接近西方狂欢节的节

庆活动，就是行于每年腊月至正月间的蜡祭与摊祭。在古代中国，每年从进腊月开始，经由除夕、元

旦、上元（元宵节）等一连串的节目大多带有狂欢节的性质。蜡祭与摊祭中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如

角抵（宋代称为“相扑”）、摊舞摊戏、放灯等。而摊文化保存得最好、最普遍的就是江西，江西南

丰、乐安、萍乡、万载、婆源等地均保存有活态的摊文化。2005 年江西曾在南昌举行过“江西国际摊

文化艺术节”, 邀请了日本、韩国的摊文化研究者和摊戏摊舞队，以及俄国、泰国、非洲部分国家的

面具戏剧舞蹈队参加。其间有“摊文化国际研讨会”、摊戏舞台演出和摊舞踩街等内容。 



“摊蜡文化节”的节庆活动可设定一举办主体，如以象湖万寿宫为举办主体，活动有摊祭大礼、

摊戏摊舞表演、踩街以及角抵、武术、杂技等，摊祭起始日（除夕）发放屠苏酒，摊祭结束日（上元

节）撒福豆。届时在万寿宫庙街前，各地精品的摊舞摊戏演出，武术、杂技等民间百戏纷纷齐聚；仿

古街展现着各式摊面及其他摊文化工艺。这些都将会吸引游客，将带来一片节日景象。同时，可以借

助摊文化在原始宗教文化上的审美意趣，重现“一国之人皆若狂”的古代狂欢节情景，构成假面游乐

的娱情世界，打造东方狂欢节的旅游绝品。活动资金可以借鉴国外经验，由政府、主办方、社会（赞

助商、社会捐赠）三方来筹措。 

根据日本节庆活动开发的经验，节庆活动不但要有说头，还要有看头，更要有玩头。这“说头”

当然就是摊文化三千多年积淀下来的厚重的民俗文化，这看头就是摊舞摊戏等的舞台表演，这玩头就

是可参与式的摊舞踩街。这点日本夏日祭节庆活动做得很好，特别是德岛的阿波踊不但视觉、听觉效

果佳，而且吸引日本国内民众和世界各国民众参与，成为非常独特的一道文化旅游风景线。 

（二）依托青云谱“八大山人纪念馆”及其周边开发“三月三”曲水流筋活动 

八大山人纪念馆地处南昌南郊青云谱梅湖定山桥畔，南部有园林，西部有宽阔的梅湖，水明如镜

，泊岸曲折，可以欣赏湖山田园风景。青云谱园内，有翠绿的苍木、殿宇云阁、丹桂碧池、凉亭月楼

等优雅的美景。整个景区内浓荫翠绿、湖波溪流、小桥横卧，是进行民俗活动的绝好场所。 

“三月三”本为汉民族的一种传统节日，原称“上巳节”。相传起于西周时的水滨拔楔之俗，初

始为每年三月上巳日举行，至曹魏时固定在三月三日举行活动，故名“三月三”。“三月三”为冬春

交替之际人们在水边拔楔，以去除不祥疫气的祭祀活动。春秋战国时伴有妇人求子，男女青年求偶之

俗。“三月三”文化后世湮失，仅流存于壮族等少数民族，现在民间虽有恢复之举，惜较粗劣，不足

为训。“三月三”文化早在中国南北朝时就流人朝鲜半岛和日本。如最早的曲水之宴实在《日本书纪

・卷十五》中有记载，显宗天皇 “元年(485）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此时距王羲之等兰亭修楔

事、“流筋曲水”仅 132 年。日本的女儿节“雏祭”亦为“三月三”的流变，今天日本各地的寺社庭

院每年暮春时节均举办“曲水流筋”，以示古朴高雅，亦吸引大量观光客。 

在这里，活动的仪轨、歌咏、传统乐舞的整理发掘至关重要。如“白拍子舞”在古籍中曾有记载

，是“零祭”中舞阴克阳的传统舞蹈，后世湮灭。日本的“白拍子舞”已经是其国宝级的古典舞。 

（三）依托佑民寺举行孟兰盆祭 

孟兰盆节也被称为亡灵会、孟兰盆会等，后与道教的阴历七月十五融合，亦为俗称的 “鬼节”，

万灯供养即来自于此。盂兰盆是梵语，其意为“拯救倒悬之苦”。源自《孟兰盆经》中记载的 “目连

救母”故事。佛陀弟子目连，通过他的神通法力看到了已故的母亲再坠入阴间饥饿道而饱受困苦，他

想给母亲一些食物和水，不料当食物还没进入口里就变成了火焰而无法食用。目连向佛陀求助，知道

了设“盂兰盆供”的解救方法，也就是众僧人结束在室内安居静修的七月十五之日，设“孟兰盆供”

