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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
变迁 

——《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
成果简介 

  2012年05月08日10:03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中南民族大学段超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研

究》（项目批准号为04AMZ002），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马晓京、田孟清、崔榕、李然、莫代山。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生产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地区传统生产方式作用下降，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取得主

导地位，其中以旅游业取代传统产业、成为主导产业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在民族旅游区，随着旅游经济不断发展，社会

文化也发生着变迁。湘鄂渝民族地区位于我国中西结合部，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区域的旅游业发展迅速，涌现出张家界、

凤凰古城、芙蓉镇等国内外知名旅游区，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区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项成果旨在全面阐述旅游业

发展背景下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真实状貌，分析旅游影响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具体因素，提出旅游区社会

文化发展对策，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和社会文化健康协调发展。 

 

  一、主要内容 

 

  一是对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历程与旅游业现状进行描述与梳理。从旅游资源状貌、旅游业发展历程、旅游经济发

展现状、主要旅游区情况等方面展示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业概貌。 

 

  二是对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进行总体考察。选取湘西张家界市武陵源区高云村、永顺县芙蓉镇、吉首市德

夯村、凤凰县勾良村，鄂西巴东县罗坪村、宜昌市车溪村，渝东酉阳土家族自治县龚滩镇和石泉村8个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区

作为考察点，剖析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表现、特点及其影响。 

 

  三是从不同侧面探讨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具体状貌。阐述了旅游背景下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

的7个具体表现，即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与变异、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现代性文化因素的增长、国外文化的传播与接受、

民族意识的变化、族群关系及族际关系的变化，旨在从文化具体内容上对旅游区文化变迁进行深入剖析。 

 

  四是影响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分析。对影响社会文化变迁的两个重要群体--导游和游客进行分析，阐述他们对旅游区

文化变迁的具体影响。 

 

  五是旅游区社会文化建设对策。在对文化变迁进行总结分析基础上，提出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建设的若干办

法。 

 

  二、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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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旅游区民族传统文化消解、变异与复兴并存 

 

  在旅游业持续发展下，湘鄂渝各民族旅游区普遍存在着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与变异现象。游客文化示范、文化商品

化、旅游文化建设等使民族传统文化发生变异和消解。不同类型的旅游区，文化消解与变异的方式、程度、影响不尽相

同。一是不同民族旅游区文化消解与变异存在着差异。土家族旅游区、苗族旅游区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变异程度不一。

二是开发时间不同的旅游区文化消解与变异存在差异。开发时间早的旅游区所发生的文化消解、变异现象明显。三是景观

主题不同的民族旅游区文化消解与变异存在差异。以自然景观为主的民族旅游区，民族文化消解与变异明显。以人文景观

为主的民族旅游区，民族传统文化消解与变异的速度较慢。 

 

  与此同时，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导致湘鄂渝民族旅游区民族传统文化复兴。这种文化复兴表现在传统节庆活动的恢

复、民族历史记忆与神话的重叙、民族工艺品及饮食的全面复兴、民族歌舞的兴起、民族传统建筑的再造等方面，民族传

统文化复兴通过文化意义再造、文化意义扩展、文化内容增添、文化内容简化、文化整体重塑等方式实现。不同类型的旅

游区民族传统文化复兴的方式、内容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2.旅游区现代性文化因素不断增多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湘鄂渝各民族旅游区的现代性文化因素都在增长。主要体现在旅游服务制度化，民众商品意识、

竞争观念、市场观念增强，科学知识日益普及，环保意识、健康意识、开放意识增强，世俗化生活不断发展，文化主体意

识不断张扬等方面。不同类型的旅游区现代性文化建构各具特色，现代性文化建构并不是以完全放弃民族传统文化为代

价，全盘接收现代文化因子，而是始终在现代文化与民族文化间保持一定的平衡，审慎而理性地构建着现代性文化。 

 

  3．旅游区催生出值得关注的特殊群体 

 

  旅游区不可能有与旅游发展无关的居民，村民的生产生活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在湘鄂渝民族旅

游区，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一个特殊群体：坐拥旅游资源而不思进取、不继续参与旅游业的群体。 

 

  一些旅游区的村民在旅游业发展初期，凭借居处旅游区的优势富裕起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他们却产生怕冒风

