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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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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太湖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63） 

【摘 要】：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者越来越重视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各地乡村旅游要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重视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苏南地区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对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

够、产品乡土特色不明显、缺乏体验性等问题，应通过加大非物质文化资源开发力度、突出特色乡土文化和加强旅

游产品文化体验性等措施，不断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乡村旅游 文化资源 苏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1 苏南地区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类型 

苏南是江苏省南部地区的简称，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中心，是江苏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现

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该地区自古便是“鱼米之多”、“江南水多”，具有悠久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乡村文化，尤其是水

乡文化，集中体现了苏南地区乡村文化的特点。近年来，苏南地区在发展乡村旅游，尤其是挖掘水乡文化资源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绩，给苏南旅游业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因此，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方面对苏南地区乡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分析。 

1.1乡村物质文化旅游资源 

乡村物质文化旅游资源是乡村劳动人民智慧的外在显现部分，也是乡村文化最直接的载体，具有可视性和可触性的特点，

乡村建筑、田园风光、乡村纪念品及工艺品等都属于乡村物质文化资源。 

苏南地区地处江南平原丘陵地带，因此其建筑有着典型的江南水乡的建筑特色，大多临水而建，淡雅朴素，且以群居村落

为主，村落周围又以乡村田园风光围绕。苏南地区土地肥沃、四季分明、雨水充沛，因此除了种植各类瓜果蔬菜之外，同时还

拥有较多的竹林和茶园，成为苏南乡村典型的田园风光。苏南地区也是我国私家园林的聚集地，玲珑精致、古朴雅致是其的典

型建筑特色。 

1.2乡村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 

乡村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是指乡村居民世代相承的、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包括口头

传说和表述、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手工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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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是吴文化的发源地，蕴藏着众多历史传说故事，例如：范蠡西施、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苏南地区

代表性的戏曲有昆曲、常剧、锡剧、苏州评弹、南京白局、丹剧等，其中昆曲被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地区自古以来人杰地灵，传统手工艺发达，拥有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苏州宋锦织造技艺苏

州缂丝织造技艺、苏州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等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苏南地区的各种节庆活动也非常丰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苏州甪直水乡妇女服饰、苏州端午习俗等；

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庙会有：南京地区祠山庙会、妈祖庙会、薛城花台会，苏州“轧神仙”庙会，无锡泰伯庙会、

惠山庙会，镇江金山寺水陆法会、华山庙会、九里季子庙会等。 

2 苏南地区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苏南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经过数年发展也取得的一定的初步成就，但对其文化旅游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挖掘

方面做得显然还不够。 

2.1深层次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苏南地区的乡村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在对其开发过程中大多是停留在表面浅层文化的开发，未深入挖掘的文化内涵，

尤其是对于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更是稀少。目前苏南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虽然已经注入了一定的文化资源，但是大多是以物

质文化资源的开发为主，对其当地的历史文化、艺术文化、节庆文化等都未进行充分挖掘。苏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资源不但数

量多，而且等级也很高，除了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之外，还有不少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在乡村旅游

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资源并未得到重视，因此一些非物质文化资源甚至处在后继无人、甚至濒临消失的状态，而旅游者也无法

在旅游活动中感受到这些文化资源，会觉得产品单调缺乏内涵，从而降低产品的吸引力，对该地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会

产生影响。 

2.2乡土文化特色不明显 

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重点应体现其特有的乡土文化，都市居民选择乡村旅游主要的主要目的是想要暂时逃离城市的紧张生

活，寻找与城市生活有着较大差异性的体验或经历，他们希望能感受到真正的乡村生活。但是目前苏南地区大部分乡村旅游发

展过程中并未将当地特有的文化特色融入其中，依然盲目的开发传统的“农家乐”形式的旅游产品，但是“农家”的乡土特色

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农家菜的食材不能体现当地农家特色；住宿设施环境标准化，类似于都市小旅馆；娱

乐方式单一，甚至演变成以棋牌娱乐为主的活动方式。这些都与旅游者想要体验的真正乡村生活的相去甚远，导致一些真正想

要体验乡村文化的旅游者望而却步，不利于乡村旅游的长期发展。 

2.3缺乏体验性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者对于该类型旅游活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再单纯的只想欣赏乡村田园风光，更希望能

体验田园生活、了解当地文化。因此对乡村旅游的活动方式的追求也从原本的观光度假型的旅游方式，转变为沉浸式体验性的

度假旅游方式。但是苏南地区在开发旅游资源时，大部分开发商依然采取较为保守的观光型的模式，即在充分挖掘乡村田园风

光的基础上打造一批以休闲观光为主的生态农庄或农业生态园等乡村旅游景区，主要以农业观光来吸引游客，不注重乡村文化

资源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体验，旅游者体验度和参与程度都不高，无法满足旅游者对乡村文化体验的需求。而文化旅游资源尤

