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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旅游文化资源特征及开发探析

熊文平

【摘 要】：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目前江西旅游产品的开发层次低，与江西旅游文化资源丰富、特色鲜明的

地位极不相称；因此，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将极大地推动江西旅游发展。文章在分析江西旅游文化资源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发展思路和五大基本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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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旅游文化资源的特征

(一)历史悠久、资源丰富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江西拥有世界文化景观 1 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3 座，拥有国家文物保护单

位 24 处 95 个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58 处
[1]
。景德镇瓷都、滕王阁名楼、龙虎山道教、白鹿洞书院、樟树药都等文化积淀深厚，

具有悠久历史。临川文化、庐陵文化、客家文化区域色彩浓厚，魅力独特。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江西发展旅游文化得天独厚的

优势。

(二)品质精良、独具特色

江西旅游文化资源有四个方面独具特色：一是红色文化。江西是最重要、最著名的革命老区。“中国革命摇篮 ”——井冈

山、“人民军队摇篮”——南昌、“共和国摇篮 ”——瑞金、“中国工人运动摇篮”——安源等在中国乃至世界现代革命史上

都占有重要地位，是当代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重要基地。二是生态文化。江西生态良好，山水如画，形成了众多的名胜景观。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60.05%，有 2处世界自然遗产(庐山、三清山)、2 处世界地质公园(庐山、龙虎山)、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9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
[2]
。三是名人文化。江西人才辈出，如“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唐

宋八大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理学大师朱熹，“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民族英雄文天祥，著名科学家宋应星，“中国

铁路之父”詹天佑等群星灿烂。四是陶瓷文化。江西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两千多年来，通过美轮美奂的陶瓷艺术、精湛卓越

的制瓷工艺，凝聚成了丰厚悠久的陶瓷文化内涵，已达到“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艺术境界，因“天下窑器所

聚”而成为全国陶瓷中心，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逐渐确立了“瓷都”的历史地位
[3]
。

二、发掘和展示文化内涵的基本思路

(一)优化整合，突出主体形象特色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的旅游就没有魅力，站在旅游的角度看，抓住文化就抓住了核心价值
[4]
。文化可以起优化整合

作用，能使某一区域优化整合为一个整体形象而与其他区域相区别，从而突出主体形象特色。文化的优势在内涵。因此，我们

要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发挥文化的优化整合作用，为旅游开发服务。江西文化遗址和景点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大分散、小

集中”的特点。我们就必须从文学、历史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组织专门机构、专门研究专家，从现存的史料、文学作品、

故事典籍、书画作品、民俗艺术等载体着手，下功夫对分散的旅游景点进行挖掘、概括、提炼、升华，抽象出反映区域特色的

文化主题，再从文化主题着手，将这些分散的景点进行特色配置，有效地优化整合，做到虽景点分散但反映的文化主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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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对文化主题拓展相关的文化内容，使其文化形象更加生动饱满。优化整合不但表现在景区景点上，而且还需要旅游

部门和城建、交通、园林等其他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互动发展，共同提升江西旅游形象。

(二)营造氛围，创新文化内涵表现形式

除了要挖掘出文化内涵，还要从多个方面来显示文化内涵和主体形象，使其更加鲜明，从而使游客更好感知，更好地吸引

游客。因此，必须通过合适的形式和载体营造氛围，更好地反映和体现文化内涵。这样不仅能更好地促进旅游发展，还能促进

文化本身的发展。第一，把文化渗透到旅游各要素，使游客感受到与文化主题相融合的气氛。例如井冈山将红色文化渗透到旅

游“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中，推出了以唱一首井冈山革命歌谣、听一堂革命传统教育课、走一段红军走过的小路、

吃一餐红军套餐、祭扫一次革命烈士墓、看一场红色旅游经典歌舞为内容的红色旅游“六个一”工程，从而提高了井冈山旅游

的文化含量，丰富了游客的文化体验
[5]
。第二，利用节庆、民俗等活动，营造鲜活新奇的文化氛围。通过这种氛围的动态激活，

使这些有形、有声、有色的具象事物让游客亲身感知。例如：要切实办好龙虎山国际道教文化旅游节、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节、

