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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与城市文化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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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 城市旅游和城市文化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受各界的关注。文章以中部名城长沙为例, 研究城市

文化、城市旅游及其相互关系的具体形态、当前状况、存在的问题, 并就如何协调长沙城市文化与城市旅游的相互

关系, 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提出思路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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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文化 

在西方,“ 文化” 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 , 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对植物的栽培, 以后引申为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两方

面的培养。在中国古籍中, 文化的涵义是文治与教化。现今对文化的理解, 广义的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精

神和物质产品的总和, 狭义的则仅指精神产品。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多种多样, 可以进行某种形式的分类。如可以按照社会实

践活动的对象来分, 也可以按照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来分。某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和构成一个文化的集

丛, 按对象的如茶文化(集丛), 按目的如服饰文化(集丛), 等等。文化具有人创性、后天性、共有性、传承性、时代性、地区

性、民族性、阶级性等特点。 

城市文化是城市的标记, 每一个城市在它长期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都会逐渐积淀、形成有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特性。

宏观意义上的城市文化, 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在城市区域的总和。微观意义上的城市文

化, 指城市的文学艺术、广播电视以及各种社会性、群众性的娱乐性活动的总和。随着社会的发展, 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城

市增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众多城市将文化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 这已成为一种时代浪潮。在这个浪潮中, 现代城市

文化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 功能不断齐全。在许多城市, 现代城市文化生产甚至成功地发展为城市的标志, 成为独特的旅游吸

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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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历史悠久, 文化璀璨, 拥有独特的湖湘文化, 遗存丰富。现已发掘春秋古墓300 多座, 战国古墓1 800 多座, 汉墓8000 

多座, 保护完好的出土文物2 万多件, 全市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7 家,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8 家, 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物、

走马楼出土的简牍文物举世瞩目。长沙历来人文荟萃, 有“潇湘洙泗” 之称。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 长沙出现过一大批重量级

的历史文化名人, 古代有屈原、贾谊、朱熹、辛弃疾、蔡伦；近现代有曾国藩、左宗棠、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

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朱钅容基、袁隆平等, 正所谓“ 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 

长沙的现代文化也十分发达。现有22 所高等院校、300多家科研院所、20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 科技人才

达22 万, 居全国同类城市前茅。这里产生的许多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如杂交水稻、银河巨型计算机、粉末冶金等, 赢得了很高

的声誉, 迄今为止颁发的四项全国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就有两项出自长沙。文学、出版、戏剧、影视等方面也蜚声全国。长

沙的出版业在全省乃至中南地区都有重要的地位。近年不断轰动全国的“ 湖南文化现象” 中, “ 出版湘军” 担任了重要角

色。长沙还拥有我国第一个传媒产业的上市公司———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它为代表, 以新世纪文化城为视觉标志

的影视传媒文化产业蒸蒸日上, 创造了“ 电视湘军” 的崛起之势。目前, 全市已形成媒体传播、文化旅游、出版发行、娱乐

文化、文博会展、文化体育、卡通动漫七大文化支柱产业, 文化产业总量得到较大增长。 

2  城市旅游 

一般来说, 凡是与城市有关的旅游活动都可以称为城市旅游。欧洲有句谚语说:“ 上帝创造了乡村, 人类创造了城市。”

的确,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物, 是与乡村截然不同的人类生活空间, 这里建筑林立, 街道纵横, 工商产业发达, 科技文

卫繁盛, 金融信息昌隆, 物流交通便捷, 与乡村的山林、旷野、农田、村舍、风情、民俗不同, 城市旅游主要靠都市风光、建

筑古迹、工艺制造、文博会展、办事商务、休闲医疗、娱乐购物等吸引游人, 因此城市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文旅游、社

会旅游、文化旅游。 

当今城市旅游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趣, 集中体现了城市不断增强的开放性。大量涌入城市的旅客在城市中进行观光、娱乐、

购物、商务等活动, 与城市居民共享城市生活环境、各项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城市实际上已成为居民与游客“人人共有的城

市” 。面对以上这种情况, 以前那种只是建几个饭店、搞几个景点、仅仅只考虑到游客利益的城市旅游规划模式已经不能满足

城市旅游发展的需要。而应该从旅游的角度重新审视城市建设的每一个方面, 用独具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统领城市的规划、设