其是非物质文化资源，往往不是靠单纯的看或者听就能让旅游者体验的，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或者手段让旅游者能够沉浸其中

或者参与进去，才能满足其对乡村文化体验的需求，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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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南地区乡村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对策 

3.1加大文化内涵挖掘力度 

苏南地区乡村旅游要想进一步发展，就要重视其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不能让乡村文化只浮于表面。在开发过程中尤

其要重视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首先要善于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结合。例如苏南地区有着丰富的名人文化，不

仅是历史上众多名人的故乡，也有很多与名人相关的历史典故和传说，在开发过程中可以将一些景区和名人故居和与之相关联

的名人文化充分联系起来，让旅游者在参观游览过程中能够加深对其的印象。其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一方面

可以通过建立博物馆的形式将其系统的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可以将其以一种旅游活动的方式展现出来，尤其是一些艺术文化形

式的旅游资源，例如：刺绣、惠山泥人制作等，都可以通过让旅游者学习、参与等动态的方式展开。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在将

非物质文化资源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能够提升旅游者兴趣，另一方面在进行文化宣传的同时，能够产生一定的经

济效益，使其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实现乡村旅游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2突出特色乡土文化 

旅游者参加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在于体验乡村生活和欣赏乡村景观，因此开发乡村旅游资源最主要就是要凸显出其特有的

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可以从原始风光风貌、乡村建筑、饮食文化等多方面展开。乡村的原始风光主要就是其田园风光，每个乡

村可以根据其当地的特色进行开发，例如无锡阳山镇就以“桃”为主题进行开发。乡村建筑主要在于其外观要与整个乡村氛围

相一致，乡村建筑的周围环境主要就是以田园风光为主，因此其建筑风格就应该凸显出与当地田园风光相匹配的乡村特色。无

论是建筑设计、还是建筑外观原材料的选择、乃至建筑外观色彩的选择都应符合周围环境。都市旅游者来到乡村，其主要目之

一的是来欣赏乡村风光的，他们并不希望来到乡村看到的依然是与长期生活的都市中相类似的现代化的楼房建筑，乡村院落的

农家氛围才是旅游者想看的，因此苏南地区的乡村建筑风格应该保持其原有的传统江南民居特色，而所谓的现代化乡村应该体

现在其内部设施上，而非建筑外观风格上。这样才能使乡村建筑与整个乡村环境相协调，才能为旅游者创造良好的乡村文体验

环境。与此同时在农家菜的原材料使用和烹制上，都要以当地特色的食材为主，在不同的时令推出不同的菜肴，或者结合当地

特有的烹制方法，让旅游者体会到农家菜与都市餐馆的不同。 

3.3加强体验性 

加强乡村旅游的体验性是提高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兴趣度和满意度的重要手段。在对文化资源深度挖掘的基础上，加强乡村

旅游的体验性，让当地文化能充分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各个方面，让旅游者能够领略到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通过加住宿环境的

体验性、增加乡村田间活动的体验等方面来实现。 

住宿环节是乡村旅游者开展乡村旅游活动的终于组成部分。良好的住宿环境可以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同时也能保持旅游者

对乡村旅游的忠诚度和回游率，形成稳定的客源市场，这也是乡村旅游开展较为成功地区的主要因素。现代的旅游者对住宿条

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简单变准化的住宿环境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了。苏南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达区域，因此乡村旅游的

住宿条件与其他区域相比也普遍较好，但是要想进一步巩固和吸引客源就应该将当地的文化特色融入到住宿环境中去，无论是

整体的内部设计还是摆设点缀都应突出一定的主题文化，可以让旅游者在住宿过程中体验到乡村文化，例如可以用该地区较多

的竹文化和茶文化与当下流行的养生文化相结合，从装饰文化、色彩、香味等多方面入手，给人以宁静致远的感觉，同时也符

合旅游者想要逃离喧嚣都市的目的。 

乡村田间活动也是都市旅游者体验乡村生活的方式，虽然苏南地区现在建有各种生态园和农博园等，但是大都以观光活动

为主，旅游者能够参与其中的大都以采摘的方式进行，显得相对单一且雷同。部分开发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吗，可以根据当

地特有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在不同的时间段设计不同的乡村田间活动，能够让旅游者尤其是青少年儿童能够深入了解农作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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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条件和过程，同时也增加了乡村旅游活动趣味性。 

4 结论 

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是乡村旅游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既有利于提升乡村旅游的品质，也能

够保护乡村文化旅游资源的传承。苏南地区乡村旅游要想进一步发展，就要充分挖掘其文化旅游资源，加强其乡村旅游产品的

文化内涵和文化体验性，重点突出乡村旅游的乡土文化，让旅游者充分感受地域乡村文化的同时，促进乡村文化旅游的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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