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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民俗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研究 

——以甘孜州为例 

陈瑞 宋丹 黎佳茹
1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摘 要】：旅游业不仅是一种服务业更是一种文化产业，极具特色的康巴民俗文化是康巴人民原生态的生活方

式和自然地理环境的沉淀。康巴地区幅员辽阔，拥有圣洁的冰山雪岭，奔涌的急流大川，澄澈的高原湖泊，牛羊遍

布的绿色草原等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拥有“锅庄舞”、“弦子”、格萨尔文化、绘画雕塑，民族手工艺品等特色

鲜明的文化资源。“十二五规划”以来，以甘孜州为例，该地区大力发展旅游业，以其浑然天成的地理优势和淳朴

的文化魅力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将旅游业全面融入地区战略体系，成为地区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因此，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当前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其中文化资源的开发更是旅游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甘孜藏族自治州 民俗文化 旅游经济 特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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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区范围广阔，但多数人一提及藏区或者藏族，脑海里想到的仅仅只有西藏，其实不然，中国藏区有几个区域，包括

康巴、卫藏、安多三大区域。其中，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的核心地区，是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四川甘孜藏区旅游资

源丰富，“锅庄舞”、“巴塘弦子”、格萨尔王、理塘仓央嘉措以及藏式服饰等藏民族特色文化，与四川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交

辉相映，使四川藏区成为我国最具魅力的旅游胜地之一。文化旅游已经成为当今旅游的一个热点，康巴文化底蕴丰厚，具有浓

厚的民族风情，加之火遍海内外的“康定情歌”，给甘孜州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根据甘孜州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2020年，甘孜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10.61亿元，同比增长 3.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80.67亿元，增长 4.5%；第二产

业增加值 105.34 亿元，增长 8.4%；第三产业增加值 224.6 亿元，增长 0.9%。虽然康巴文化旅游业近几年发展的比较迅速，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存在许多不足，如重点发展生态旅游经济、民俗文化旅游经济滞后，制约了康巴文化旅游的进一步发

展。本文将对甘孜州如何更好的发展民俗文化旅游进行探讨。 

1 民俗文化的特色及发展现状 

1.1民俗文化发展特色 

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位于四川省西部，康藏高原东南，总面积 15.3 万 km
2
，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地级行政

区；全州辖康定 1个县级市、17个县，289个乡/镇(其中街道办 2个、镇 110个、乡 177个)，2181个行政村；境内地形在全国

地势上属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主要属青藏高原气候，随高差呈明显的垂直分布姿态，其特点是气温低、冬季

长、降水少，日照足。2019年末常住人口 119.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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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文化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地区民族信仰多以藏传佛教为主，因此在服饰、饮食、民居、婚丧等方面始终保留着传

统的韵味。作为能歌善舞，满腹情怀和心灵手巧的民族，藏族人民也有其独特的歌舞、绘画雕塑等。 

在服饰方面，甘孜人民多穿“康装”，多以羊毛、毪子、氆氇等制作长袍，腰间扎以各种质地和花色的宽长衣带，组等皮

质藏靴，头戴皮帽或礼帽。男子的发型多以英雄式盘发为主，佩戴发箍、耳环、项链、身挂“呷乌”(护身符)，手戴手镯、扳

指，腰间佩戴吊刀、皮包、火镰袋等。女子的发型比较多样，一般用金银、玛瑙来装饰，或者用彩色的头巾、头带来固定发型，

其余部位与男子装束差别不大。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康北、康南、木雅、嘉绒等农区和牧区在服装上略有不同，但总体差别

