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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文化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的思考 

徐丹1 

（大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0） 

【摘 要】文化旅游在旅游业中渐渐开始受到重视，人们在游山玩水的同时，开始更加重视该地区或民族的文

化，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分析了大理文化旅游的现状和可持续发展中的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大理文化旅游可

持续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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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旅游的优势 

文化旅游，是指通过旅游实现感知、了解、体察当地的人文风情，获得不同的体验感。同时，旅游业的带动性比较强，它

的发展可以带动衣、食、住、行等一系列行业，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各个地方民族、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的

差异，造就了不同地域不同的人文风情。比如我国的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就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起源，可以让游客感受到浓郁的

文化底蕴，在利用当地传统文化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发展和推广了该文化。 

文化旅游具有以下几点优势：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融合，有利于更快找到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业发展模式；文化旅游带

动了除酒店业、服务业、运输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为外来游客提供了感受当地文化的

机会，切身体会到异地风情和文化底蕴；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让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去。 

2 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1995 年 4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旅游组织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会议”，大会指出：可持续旅游包

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旅游环境的同时，改善旅游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二是在开发过程中维持旅游供

给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文化的完整性和旅游业经济目标的可获得性；三是保持和增强环境、社会和经济未来的发展机会。 

文化旅游发展的同时，还注重用前瞻性的眼光，并且结合当地的实际来综合考虑该地区的可持续性。比如人们在感叹大理

的苍山雪洱海月的同时，是否做到了保护环境；在崇圣寺许下美好愿望的同时，是否做好对文物的保护工作；当地政府在开发

旅游资源的同时是否考虑到了环境的承载力有限……这些都是要思考的问题。 

3 大理文化旅游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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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大理作为以白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有浓郁的民族味道；大理作

为滇西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优越，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度假胜地。 

例如颇具白族特色的喜洲古镇，不仅可以看到如“两房一耳”“ 三房一照壁”“ 四合五天井”“ 六合同春”的白族民居建

筑，可以了解到非物质文化，如白族扎染技术、雕刻和彩绘等。同时，喜洲还是白族民族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在这里可以

了解到以经营茶叶、药材为主的“喜洲商帮”，走在这个以前被称为大理“小香港”的地方，一街一巷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流淌在喜洲人骨子里的血液，在祖荫庇佑下的白族人民，都是对文化旅游最好的诠释。除此之外，还有大理白族的民俗节庆，“三

月街”“ 绕山灵”“ 石宝山歌会”等等，都是浓浓的“白族味”。 

4 大理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4.1 生态环境问题 

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人们对大自然的漠视只会让我们失去大自然的馈赠。例如，洱海作为我国第七大淡水湖泊，孕育

了大理人民近四千年，也是非常难得的保护得比较好的“高原明珠”。但这颗高原明珠还是没能幸免受到了污染，洱海的自我净

化能力也减弱，其形势不容乐观。由于前些房地产的“大跃进”，很多人来到大理并此修建客栈，造成了客栈和民宅的过度开发。

为了保护母亲湖，洱海周边不符合要求的 1800 多家客栈拆除，房地产项目基本停工。除此之外，农民的农业发展与洱海的保护

问题存在冲突，农民种植作物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这颗高原明珠也渐渐暗淡。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不文明行为依然存在。洱海周边风景秀丽，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但洱海洗车事件依然时有发生，各个景

区也还存在乱扔垃圾的情况。在气愤的同时，也折射出了部分游客环保意识薄弱，文明旅游的宣传还存在不到位的情况。 

4.2 文化缺乏生命力 

由于缺乏专业系统的规划管理，民族文化特色渐渐失真和变味。以大理古城杨记的网红打卡地为例，快文化带来的利益同

样也是短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新鲜的事物上。民族服饰渐渐汉化，失去了本来的特色，取而代

之的都是各种网红爆款服饰。人们到景点就像是完成任务一样拍照打卡，忽略了对此地文化内涵的深入探索，因而普遍对特色

文化的重视程度不高。游客们在走马观花的旅游中都会发现，全国的旅游纪念商品都大同小异，没有当地的特色。从一定层面

上来说，不利于文化旅游的发展，文化元素在这个随波逐流的过程中渐渐失真，导致派生出的旅游商品失去了应有的文化内涵。 

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步伐不一，对文化的开发工作欠缺思考，没能追求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例如，在开发少数民族文化时，

