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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推进四川藏区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关键问題是如何正确认识藏传佛教文化

，如何科学保护利用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以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丰富独具特色但开发相对滞后

的四川康北地区为例，通过分析康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现状及滯后原因，提出

科学推进康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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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发展文化旅游是解决四川藏区发展不平衡性的有效方式和有力途径。加快发展的支撑

在于资源，四川藏区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亮点均集中体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在现实生活中藏传佛教文

化也是吸引国内外游客到藏区旅游的主要因素，但是由于在发展观念、发展手段等方面的认识误区，

四川藏区丰富且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尚未得到科学的开发利用，对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当地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作用尚未全面发挥。为此，本文以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丰富但开发相对滞后

的四川康北地区为例，通过分析康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现状及制约瓶颈，提出做好藏传

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一、研究综述

藏传佛教文化主要是在继承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在藏区上千年的吸纳、融合和创造性转

化，孕育发展而成的文化体系。藏传佛教文化作为藏族传统社会的文化主流，有许多精华，有着极为

重要的当代价值。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藏传佛教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具有突出的旅游开发价值，

并开展了相关系列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价值的认识。刘俊哲（2013)认为，藏传佛教文化是藏区的文化



特色和优势资源，是以旅游业促进藏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王亚欣（2011)认为，

藏传佛教不仅具有宗教文化普遍的旅游吸引力和价值，而且由于其融人了雪域高原的自然风貌和藏民

族风情，具有极高的旅游资源品位。朱德亮(2013)认为，挖掘藏传佛教文化及其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并

应用于旅游开发.将会更好地促进藏区旅游业发展昃冬（2007)提出藏传佛教不仅作为一种人文旅游资

源，还对藏区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以及旅游景观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是对重点寺庙、相关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梳理、评价及开发对策研究。陈亚艳（2003)、赵

萍(2007)、姜馥蓉（2014)、赵改萍（2013)分别对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愣寺、郎木寺、山西五台山

等重点寺庙藏传佛教旅游资源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开发对策建议。邱广艳（2010)、田窗强

(2011)、崔宁（2011)、李婷（2014)、石磊等（2014)则分别对河北承德市、西藏自治区、内蒙古白治

区通辽市、呼伦贝尔市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优势、机遇、制约等进行了分析研究。

三是对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产品内涵及特征的分析研究.藏传佛教文化旅游是藏传佛教信仰者和对

藏传佛教文化感兴趣的旅游者.以藏传佛教文化为吸引对象.借助藏传佛教文化景观或宗教活动等实现

的旅游活动。王勇琦等（2013)提出了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体验的双重三位一体结构，认为藏传佛教文化

旅游体验包括藏传佛教信仰层面、行为层面、藏传佛教寺院建筑艺术等层面的综合体验。王亚欣（2012)

基于需求市场细分，提出了藏传佛教文化修学游、医疗保健游、艺术观赏游、节庆游等专项旅游活动

设想。

针对四川康北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甘孜州、德格县

旅游开发研究中，涉及内容主要是要挖掘藏传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使其与其他各类旅游资源开发并驾

齐驱，以及对德格县藏传佛教旅游开发的具体建议。

综上，国内已有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藏传佛教文化旅游的基本概念、藏

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意义、价值、对策建议等方面，已有研究都认识到了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

游开发的重要性，但研究主要停留在资源现状梳理和开发重要意义阐释上，宏观判断多于微观分析，

特別是缺乏对开发滞后原因和具体路径的分析。对四川康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的研究基本处

于空白，这与康北地区厚重的藏传佛教传承发展历史、丰富的藏传佛教文化景观和民俗活动极不相称

。

二、康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概况

四川康北地区包括甘孜州北部的炉霍、新龙、甘孜、德格、道孚、内玉、色达、石渠等 8 县。康

北地区藏传佛教历史传承厚重.拥有丰富的藏传佛教文化景观。

从发展历史来看，四川藏 K 是我国藏传佛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康北地区又是四川藏传佛教传