不大。 

在饮食上，传统的藏餐是其一大特色。藏餐的主食多是糌粑、牛羊肉、乳制品，食用油多是酥油或者牛羊的板油，且藏区

人民多爱喝茶、喝酒。地区作物以青稞和小麦为主，是传统的小吃和特产制作的主要食材，比如青稞酒、小麦\青稞花花，馍馍

等。农区一般吃水磨糌粑，牧区一般吃手磨糌粑。烙饼、锅魁、“羊角馍馍”、酥油包子、牛肉蒸饺、酸菜面卷、“郭热煮饼”、

“锅圈子”、“火烧子”，金银面饭等面食都是甘孜地区的特色食品。除了面食还有羊牛肉制品，如风干牛肉、肉松、血肠、

肉末汤、“挂猪膘”、“香猪腿”，“臭猪肉”等。乳制品作为牛羊奶的副产品，也可以制作多种美食，甜奶酪、酸奶酪、酪

饼(奶饼子)、奶渣，奶酪糕点等。藏茶不同于一般的茶叶泡茶，藏茶所泡的食材多样，且种类丰富，如金尖藏茶、酥油茶、砖

茶、奶茶、骨油茶、油茶、面茶、糌粑茶、核桃茶，豆蔻茶等。酒的浓烈与康巴汉子的豪放爽朗相得益彰，他们多饮酥油糖酒(“穷

查”)、酒羹和“咂酒”。 

在民宿民居方面，一般分为定居房屋和游牧帐篷两类，农区普遍是定居房屋，牧区多是游牧帐篷。甘孜地区处于横断山脉

地区，多地质灾害，因此定居房屋多用石头、天然黏土(现在多用混凝土做粘合剂)和木头这些抗震性较好，结构坚固稳定的材

料来搭建。丹巴、康定、道孚、雅江、稻城等地有多种石木结合的碉楼。除了碉楼还有“白藏房”，房屋的基本结构与普通的

楼房、别墅差别不大，但需要用白灰将外墙涂满，表示圣洁和吉祥。现在一些房屋除了用白灰涂抹，还用上了红橙紫等色彩绚

丽的涂料来装饰外墙。牧区的游牧帐篷多使用牦牛毛或羊毛编织而成的毯子，以达到保暖的效果，主要流行于色达，理塘等牧

区。 

在婚丧方面，主要的婚姻形式是一夫一妻制，个别地区保留有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兄弟共妻、姊妹同夫等现象，极少数

地区还保留着原始的“走婚”习俗。自由婚姻或者父母包办都是存在的。婚嫁十分注重礼仪，喇嘛的卜卦，吉日的选择，送亲

迎亲等都有一定的章程和规则；主要的丧葬形式有天葬、土葬、火葬、水葬、塔葬和树葬，根据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家庭经

济状况、死亡原因和喇嘛占卜来决定一个人的葬礼等级及方式。 

在民族艺术方面，康巴歌舞主要是“锅庄舞”和“弦子”，唐卡、壁画、佛像雕塑，寺庙装饰等色彩鲜明，所需颜料制作

方法独特，能够饱经风雨侵蚀而不失其艳丽。 

1.2民俗文化发展状况 

康巴民俗文化底蕴深厚，表现形式多样，充满了民族特色，拥有摄人心魄的魅力，少数民族同胞的热情和质朴更是让人如

沐春风。近年来，甘孜地区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充分运用其自然环境优势拉动了地区经济发展，但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开发

不足，目前比较熟悉的是红色文化景点发展相对较快。在交通方面，地区多峡谷山区让一些极具特色的文化资源难以被人们所

认识和了解。民俗文化的自身印记和淳朴的原生态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淡化和迁移。发展文化只是单纯的发展经济，使得其本身

的魅力和内涵变得现实而纯粹，文化商品化现象的加剧让人们逐渐忽略了文化的内生力，使得文化变得僵硬而死板。人们生活

方式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难以滋养原本质朴自然的文化发展，原本的根植于人们生活的民俗文化开始寻找其他的发展方向。 

2 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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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最好的资源，旅游是文化最大的市场。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将旅游业定位为战略性产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旅游产业不仅仅具有经济效益，更具有社会效益、文化效益，文旅融

合是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一大主流趋势。 

甘孜州是康巴藏区的主体和腹心地带，全州境内地形地貌独特、生态环境多样且自古是民族交往交融之地，全州的文化和

旅游资源具有大容量、多样性、独特性、垄断性的总体特征。甘孜州境内有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

傈僳族、满族、瑶族、侗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壮族、傣族等 25个民族，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服饰饮

食、婚葬嫁娶、待客礼仪、节庆游乐、民族工艺、建筑形式等，都各具特色，形成了甘孜州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景观。这些别

具风情的民俗文化，以其丰富的内容，浓厚的地方色彩，鲜明的民族特点，构成了甘孜州民俗旅游开发的丰富资源，具有极高

的旅游价值。近年来，甘孜州奋力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逐步打响了“中国最美雪山”“中国最美湿地”“中国最美草