计、经营、管理, 使城市旅游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城市建设融入城市旅游开发的独有要素。 

长沙自古有“ 山水名郡” 之称。其自然人文旅游资源, 以“ 山、水、洲、城” 的景观格局为奇特, 尤其是十里长洲—

—— 橘子洲为世间所罕见。2006 年, 接待国内旅游者2 620 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5 .2%；国内旅游收入197.95 亿元, 增长

13.1%；接待入境旅游者40.63 万人次, 增长59 .0%；国际旅游外汇收入3 .08 亿美元, 增长52.5%；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222.6 

亿元,增长16.5 %。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近年取得长足进展, 其中星级宾馆饭店发展迅猛, 逐渐形成宾馆饭店和旅游景点

建设多元化的投资结构。旅游景点建设与旅游产品开发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农业休闲旅游倍受旅游者青睐, 各种山庄营业收入大

幅度提升, 实现了社会效益的大丰收,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贡献；区县及景区活动精彩纷呈, 各旅游区(点)为吸引和

满足不同消费层次, 不同年龄结构、不同兴趣爱好的旅游者而精心组织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活动；红色旅游再创佳绩, 市政府继

续抢抓国家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的机遇, 进一步加大对红色旅游的资金投入和市场营销力度, 使红色旅游发展再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 

3  城市文化建设与城市旅游协调发展 

城市文化与城市旅游的协同促进表现在二者关系的许多方面。从城市旅游促进城市文化发展看, ①城市旅游使城市文化的

挖掘与保护具有了市场意义与经济意义, 使人们认识到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精神财富, 通过旅游开发的手段与方式, 还可

以切切实实地转化为社会经济财富, 这为城市文化建设与保护注入了强大新动力, 使人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投入到城市文化的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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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整理、保护、建设、创新、发展工作中去。②城市旅游也使城市文化的挖掘与保护有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大众基础。城市旅

游开发把许多以前仅被个别社会精英关注的文化事务、文化现象变成旅游产品提供给普通社会大众来鉴赏、来消费, 这就把原

来偏僻、生冷的地方文化变成流行的时尚大众文化, 从而为城市文化的挖掘、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营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

会氛围。③城市旅游也推进了科学、文化、历史等知识的普及。借助旅游之形、市场之手,城市旅游把过去化大力气成效都不彰

显的科学、文化、历史等知识的普及工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提高了广大社会公众的科学素质文化素养, 使社会更加文明, 公

众更有涵养。 

另一方面, 城市文化在城市旅游发展中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城市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 又是文化性很强的经

济事业。城市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城市旅游的内涵, 提升了城市旅游的品味, 赋予了城市旅游的灵魂。城市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 

包括城市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景观文化、山水文化、科教文化、产业文化、艺术文化、时尚文化等等, 这些文化的元素与

要素, 可以形成旅游观赏的景点, 也可以成为旅游服务的内容, 作为旅游产品的主要内容, 极大地丰富城市旅游的市场供应。

②文化是地方性、民族性很强的人文现象, 文化渗透到旅游开发, 使城市旅游的特色更加鲜明, 个性更为突出, 这对改善城市

旅游形象, 提升城市旅游档次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③城市文化建设也改善城市旅游的环境。通过文化建设, 城市面貌高雅文

明, 城市的街道就像文化的长廊, 城市的建筑就像凝固的音乐, 城市的人们就像文明的使者, 城市的环境就像诗人的天国, 这

对来城市旅游的游客来说, 无疑是莫大的享受, 从而使城市旅游的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 

当然, 城市旅游与城市文化的关系并不总是协调与和谐,也有冲突和矛盾。例如, 城市文化旅游开发如果没有长远的观点和

科学的规划, 就可能造成所谓“ 建设性破坏” 。开发了主要的资源, 破坏了次要的资源, 突出了当前的利益, 损毁了长远的

根基。如长沙马王堆在1970 年代发现西汉女尸, 当时认为马王堆这个地方, 地处长沙的郊区, 不利女尸的保护, 也不利旅游的

开展, 因此就把女尸移到条件较好的省博物馆。但后来的实践证明, 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误, 使女尸的存放失去了现场感和历史