播较早的地区。位于甘孜州石渠县洛须镇的“卓玛拉康”，其修建时代与拉萨的大、小昭寺是同一时

代(公元 7 世纪松赞干布在世时期），是我国藏 K 最早建立的佛殿之一。



从文化景观资源来看，康北地区是藏传佛教传承发展的主要中心，现有藏传佛教五大教派 200 多

座寺庙，仅德格县就有 57 座寺庙，汇聚了藏传佛教的五大教派并诡括了四大教派的“母寺”。“每一

座藏传佛教寺庙就是一座艺术宫殿”，这些藏传佛教寺院是藏区建筑的精华所在，康北数 M 众多藏传

佛教寺庙提供了丰富的宗教建筑景观.以及佛塔、嘛呢石、壁、经幡、宗教乐舞等宗教文化景观。同时

，康北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品味较高，甘孜州 42 座省级以上重点保护的古寺庙中有 29 座都分布

在康北地区，始建于公元 1729 年的德格印经院，是我国藏区的三大印经院之一，被誉为“雪山下藏族

文化宝库其传承的藏族雕版印刷技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外.康北地区藏传佛教利爱护民的光荣传统浓厚，红色遗迹与红色故事丰富。中国工农红军红四

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四川藏区时，各地藏传佛教寺庙的一些僧人，和当地群众一道.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甘孜县白利寺格达活佛（又名洛桑登真扎巴

）就是其典范，朱德与格达活佛之间的亲密友谊当今仍被传为佳话。

三、康北地区鈸传佛教文化开发滞斫原因分析

与丰富且品位高的藏传佛教文化资源不相匹配的是，康北地区文化旅游业发展滞后于康南、康东

和康西地区•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康北地区文化旅游业发展滞后，表面上看主要是由于区位交通、建

设资金、建设难度等客观 W 素所导致的.通过调研发现实质上是由于对发展优势认识不全面、对发展路

径把握不准确等带来的观念上和工作上的限制，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藏传佛教文化，如何

科学保护利用藏传佛教文化资源。

(一）发展优势认识片面带来的观念限制

康北地区的最大发展优势就是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优美的自然景观，从自然景观看，康北虽然拥有

众多优质的高原湖泊、雪山、草原、湿地、原始森林、野生动物活动等自然景观，但这些自然景观在

整个青藏高原普遍分布且数量众多，各地自然景观相似性强、雷同现象突出。旅游开发需要体现差异

性，在自然景观大体相似的情况下，通过文化来体现差异性是必然选择。

康北地区文化资源优势集中体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调研得知，藏传佛教文化是吸引国内外游客

到康北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康北地区的五明佛学院、甘孜寺、大金寺、竹庆寺、八邦寺、白玉寺等

寺庙是外地游客到康北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藏传佛教文化作为发展优势的认

识还不全面，没有将藏传佛教寺庙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进行规划管理和配套建设。

(二）发展路径单一带来的工作限制

从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和项目包装来看，康北地区现有文化旅游规划大多存在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

的、简单模仿复制内地和国外已有文化旅游项目的现象。现有文化开发项目主要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和展示、民间工艺文化保护开发、民族村寨保护利用的角度出发，采用博览园、产业园、影视基



地、演艺中心等传统形式进行包装，项目布局分散、整体投资额度偏小、规划水平不高，对投资者及

市场的吸引力不强。

从实际工作来看，当前对藏传佛教寺庙仍停留在日常管理、文物保护、宗教和统战工作层面，没

有将其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进行规划管理和配套建设。在调研中发现，常常出现游客被藏传佛教文化

所吸引来到藏传佛教寺庙观光体验，但寺庙的讲解、接待、停车、厕所、餐饮等旅游服务设施没有及

时跟上，不仅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质量，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客对藏传佛教文化、党和

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认识。

综上，由于在规划设计、项目编报、开发形式等方面上存在的理念落后、路径不足，导致了康北

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开发滞后.藏传佛教文化的“文化名片”尚未转化为“文化产品”，发挥“文化

