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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文化传播与当代旅游业发展研究 

何琼 

贵州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省份，由于地理环境复杂，人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地区环境的限制，不同的民族有不

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积累，贵州形成了世界上罕有的多族群,多文化交织、

并立的共生地带，为后裔留下了大量古老文化的信息。时至今日异彩纷呈的贵州民族节日、服饰、歌舞、绘画、工艺美术，独

具特色的饮食、建筑、人生礼仪、宗教信仰等人文景观，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随着原生态

文化旅游热的兴起，近年来，一些民族地区开始尝试用组织对外传播的方式来推荐民族文化，也显现了其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成

果。 

一、民族文化传播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分析 

（一）文化传播与旅游 

新世纪以来，文化愈来愈成为旅游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旅游业不能没有文化这个灵魂，旅游业发展离不开文化传播。而且

传播不只是与作为一种旅游方式的“文化旅游”相呼应，而是旅游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途径、方法。不仅仅如此，随着文化

传播内容、途径与行为之间的差异，旅游业也随之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从内容上看，就有观光旅游（百里杜鹃、黄果树、荔

波小七孔、梵净山等）、民俗旅游（西江千户苗寨、黎平侗寨等）、兴趣旅游（民族民俗文化体验） 以及各种各样的专项旅游

（遵义红色旅游景区等）；从路径上看，旅游触及了除战争之外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传播的路径。主要体现为个人旅游、单位旅

游、旅行团旅游和自驾游；从行为上看，重点是将文化进行跨区域、跨国界、跨种族的交流、互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

者也逐渐呈现出由北方向南方、东部向西部少数民族旅游地观光的趋势。在旅游者国籍上，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还包括了大

多数外国旅游者，尤其是背包客，他们对于贵州璀璨的少数民族文化非常的感兴趣。现在我们常常可以在少数民族旅游地发现

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旅游者聚集在一起。尤其是2005年以后，贵州民族文化逐渐传播出去，为大多数旅游消费者所认识，也

就吸引了广大旅游消费者参观游览。 

（二）民族文化传播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 

贵州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正是这种资源促进了贵州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可以说，民族文化传播是贵州旅

游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但同时也出现了旅游业发展与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不相称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两者未同步发展，

而且由于民族文化传播方式、途径不同，使贵州各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现状有异同，有的已初具规模，有的迟缓，各个地区

的发展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影响贵州各地民族文化传播效果和旅游业发展。 

（三）传播手段多样化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贵州省民族文化主要是通过六种传播手段来扩大传播的范围。市场上最常见的一是大众传播媒介，如旅游杂

志《中国旅游》《中国国家地理》《民间文化旅游》等，还有书籍《贵州读本》《走出夜郎国》等。二是新媒体，“金黔在线”

“黔龙网”、各地的官网以及网络等电子媒介，其中微博这类新媒体的出现，使得贵州省相关网络既能向大众宣传各地区优美

的景色和特色的小吃，又能吸引大众群体游览贵州美景。三是影视传媒及电子媒介，如宣传片《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

电影《阿娜依》《云上太阳》和电视剧《奢香夫人》等。四是户外传播媒介，包括广告牌、路牌和公交汽车上的车体广告等。

五是旅游景区普遍的实物传播媒介，包括旅游产品和旅游纪念品等。六是人际传播媒介，游客通过语言、电话、网络等形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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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进行宣传。此外，自2005以来，贵州省委，省政府还通过建立一个丰富多彩的贵州品牌，即“多彩贵州”，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贵州旅游业的一系列活动，发挥了直接促进的作用。“多彩贵州歌唱大赛”、“多彩贵州”旅游形象大使选拔大赛、“多

彩贵州”舞蹈大赛、“多彩贵州”原生态摄影大赛、“多彩贵州”旅游商品设计大赛、旅游商品制作能工巧匠选拔大赛和旅游

商品展销大会等等系列活动接连登场，这些丰富的文化传播活动，使贵州旅游业发展生意盎然。“多彩贵州”品牌作为发掘本

地文化资源、提升旅游文化品位，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重要载体，始终全方位、大态势地传播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使得民

族文化和旅游业发展相辅相成。 

从各地州的传播看，贵阳尽管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相对较少，但其成为贵州旅游业的佼佼者，究其原因，便是凭借于贵阳对