没有去深究不同人情风俗的民族背后的文化，而仅仅是抓住看到的现象。 

4.3 监管不力，游客体验感差 

网络迅速发展的时代，各种信息参差不齐。例如现在的抖音短视频、知乎、马蜂窝的旅游分享等，确实为当地的旅游做了

宣传，但信息也会变得更加透明，稍有不慎就会坏了口碑。特别是负面新闻的爆出，导游宰客或者无良商家等层出不穷，游客

的体验感差，在网络舆论的催化下导致其他游客不愿意来旅游。 

旅游服务经营乱象，市场监管难度较大。下高铁站或者靠近古城，路边拉客的现象比较突出，至于这些拉客的背后是不是

正规的旅游接待团队有待调查，一旦出现问题，影响游客的体验感不说还会把辛辛苦苦打造的大理形象毁于一旦，得不偿失。 

2016 年 11·11 丽江游客被打案、云南瑞丽 30 万手镯摔断事件都是前车之鉴，对云南的旅游业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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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打折扣。只有把治安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等这些大理文化旅游的前提条件保障好，文化旅游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好。 

4.4 缺乏当地人的参与 

游客来到大理，与当地人打交道是最多的，从当地人身上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的民风，也直接影响了外地人对大理的直观印

象。 

当地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不够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少数民族被汉化的现象不再陌生，特别是白族这个包容性特别强

的民族，汉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随着国家教育水平的发展，年轻人去到不同的地方上学，有些直接在大学所

在的城市工作定居，问起当地的民族风俗很少有人能说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传统民俗渐渐被忽略。 

试问，如果少数民族的年轻人不去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将来由谁去继承这些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 

5 大理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5.1 加强环境保护，背上文明的行囊 

保护大自然，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一切可持续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

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旅游团也应该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对游客进行环保培训，签订文明出行的条约，强力杜绝不文明、不和谐现象。游客出

行带上旅游必需品的同时，也要背上文明的行囊，自觉维护大自然的“颜值”。相关部门可以在景区组织当地事业单位或者大学

生做“文明志愿者”进行监督，全民皆兵，提高公众参与度。 

政府也应该合理设计规划，科学开发自然环境，杜绝由于利益所趋，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乱开发，不监管，不治理等造

成环境破坏。探寻新的农业经济模式，实现发展经济与有效保护自然的双赢局面。 

5.2 提升文化内涵，享受高品质的旅行 

没有文化内涵的旅游就像没有灵魂的躯壳，抓住社会的趋势，寻求文化旅游发展的新路径。人们对旅游的要求发生着潜移

默化的改变，部分游客来大理是因为这里的气候宜人，空气清新，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可以缓解压力，追寻南诏回忆，感受民

族人文风情。 

客栈产业可以不再是靠给游客报旅游团、茶叶等为副业，可以考虑文化创意的路径选择。提高大理休闲度假的游客的参与

度，组织他们放松之余参加融入了文化元素的插花、泡茶或者扎染等体验活动中。现代人面对各种竞争早已精疲力竭，他们的

旅游不再是到处跑景点，只是想从紧张的工作和世俗的压力中解脱出来。这不单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场心灵治愈的旅途，

更是今后文化旅游的发展趋势。 

5.3 规范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利用互联网这个大舞台，将大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展示出来，塑造文化旅游的良好形象。当地相关部门应积极寻找摸索出

适合大理的开发模式，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开发。例如，地处偏远的民族村

寨，虽然保存得较为完整，但他们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大多数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相关部门在开发引导的过程中要做到统筹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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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既要改善交通改善贫困，同时还要保存好当地的民族特色。积极宣传本地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特色，让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无缝连接。政府部门要切实起到监督作用，采用文化引导与制度引导相结合的方式，使云南省各个形态的文化载体得

到良好的保护和传承，把文化旅游产业的品牌做响，让旅行者有常来常新、常来常有的特别体验。 

5.4 增强民族认同感，做好文化的传承 

只有增强当地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并为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感到骄傲，乐意去继承和宣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其次，本

地人对本地区的情况比较了解，当地政府应该培养当地的人们去学习新的知识技能，并为本地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留

住本地人力资本的同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外地的人才，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只有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

去规划人才培养的方向，才能使得学校能够培养出民族地区发展的真正所需的人才。同时相关部门应时刻关注大理的旅游市场

发展变化，掌握最新动态，调整人才培养的方向。 

6 总结 

总之，文化旅游开发的盛行，不仅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能够更加富有自己独特魅力，产业结构得到转型升级和优

化，更是能够有效提高该地区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大理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

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同时，要充分发动群众主体的力量，才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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