险、因循守旧、小富即安思想，不再参与旅游活动，与旅游发展带来的许多发展机遇擦肩而过。在旅游区蓬勃发展、人们

纷纷享受旅游果实的时候，他们却在怨天尤人，感叹时运的不济，埋怨政府办事不公，低程度地分享着旅游带来的收益。

加强对这一群体的引导十分必要。 

 

  4．旅游影响旅游区族群关系 

 

  民族旅游区由于占有旅游资源的差异，在当地人中形成“有”旅游资源和“无”旅游资源两个族群。“有”与“无”

两个群体的关系是微妙的。一方面他们是竞争关系，在旅游市场，他们展开竞争。另一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甚

至血缘上的认同，他们的竞争因此而受到一定约束。“有”者群体占有旅游资源，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形成高人一等的

自我感觉。为维持这种优势，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无”者向“有”者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力量、社会规

范、习惯法规都是他们利用的工具。作为“无”者群体，他们渴望得到与“有”者同样的发展机会。 

 

  目前，湘鄂渝民族旅游区“有”者与“无”者的关系并没有脱离传统的族群内部关系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当地的旅游

市场规模和旅游产业本身规模还没有发展到足以摆脱传统文化影响的程度。在族群关系内部起关键作用的仍然是民族传统

文化。当市场经济完全压倒民族传统文化时，“有”者与“无”者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更大变化。 

 

  5．旅游区的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并存共生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信息、技术、知识、资本等，旅游区的本地人并不能够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大量的外

来者进入旅游区，并形成了与旅游地族群相对应的外来族群。 

 

  相对于旅游地本地族群来说，外来族群有某些优势：愿意从事各种旅游服务工作，比本地人更勤劳，能够更好地开辟

游客市场，把握旅游商机，延伸旅游产业链。同时，外来族群在许多方面又处于弱势：不具备本地人先天拥有自然资源、

社会资源。本地人族群与外来者族群因为利益关系，时常会有竞争甚至产生冲突，但为了彼此之间利益最大化，两族群往

往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合作，两者之间的交往逐渐活跃起来，进而产生通婚等深层次交流。在旅

游发展过程中，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是并存的，“并存、连动、依附、融合”是旅游区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关系模式。 

 

  6.旅游影响旅游区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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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随着当地人参与旅游程度的深入，他们重视恢复、挖掘、保护、利用本民族传统文化，由此引发

旅游地民众的文化自觉，提升民族意识。 

 

  旅游区民众的文化自觉表现为民族风情的大量展示，民族传统技艺的恢复，对民族文化失真、增值、扭曲、破坏的忧

虑，以及对发展本地民族文化的强烈要求和建议。随着民众对本民族文化认识的深入，进而对本族文化与它族文化进行区

分，辨析民族之间的差异，增强了民族分界意识。民族意识的不断提升，又增强村民的文化自觉。可见，文化自觉和民族

分界意识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 

 

  湘鄂渝民族旅游区民众文化自觉和民族分界意识的变化，呈现出以下路径：我物与他物-我俗与他俗-我想与他想-我族

与他族。这是一个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演变的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 

 

  7.旅游影响旅游区民族认同 

 

  一些湘鄂渝民族旅游区，在旅游开发前，民众的民族意识并不明显。随着旅游来的发展，民族意识明显增强。一些土

家族旅游区，村民的民族认同经历了“汉族- 无所谓-土家族”的变化。这一过程带有渐近性特点，与当地旅游业从小到大

的发展过程、当地政府的文化重构过程相一致，与当地人对民族文化的掌握与认同同步。 

 

  8.导游和游客是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在民族旅游区，导游既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又是异质文化交往的使者，促进了旅游区的文化建构、文化革

新、文化增值与文化变异。 

 

  游客作为旅游区社会文化的消费者，其需求是民族旅游区生产经营行为的重要动力和导向。一方面，旅游区社会的政

府、旅游经营者、民众在满足游客的需求中，改变了自身的生产、生活设施，也改变了原本以传统农耕为主的生计方式。

游客对现代文化的示范与传播，使旅游区民众加速接受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大量游客涌入，一定程度地

使旅游区民族文化消解与变异。 

 

  三、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通过对文化变迁的实证分析，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理论；通过探析民族地区旅游与民族意识、族群

认同的关系，深化了民族认同理论；通过分析旅游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深化了族际关系理论。另外，通过阐述旅游区社会

文化变迁，使人们全面深入地认识旅游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全面认识湘鄂渝民族旅游区社会文化状貌，对于传承、创新

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旅游区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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