民族文化传播的投入多、手段多、传播范围广。贵阳将大众传播媒介运用游刃有余，“爽爽的贵阳中国避暑之都”的口号让人

印象深刻，民族文化展演《多彩贵州风》享誉全国，贵阳旅游网不断升级改版，宣传贵阳周边的民族文化，提升贵阳旅游知名

度。最为成功的是原生态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已成为贵阳甚至贵州旅游市场令人瞩目的文化标志和贵州民族旅游最吸

引眼球的名片。自2005年初的10月首映到2015年，先后上演了3000多场、观众3亿多人，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28家

国内大中型城市巡回演出，并先后到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英国、印度等数十个国家出访表演，给国内外观众带来了强烈的

震撼，使得人们对贵州高原另眼相看。《多彩贵州风》不仅展示了贵州丰富多彩的音乐和舞蹈，使观众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

的贵州，其中包含了各种文化蕴含，使受众更为憧憬充满神幻奇异的贵州。因此说，贵阳因多样的传播手段而多彩，因多样的

传播内容而精彩。 

黔东南的旅游业发展成为贵州的又一佼佼者，不仅仅是因为其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与其重视民族文化传播手段也离

不开关系。其中大众传播媒介、人际传播媒介和户外传播媒介对于黔东南旅游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民族原生态万象黔

东南》的电视宣传片给人一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感受。丑丑的影视作品《阿娜依》和《云上太阳》描写了苗族和侗族

特别的风情风俗文化、建筑、生态环境等，让广大受众更为倾向于自动去了解黔东南，欣赏黔东南，推动了黔东南旅游业的发

展。此外，黔东南还通过举办苗年文化周、旅游发展大会等形式来提升自身知名度和美誉度。就拿西江千户苗寨来说，20世纪

80年代以前由于信息的闭塞、交通的落后而“养在深闺人未识”，直到2002年当地政府把“苗年文化周”主会场搬到西江千户

苗寨，西江才被人广为知晓，西江旅游逐年增长。但是仍然由于文化包装、宣传不够等原因，其旅游规模依旧不理想。 

以上剖析不难看出，民族文化传播对旅游业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贵州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播有着至关重

要的关联。 

二、贵州民族文化传播与旅游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各市、州经济发展不平衡 

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经济发展不平衡，媒介在各地区间的发展表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文化传播分化现象较

明显，旅游业发展失衡的问题较突出。当代旅游业的发展往往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旅游业的深入发展不得不借助各类媒体，

如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及网络、论坛、博客等新型媒体。它们提供旅游服务信息，倡导旅游环境保护，报道旅游设施建设，

建立旅游舆论平台，让受众从中了解旅游文化的信息和观赏的价值。而且，受众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往往是通过这些媒

体的报道中所创造的“拟态环境”实现的。所谓“拟态环境”并非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环境对象征性时间或

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黔南、黔东南地区媒介塑造了良好的“拟态环境”，给旅游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促使旅游者到当地旅游；而有的地区在媒介宣传上投入不足，再加之地理环境的因素，并没有营造出所谓的“拟

态环境”，以至于出现景点虽有名气，但游客少的现象。 

（二）文化旅游产品档次较低，效益差，未体现传播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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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个性的旅游产品具有双重性，一是产品自身的纪念意义，二是传播民族文化的作用。贵州旅游业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

长，有的地区虽已初具规模，有的仓促上马实施对外开放，长此以往造成旅游景区的经济效益较差。由于时间关系，旅游产品

的档次还没有跟上市场的需求，产品成型的数量过少，使得很多时候旅游者逐渐失去了对旅游产品的信心，不愿花费金钱去购

买商品。目前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品开发的人工痕迹太过明显，大众化倾向普遍对“民族元素”表现不足，引入过多的

“城市元素”，结果弄巧成拙，使少数民族文化原有的特色逐渐丢失，趋向城市化、功利化、商业化和庸俗化。 

（三）缺乏专业的文化传播策划人才 

由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缺乏专业的文化传播策划人才，对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了解不足，加之传播手段的单一，导致旅游业

发展状况不够理想。近年来，贵州某些地区的一些政府官员通常通过邀请外地的一些机构和媒体、旅行社，召开新闻发布会，

编辑一些新闻、资料，但却达不到传播的效果。因为外地人对贵州尤其是民族文化了解有限，大多以赚钱为目的，来去匆匆，

草率了事。因此，搞好民族文化传播整体策划，一定要以当地人才为主，联合客源地的文化传播策划人才和旅游局共同策划。 

（四）缺乏整体的民族文化传播战略规划 

贵州多彩灿烂的民风民俗，涵载着勃勃生机与精神期望，但同时也因为旅游资源的多样性致使各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产品满