，在盆中盛放百味，供养十方僧众，以求救度现世父母乃至七世父母（现世父母能活百岁，七世父母

能生于天上）。后来佛教徒根据这一佛经故事逐渐兴起孟兰盆会。“孟兰盆”祭祀活动中与文化旅游

关系最密切的有 “盆踊”、“送灵船”和“花火大会”，即各式民间集体舞蹈、放河灯和焰火大会。 

孟兰盆舞随着时代的发展，已有原本要表达的在孟兰盆会期间能免去在地狱受苦的亡灵而欢快起

舞的景象，演变成现在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深受大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在夏日的夜晚，人们

穿上传统的服装，合着鼓声，欢快地起舞。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感受着传统节日的美好，共同

庆祝合家团圆。 

（四）依托滕王阁举办各种节庆活动，以提升南昌精神文明形象 

滕王阁文化旅游的节庆活动囊括了一年四季，每个活动少则数日，多则十天半月，对南昌旅游形



象的整体提升产生积极影响。春节举办 “迎新春，闹元宵，有奖猜谜”活动；重阳节期间，除了传统

的登高习俗外，女儿给老人送鞋的风俗也可以在滕王阁完美演绎。滕王阁还可依托江西丰富的书院文

化和理学文化资源，主办各种国学讲堂，推广热爱国学的文化氛围。如每年都可举办“唐风宋韵”谷

雨诗歌吟诵会。 

节日期间，可利用现有省科技馆资源打造数字滕王阁，运用 4D 科普剧场放映立体效果的滕王阁历

史纪录片，并举行文艺演出，打造实景演出剧目，在景区展现唐朝的歌舞升平景象，再现南昌当年的

繁华与繁荣，让游客感受滕王阁千年历史的演变。 

（五）“绿道”建设与“绿道文化”的展开 

绿道建设开始于 19 世纪中叶的西方，被西方国家所公认的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绿道，是在美国波

士顿规划的一条呈带状分布的通过林荫大道将城市公园联系起来的城市公园系统。在 19 世纪末，霍华

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建设模式，即通过在城市的外围设置连续完整的绿带与放射状的绿楔，使城

市与自然环境能够有机地联系起来，以降低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环境的影响。由此可见，早期绿道的

规划主要是围绕着河流、道路等线状分布的特征，体现了连通性和审美游憩价值等功能的有机结合。

二战后，随着生态和环境的恶化，绿道规划思想也开始转变，更加重视深化生态功能、保护物种、改

善自然环境，以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绿道建设不仅能改善人居环境、承载文化、保护生态、

实现“天人合一”，在经济上也有带动旅游休闲、商品零售、餐饮服务特别是提升沿途房地产价值等

好处。 

目前，国内的绿道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广东省走在了全国绿道系统建设和发展的前列，已建成

6 条区域绿道总长超过 2 创刃公里。其中，全长约 20 公里，串联牌坊广场、波海公园、伴月公园、伴

溪公园、东门广场的肇庆环星湖绿道，被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评为中国最美绿道。 

江西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森林覆盖面积位居全国前茅。南昌市，水占了 29.8％的面积，相当于

三分之一，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如何将南昌城众多的历史人文景点与水光山色串联起来，此项任务则

非绿道莫属。在南昌，可依托沿江路绿道和象湖、艾溪湖等现有的绿道加以建设，将滕王阁、南浦亭

、孺子亭、万寿宫、佑民寺、百花洲、青云谱、天香园、八一公园、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朱德旧居

、军官教育团旧址、二十军指挥部旧址、十一军指挥部旧址、新四军军部旧址、方志敏烈士墓、革命

烈士纪念堂、八一广场、京东水上乐园、江西省博物馆等景区景点连接起来。绿道上承载各景点文化

信息，将散乱的景点组合成一个整体，强化其文化旅游产品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