红色旅游博览会等活动，使这些活动集表演性、民俗性、群众性、参与性于一体，让游客能够亲身感知这些鲜活的文化。第三，

通过雕塑、建筑等实体充分彰显文化内涵。雕塑，可以丰富旅游文化内涵，极具历史研究和艺术观赏价值，甚至有一些可以成

为城市地标形象。通过民俗一条街、文化商业步行街的建设来拓宽和优化城市的文化实体空间。我们还可以在历史事件、名人、

名篇和影视作品上做文章，建设具有文化品味的主题公园和亭、台、楼、阁等建筑。第四，建设影视拍摄基地，拍摄更多反映

江西文化的影视作品。通过影视作品来反映当地文化的内涵，对外传播当地文化，带来巨大的文化传播效应。江西生态良好，

山水如画，文化底蕴深厚，为建设影视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影视城的建设，可以使江西的美景和人文频频在镜头前光顾

和表现，是传播地方文化极佳途径，也使影视旅游成为当地旅游的特色，带动旅游的发展。

三、江西旅游文化发展的战略措施

(一)整合优化，构建整体开发新格局

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的核心是整合文化要素，把散点化的旅游文化因子“聚合”成特色突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的文化旅

游产品
[6]
。我们要发挥文化对旅游开发有“点化”和“整合”的功能，把一种文化理念贯穿于分散的景点，做到“景散意连”，

使旅游资源得到深度开发，使旅游开发发挥整体效应
[7]
。第一，点上：开展江西文化因子专项旅游。江西应根据各景点的实际情

况，遵循“文化-品牌、名牌-产品”开展专项旅游。例如：我们应着力开发以革命圣地为依托的红色文化、以名山名湖名城风

景名胜为依托的山水文化、以道教佛教圣地为依托的宗教文化、以瓷都景德镇为依托的陶瓷文化、以庐山为重点的会议文化等

专项旅游精品。第二，线上：构筑江西文化精品线路。例如：应精心打造红色经典旅游线、生态观光线、名人故里旅游线、山

湖瓷乡旅游线等旅游精品线路。第三，面上：加强区域合作。要进一步重视与周边省市的旅游合作，积极打造赣湘鄂、中部六

省、闽粤赣等旅游区域协作圈，主动融进“泛珠三角”和“海峡西岸”经济合作圈。在合作区内旅游实施资源共享、信息互通、

客源互送、品牌同塑、联合促销等活动，努力实现优势互补、效益共享、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联动效应，真正实现“大旅游、

大市场、大产业、大发展”的新格局。

(二)大力宣传，突出地方文化特色

充分利用广播、电影、电视、网络、书籍、报纸、杂志等宣传媒体，大力宣传和推广江西旅游文化形象，形成强大的、多

方位的视听效应，提升江西旅游形象和影响力。首先，塑造整体旅游形象，大力宣传促销。由于江西省地域文化呈现多元化特

点，因而在旅游宣传促销中要进行地域旅游文化资源整合，形成整体形象。在旅游文化资源整合过程中应围绕知名度高的旅游

景区和旅游品牌，抓住地域文化中最本质的内容，对地域文化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只有这样，才能使江西旅游整体形象

更突出和鲜明。各地应联合宣传促销，将江西整体旅游形象作为广告，在各大媒体大力进行宣传，使之成为江西形象的靓丽名

片。其次，突出江西文化特色，打造江西文化演艺品牌。借鉴“印象·刘三姐”、“云南·印象”等大型演出的成功经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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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鼓励江西文化创作，高标准策划江西文化演艺品牌，突出鲜明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满足旅游者“求新、求知、求乐”

的愿望和需求，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不仅能迅速提升旅游城市和企业的品质，其本身也形成新的旅游