的沧桑感, 影响了马王堆汉墓旅游的长效性和持续性。又如城市旅游开发如果不顾资源的旅游承载能力, 也会造成宝贵文化旅

游资源的损毁和破坏。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如由于游人过多致使文物风化加速等等。 

近年来, 我国很多城市在突出自身特色、创造独特形象和发展城市旅游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在城市里, 文化色彩越来

越浓, 文化活动越来越多, 城市品味越来越高, 城市的功能不仅仅体现在作为区域政治、经济、交通、信息中心, 而且城市作

为区域文化中心、旅游中心的功能也越来越突出。在我国的众多城市中, 有的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 挖掘、开发出独具区域特

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旅游项目, 有力地推动了城市旅游的发展；有的并没有传统的旅游资源, 但城市旅游却开展得如火如荼, 

究其原因, 主要就在于这些城市能用创新发展的眼光, 从建设具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城市文化入手, 打造城市品牌, 塑造城市个

性, 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 

用世界的眼光看长沙, 便不难发现长沙与旅游业发达城市的差距——— 城市品位低, 没有特色。提升长沙城市品位的关键

就在于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 增进城市的文化含量。因此我们应以文化带动作为一定时期长沙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战略, 将文

化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 其主要任务和重要突破口是以文化为轴心, 改善城市人文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 塑造崭新的长沙城市

形象和市民形象, 构建和拓展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空间, 促进包括旅游业为主的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产业成为带动城市发

展的支柱产业。 

4  长沙城市旅游与城市文化协调发展基本思路 

4.1 城市旅游规划要抓住地方文脉传承 

把发展文化旅游纳入规划, 各部门要积极配合, 改变旅游开发过程中眼光向外, 人云亦云, 只欣赏他人的光怪陆离, 而轻

视本土的文化特色这一狭隘观点。长沙是“ 湖湘文化” 的重地, 被称为“屈贾之乡” , 屈原、贾谊的爱国精神, 千百年来对

湖湘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屈原是忠君爱国、呕心沥血的儒者,他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长沙的仁人智士, 如鸦片战争前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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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树、贺长龄、魏源等, 同治前后的曾国藩、左宗棠、郭松涛等, 民国初年的唐才常、黄兴、蔡锷等。近年来的彭德怀、毛泽

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钅容基等。岳麓书院至湖南师范的尊师重教学风, 来源于“ 温柔敦厚“ 的诗教。宋代以来岳麓书院

是传承孔子儒家思想的大本营。孔子毕生的奋斗目标, 就是要恢复周礼。所以西周“ 温柔敦厚” 的诗教, 是长沙湖湘文化的

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湖湘文化自古号称“道南正脉” 、“ 潇湘洙泗” , 其实质是正统的儒家文化, 因而表现出“ 以忧天

下,敢为人先” 的特征和积极进取、实事求是、虚心渴学的人文精神。湖湘文化深厚的文化积淀构成了长沙建设区域性旅游中

心的显著的文化优势, 必将产生强大的文化吸引力。长沙旅游规划就是要抓住“ 湖湘文化” 的文脉, 要加强与文化部门的横

向联系, 开拓繁荣旅游文化事业的各种新途径。强化文化交流, 尽可能地向游客展示长沙文化的概貌及特征, 丰富文化旅游的

内涵。 

4 .2 城市旅游开发要重视文化资源整合 

“ 文夕大火”毁灭性的破坏、城市的现代化和“ 旧城改造”等, 使长沙古城保存下来的东西已经不多。目前, 长沙历史

文化的标志性景观主要有天心阁、岳麓书院、岳麓山、马王堆文物、贾谊故居、走马楼简牍、开福寺、白沙井等。这些历史文

化的精品旅游资源的开发, 对发展长沙城市旅游事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上述重点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已属“ 高密度” , 长沙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还必须拓宽思路, 把重点放在现有区域

文化旅游资源按类别、分区域进行有效整合上, 从整体上提升城市旅游吸引物的竞争力。根据长沙市区历史遗迹较多、名人资

源丰厚但在分布上又比较散乱这一情况, 可以突出名人主题, 设计“ 湖湘名人” 专题性旅游项目, 把分散各处的景点串连起

来, 形成旅游吸引物的整体优势。还可以对历史文化底蕴比较丰厚、传统建筑特色比较鲜明、都市民俗保存相对完好的旧街区

进行修复和保护, 使之成为现代都市中历史意蕴、地域文化和都市民俗最集中的区域, 并将其整合为长沙市的著名旅游风景。

同时, 还可依据资源特征, 对长沙市区的城市旅游资源实施分片整合。比如, 岳麓区所在的长沙河西地区既有中国古代著名的

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 又有由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名校构筑的现代大学城, 还是长沙著名的高新技术开