效益”。

四、科学推进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的对策边议

当前，做好康北地区藏传佛教文化资源开发，应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

心、夯实基础”重要原则，在牢牢掌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的前提下，把有条件的藏传佛教寺庙作为文

化旅游开发热点，提升旅游接侍能力，提高旅游服务水平，丰富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体验，通过发展旅

游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一是分类分批有序进行藏传佛教寺庙旅游开发。对康北地区现有藏传佛教寺庙进行资源普查和旅

游开发条件评估，根据寺庙基础条件、文化特色、旅游环线布局、旅游市场开发前景等，选择具有开

发条件和潜力的重点寺庙•制定现有藏传佛教寺庙分类分批旅游开发方案，确保有序推进、试点推进。

二是完善寺庙旅游基础设施和接待设施。明确把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投入作为寺庙帮扶的重

要内容，争取和整合各系统各板块资金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寺庙厕所、医疗点、购物点、餐饮

接待等设施设备投人。

三是加强培训优化服务。联合宗教、民族、统战、旅游等部门，邀请宗教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

，编写藏传佛教文化、党和国家宗教民族政策等的规范化旅游讲解同，加大重点寺庙讲解人员、服务

人员以及寺庙周边参与旅游服务的农牧民群众培训，发挥重点寺庙的示范作用，提高寺庙旅游环境和

服务质量，保障游客旅游权益。

四是开展藏区文明旅游活动。引导外地游客尊重藏传佛教宗教仪轨、藏区农牧民群众信仰和生活

习惯，鼓励康北地区民众、僧尼与外地游客的交流互动，充分发挥旅游活动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引领作

用，增进相互了解，形成团结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

总之，旅游资源是康北地区最大最好的资源，在藏区自然景观大体相似相近的客观条件下，康北



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亮点均集中体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新时期新形势应科学做好藏传佛教文化资源旅

游开发.把有条件的藏传佛教寺庙作为文化旅游幵发热点，通过旅游形式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推进康北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康北地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

参考文献:

[1]刘俊哲.藏传佛教文化的当代性及其弘扬机制与模式[J].民族学刊，2013,4(1):40—

49,108—109.

[2]王亚欣.当代藏传佛教文化旅游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3]朱德亮.藏传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40(2):43—45_

[4]昃冬.试探藏传佛教对藏区旅游的影响[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报,2007,(2):48—50.

[5]陈亚艳.塔尔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述论[J].浮海民族研究，2003,4(4):35—39.

[6]赵萍.拉卜愣寺藏传佛教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J].康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1):72

—75.

[7]姜馥蓉.郎木寺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对 3 地社区的影响[D]•兰州：兰州大学，2014.

[8]赵改萍.论五台山藏传佛教旅游资源的开发[J].五台山研究，2013，（4):48—53.

[9]邱广艳.承德藏传佛教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10]田富强.西藏藏传佛教文化旅游开发战略及对策试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1,(2):94_100.

[11]崔宁.通辽市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价值研究[J].内蒙占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7(5):17—20.

[12]石磊•陈炜.论内蒙古呼伦贝尔藏传佛教文化资源的旅游文化价值[J].怀化学院学报，

2014(2):21—23.

[13]王勇琦，阿旺加参.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体验的双取三位—体结构[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



2013,18(4):43—45.

[14]王亚欣.潜在需求市场细分的狨传佛教文化旅游体验研究[J].音海民族研究，2012,(1):94—

99.

[15]邓建萍.甘孜州藏传佛教文化与旅游[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4，（6):54—58.

[16]杨俊义.张总利.关于四川省德格县旅游开发的儿点建议[J].四川地质学报，2009，（S2):277—

280.

[17]杨蛊铭.四川藏区藏传佛教的基本特点[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02:49

—53.

[18]胡昌升.甘孜州德格地区藏传佛教的现状及对策[J].天府新论，2002,01:6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