目琳琅、品次不一，只要与少数民族有关联的节庆、生活用品等东西都摆到游客面前，没有一个专门的民族文化传播总体规划。

各自为政，零敲碎打，形不成合力。除贵阳外，各地也没有针对性的文化传播战略规划。 

三、贵州地区民族文化传播与旅游业发展的策略 

（一）实行“多彩贵州”文化传播一体化的策略 

在策略上对“多彩贵州”，包含对贵州美丽富饶旅游景点，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手工艺技能的推介应有一个总体战略

规划。其中对于“多彩贵州”旅游文化传播应形成一种风格体系，以避免出现各自为政，盲目跟风，一味追随文化的趋势，而

导致泛文化的没文化结果。在媒体、媒介选择上可以多媒体、媒介、大手笔，拓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途径。互联网为旅游者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信息选择和旅游服务上，包括主要的权威媒体网站和门户网站，如“去哪儿”“新浪”“携程”等，必

须充分利用。在传播内容上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在媒体宣传的过程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的发掘，塑造贵州十大最

具旅游价值的民族文化景区品牌，让旅游者感受这些少数民族景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璀璨的人文风光。在传播范围上，更应重

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的内容和项目，把贵州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和节庆办成拥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之旅活动，让旅游者在欣

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又能感受到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二）丰富传播手段 

1.互动参与，让游客参与景区活动 

互动式已被用于许多风景名胜区，特别是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特点使用，但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而且不只是停留在游客参

加一个或两个表演。话题传播，就是让游客和媒体成了生活广告领域的活广告，比如“神农架野人”“喀纳斯湖怪”不仅是一

个话题的八卦，更是竞争媒体的报道对象。在景区营销的过程中，景区的特点是有吸引力，但特点是不会讲话的，要让特点说

话，少不了互动参与以及话题的传播。 

2.借助舆论进行景区奇闻奇事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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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W eb2.0 时代成为景区网络公关战略的温床，以W eb2.0为概念的旅游网站可以将舆论推广的触角伸向绝大多数的个

体网民、游客，包括新闻、博客、论坛、圈群、电子杂志、图片电影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在内的十几种传播手段综合有效利用，

合力形成独具成效、全面覆盖的创新传播模式，迅速提升景区的口碑和美誉度，加快消费者的决策。 

3.树立以旅游产品为载体，传播民族文化的意识 

开发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特别需要强调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实用价值。努力开发具有浓郁苗族、侗族、布

依族和乌蒙文化风格的旅游产品，不断创新、开发几项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和收藏意义的旅游产品，以此提高旅游者的旅游情趣。

让旅游者参与民族手工艺品的制作和艺术审美的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从而让旅游者亲身感受贵州民

族文化艺术的内涵，最终达到提升旅游地对旅游者的吸引程度。比如，蜡染就可以让旅客参与制作（个性化制作）。 

4.广泛传播民族手工艺美术品（旅游产品）的技艺及审美文化内涵 

贵州少数民族工艺美术文化异彩纷呈，服饰有60多个种类；饮食也有独特的特点，如苗族、侗族酸汤鱼、腌猪肉等；民族

建筑也颇具特色，如苗族吊脚楼、侗族鼓楼和花桥都名扬天下；黔东南的民族民间工艺更是品种众多、技艺精湛，如蜡染、挑

花、刺绣、织锦、绘画、雕镂、镌刻、泥塑、编织、银饰制作等，精巧无比，彰显着各民族人民的聪慧。贵州应组织研究民族

学的专家学者进行发掘整理其审美文化内涵，通过正规传播渠道广泛传播。 

5.重视民族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提高文化传播的质量 

要强调文化传播与文化开发、保护并重，发展和传播好民族文化，必需逐渐从单纯的生产性投资转向人力资源投资，从导

游、服务员到民族文化研究、民族舞蹈创作演出、民族音乐创作演出的人员再到旅游规划、旅游管理、旅游产品开发的人员等

各方面各层次的人才，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提升对贵州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使贵州民族文化传播上质量、上水平、

上档次。 

贵州旅游业的发展与文化传播有着紧密的关联，也要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个合理的、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合理

整合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尽管经济发展是作为其中最关键的要素，但民族文化传播内容、路径、行为等方面对旅游业发展

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贵州旅游业要升级、上台阶，就要有一个高质量的文化传播策略和实施方案，不能一味追求当前利益，才

能更有效地促使贵州民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贵州财经大学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