发区, 因此, 可以将岳麓区打造成长沙的文化旅游区域。河东城区是长沙市的主体部分, 现代特征最鲜明的城市旅游吸引物多

集中于此, 可以重点发展集旅游购物、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异质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中央休憩区。目前我们需要继续充实

中央休憩区的文化氛围, 要突出其游憩功能。不但要充分满足本地市民的生活需要, 还应更好地为旅游者提供购物、观赏、娱

乐、体验和保健等多方面的服务。此外, 鉴于长沙市城郊农家乐休闲旅游发展较快,在城乡结合部还可以适当考虑建设一些集新、

奇、特、异、险为一体并有较多参与性的大型旅游项目, 以改变现有“ 农家乐”的休闲旅游规模过小、分布太散, 功能单一的

局面。 

4 .3 城市建设管理要注重旅游功能塑造 

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旅游中心的功能越来越突出, 这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体现了后现代社会的一种规律性的现象。因

此, 城市建设应充分考虑该城市是否有旅游吸引力的问题。而从旅游思维的角度探讨城市建设, 首先是要有“ 以人为本”的城

市规划和建设理念。城市建设的基本思路不是为了方便管理, 而是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如果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的

只是好看而不好用, 这个城市就不是一个“ 人性化” 的城市, 就不会有旅游吸引力。其次是应充分展示独特的文化内涵。旅

游的本质是文化差异, 没有文化差异就构不成吸引力。城市建设一定要把创造人文环境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当前我国建设低

层次克隆的现象十分严重, 许多城市没有特色, 更谈不上浓郁的文化, 这对城市旅游事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第三是城市建

设应顺应休闲时代的要求。当前人类已进入“ 休闲时代” , 城市建设的理念也应该相应转移到休闲上来。应十分注意自然环

境的改善和休闲场地的增加。第四是城市交通系统建设应强化观光功能。 

近年来, 长沙城市规划建设在旅游功能的塑造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①注重了文物古迹的保护。天心阁、贾谊故居、白沙

古井等得到了妥善的修缮与保护。②加强了城市的绿化, 实施“一山五园二广场绿化工程” , 使全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0.15%, 

绿化覆盖率达到32.63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6.74m2(按150 万人口计算), 真正实现了“ 城在林中, 林在城中, 人在绿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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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加大了文化体育娱乐设施的建设力度。长沙大学城、长沙体育新城、长沙海底世界、长沙世界之窗等的建设, 大大提升了城

市的文化品味。④注重自然环境的改善和休闲场地的增加。芙蓉休闲广场、五一广场、湘江风光带的建设, 使市民的生活品质

和休闲环境大为改观。⑤交通建设日新月异。五一路的拓宽、三环线的建设, 湘江南桥和北桥的通车, 使市内市外, 河东河西, 

城南城北十分通达, 各旅游景点的交通通勤情况也随之大为改观。 

4.4 城市宣传推介要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长沙市在对外宣传中要把握好三个环节。①应该要树立“ 长沙是湖南的长沙、中国的长沙” 的“ 大旅游、大长沙” 理

念,使长沙的旅游品牌建立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之上。②要打形象牌。长沙旅游应提炼为:“伟人故里, 山水名城”的形象。毛泽

东、刘少奇、胡耀邦、朱钅容基、曾国藩、黄兴等伟人风采足以令长沙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山、水、洲、城” 的绝佳风景, 

也足以令国内外旅游者叹为观止。要围绕这两张王牌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促销活动, 以会展旅游提高长沙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

力, 在精心办好浏阳国际烟花节、金鹰电视艺术节的基础上,每年都举办如“ 长沙水·岳麓枫·湖湘韵” 一类的中国传统文化

旅游节；韶山— 花明楼·寻伟人足迹国际马拉松越野赛；“ 沁园春·长沙”橘子洲头国际游泳暨龙舟大奖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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