原”“中国最美藏寨”“中国最美汉子”五大旅游名片，初步形成了“三环一带两湿地”的全域旅游空间布局。随着时代的不

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闲暇之时到各地旅游，体验不同的社会生活。少数民族独特的民间古老文化、传统风俗的形象再

现，更能迎合和满足生活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求新、求异、求知的心理需求。 

3 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途径及方法 

3.1有效利用互联网，带领藏族民俗文化“走出去” 

去年 11 月理塘丁真一夜爆红后，甘孜州文广旅局第一时间与制作公司合作，借助互联网在多个平台推出《丁真的世界》，

这不仅将网红丁真的形象正式转换到了旅游形象大使，也帮丁真的家乡理塘做了一次生动的文旅推广。“还可以多来点丁真，

把甘孜州 18 个县推向世界”甘孜州人大代表说道。通过《丁真的世界》，理塘向世界展现了从雪山、草原、冰川等自然风光，

到锅庄舞、仓央嘉措微型博物馆等人文风光，令无数网友向往，启程理塘，随之给理塘这座刚刚摘掉贫困县帽的县城带去了经

济效益，点亮了川西旅游。当今时代，是互联网的时代，粉丝流量带来的经济十分迅速，结合互联网打造甘孜州旅游业势在必

行，除了丁真，还有甘孜州稻城县“网红卓玛”，为家乡带来了很多经济发展机遇，直播网上卖货，把家乡稻城的松茸、虫草

以及牦牛肉等产品销到全国各地，给当地许多人带来了收入，走上了小康。除了理塘，甘孜州还有世界最大的佛学院色达五明

佛学院、享有“雪山下的宝库”和“藏文化百科全书”的德格印经院、雅江“康巴汉子村以及巴塘“赛马节”等具有浓厚民族

文化的景点，甘孜州 18个县还可以多来点丁真，让每一个县城的民俗文化色彩斑斓的展现，让更多的人发现甘孜州的独特魅力，

由此带动甘孜州的旅游经济发展。 

3.2突出民族特色，打造民族品牌 

甘孜州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茶马古道的主线，是格萨尔王的故乡，也是响彻世界的《康定情歌》的故乡。这样一个充满

藏民族文化特色的区域，令海内外无数游客向往，但是甘孜州目前的旅游重点还是停留在雪山、湖泊等自然风光上，旅游结构

比较单一，浓厚的民族民俗文化以及红色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这对甘孜州的旅游业来说是一大损失。民族地区要发

展旅游业，必须要体现民族特色，以民族特色文化为主题。甘孜州应该结合藏文化，利用宗教民俗、民俗工艺品、民族特色服

饰藏装、民族歌舞以及民族特色饮食为发展方向。甘孜州政府近年来也注重打造品牌意识，以“质”创品牌，注重标准化建设，

目前全州办理了 SC的产品 64户，省级著名商标 3个，省级品牌产品 5个，获得“圣洁甘孜”知名产品荣誉称号 32个；以“新”

强品牌，支持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加强产品自主研发，融合甘孜州旅游，重点开发了许多旅游产品；以“信”靓品牌，推荐“互

联网+”、“飞机+”等模式，2017年网上交易额突破 12亿元。在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

的发展思路，把最能体现甘孜州文化的藏式服饰、歌舞、藏戏、饮食等融合在一起，打造如“蓝逸”牦牛奶饮品、“大锅庄”、

“圣洁甘孜”、“雅江松茸”、“藏香猪”等甘孜州特色品牌，再借助互联网，带领这些民族特色文化以及文旅产品走出甘孜

州，走出四川，再走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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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甘孜州的旅游近几年发展比较迅速，但也还存在许多不足，旅游产业及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如今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民俗文化的开发还不够，要让甘孜州的旅游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还得改变传统的开发观念。旅游业作为甘孜州文化传播的

主要载体，既可以传播藏文化，也可以更好地打造旅游市场，开发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给甘孜州带来经济效益。要促进

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有效融合，需要融合“互联网+”，更快的把藏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发现藏文化的美，

除此之外，还得突出民族特色，打造民族品牌。通过产业融合，传播和发扬民族地区的风俗文化，实现地区的旅游产业和文化

产业的综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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