吸引力。再次，完善旅游解说系统，培养高素质导游人员。导游人员是传播文化的使者，用自己个性化的语言及表达方式，把

旅游点的深层次文化底蕴传播给旅游者，努力给游客以知识、乐趣和美的享受。因此，要高度重视旅游形象宣传第一线，设置

完善的江西文化旅游解说系统，培养一批有素质、熟悉江西地域文化的导游人员。

(三)开发旅游商品，产生良好经济效益

特色鲜明的旅游商品不仅易被旅游者认知，是旅游景区最好的广告，而且能够带来很好的经济效益。首先，建立旅游工艺

品研发中心。建立研发中心，通过高端的研发人才和众多能工巧匠的共同努力，充分挖掘旅游商品的内在价值、文化和个性，

大力开发特色产品。其次，建设一批文化、科技含量高的旅游商品生产基地。要充分发挥科技、市场优势及深厚的历史文化优

势，大力弘扬传统工艺，建设一批文化、科技含量高的旅游商品生产基地，重点开发陶器、工艺瓷器、脱胎漆器、木雕竹编、

毛笔砚台等民间工艺品和江西字画、名优土特产品。再次，可根据江西旅游重点景区的划分，树立与景区同名的旅游商品品牌。

如三清山旅游区其旅游商品可树立“三清山牌”等。利用这些有一定影响力的景点“以大带小”来带动江西旅游商品的知名度，

实现旅游商品生产的系列化。最后，建设大型的旅游商品集散中心。通过这个中心使江西的精美旅游商品行销全国，走向世界。

(四)打好名人牌，发挥名人效应

江西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这些名人闻名中外，旅游文化背景广阔，人、事、物相联系，旅游文化品位很高，具有一定的

垄断性
[8]
。要打好名人牌，发挥名人效应。名人效应的发挥能更好地提高江西旅游知名度。一是加大名人遗迹的保护力度，加强

对名人事迹的整理和名人文化的研究。加强与国内外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交流，举办学术研讨会，有效提高名人文化

研究的水平，充分挖掘名人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二是借助名人效应，举办一些国际性、全国性文艺赛事和节庆活动，拍摄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名人影视作品。三是将名人文化运用在城市建设中，使名人文化与城市建设相融合，增强城市的文化气息。开

发建设名人纪念馆博物馆、具有名人神韵和名人事迹的雕塑、名人陵园、名人文化广场等物质载体，用名人的姓名为一些广场、

公园、道路、文化体育场馆命名，彰显名人文化，使它们可视、可感，扩大名人文化的旅游功能和旅游容量，从而吸引更多游

客。四是开发、推出名人文化旅游专线，形成规模效应，进行产品包装，搞好“组合营销”。江西的名人旅游资源虽然丰富，

但空间分布上相对比较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与聚集效应。在旅游开发中，可进行景点优化组合，开辟“江西名人文化旅游

专线”，进行产品包装，搞好组合营销。五是开发研制名人文化旅游商品。可出版发行名人音像制品、事迹图书，可设计含有

名人或名人事迹精美图案的纪念品、发行纪念章、纪念币、便于携带的名人半身或全身的铜像等。

(五)以文化为魂，实现市政建设与旅游开发一体化

以赣文化为灵魂，将市政建设与旅游开发相结合，从而实现市政建设与旅游开发一体化、商旅互动发展的新格局。一方面，

创造视觉效果。视觉设计的目的是使一切初到江西的游客，首先在视觉上产生对江西良好的 “第一印象”，在机场、车站、码

头等“城门” 要建设标志性文化设施和蕴涵宗教文化、赣文化特色的大型雕塑，使人一进江西就能体会到具有浓郁特色的江西

文化风味
[9]
。另一方面，从城市规划着手，整合城市综合优势。就南昌市而言，全面整合城市综合优势宜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

是市政建设与建筑风格，应根据历史基础分街区突出特色，凸显城市空间的设计特色。二是城市绿化应多种大树，尤其是老城

区应多种代表江西风格的树种，园林、广场的设计应注重与周围文化底蕴相协调。三是城市“窗口”区，展示鲜花遍地、绿草

成茵的形象；同时突出现代化气息，利用电子屏幕展示南昌市城市信息和新风貌。四是增强旅游景点品位，从项目设计到表现

手法注入赣文化，积极营造赣文化氛围，并显现旅游创意和动静结合。五是把旅游意识融入中心商业区、特色商业街、商城规

划设计中，融购物、休闲于一体并选择特定地方营造立体步行休闲消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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