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探访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一文的思考 

文/李海平 

   近年来以“吃农家饭，品农家菜，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娱农家乐，购农家品”为主要内容
的休闲旅游形式之一的“农家乐”乡村旅游活动已成为旅游时尚并已成为旅游业中的一大亮点。但
是中国农家乐旅游究竟起于何时？发源地在何处？却值得探讨与研究。 
   2006年4月10日中国旅游报第一版发表了记者金启宁的报道文章，题为“徐家大院的变迁━━
探访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以下简称为“探访发源地”）。根据文章报道：“在即将于4月12
日举办的‘首届中国乡村旅游节’开模式上，国家旅游局将正式把‘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的称
号授予成都。为什么说农家乐旅游发源于成都？谁是最早开展农家乐旅游接待‘吃螃蟹的第一
人’？”随后作者从“种花卉种出农家乐”、“旅行社激活农家乐”、“政府引导提升农家乐”三
个方面对徐家大院作了全面的报道。显然，读者从报道内容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中国农家乐旅
游发源地在成都”。“而成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却在徐家大院”的结论！然而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
和研究来看，中国农家乐旅游的发源地应该是在浙江富阳而非成都。 
               一 
   据“探访发源地”报道：“1986年，为了解决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注：指前来村里购花卉的
商人）的吃饭问题，村里就指定刚花了一万多元盖了新瓦房的徐家来接待。好客的徐家人用自家的
盆景花卉将院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用自己种的蔬菜、饲养的家禽免费招待客人，优美的环境和可
口的饭菜让客人们赞不绝口。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村里觉得过意不去，让徐家收些成本
费，再后来客人一多徐家全家都忙上忙下，村里领导认为，付出劳动也是该收费的嘛！‘这就是农
家乐的邹形’，郫县旅游局副局长钟洪昭说。农家乐得名是在1992年。当时四川省一位领导来农科
村考察，看到村里的发展情况很高兴，欣然为徐家题字《农家乐》”。解读以上这段文字我们几乎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从1986年开始徐家接待的客人是前来村里采购花卉的商人，而非游
客。第二，从1986年到1991年徐家仅仅作为村里指定的用来招待客人的类似于“家庭饭店”或“村
委招待点”而出现的。第三，“农家乐”的得名时间是在1992年（即四川省领导的题词）。另外从
其他相关报道中我们也能得出相似的结果。比如：“张学中在致辞时说：……早在1987年，四川省
成都等地就开展了农家乐旅游，是全国农家乐旅游的发源地。”又如：“陴县是全国‘农家乐’旅
游发源地，14年前推出‘农家乐’。”可见，有关我国“农家乐旅游发源地”的说法不一，也缺乏
论证。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笔者为了编写“农家乐旅游与管理”这本特色教材，也为了查证中国农
家乐休闲旅游的发源地问题，曾专程前往富阳，走访了相关部门和当事人，查阅了有关资料，从而
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我县新联乡和尚庄是新开辟的风景旅游点之一，现有三十二家农户，一百二十九人，去年人
均收入达一千五百多元的小山村。和尚庄的周围环境幽静，不少农户的住房宽敞明亮并带有卫生设
施。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国际旅行社杭州分社的指导下，和尚庄试行接待了日本明
治大学研修团的三十名游客获得成功。”①“新沙农家乐旅游点和富春江天然游泳场的开发，为发
展我县风景旅游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提高我县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作出了贡献。三年来，新沙
农家乐共接待了来自四十六个国家的五千多名国际游客。”②“目前新沙岛旅游项目为淡水浴场游
泳，沙滩游嬉，岛上自然农作风光观赏以及特色‘农家乐’项目。农家乐旅游项目始于1986年（即
外国人做一日中国农民）。”③“我县新联乡勤丰村和尚庄自八六年被列为对外开放参观点以来，
观光游览的国内外游客日众，已先后接待了美、英、日、法、德、荷兰等十余个国家的游客达二千
五百余名。”④“1987年5月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旅游协调小组长谷牧同志专程前往富阳考察并
题词：‘农家乐，旅游者也乐’。” 
   从珍贵的档案文字资料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个事实：首先，证实了中国农家乐旅游是从
1986年开始的，即‘外国人做一日中国农民’。其次，说明了中国农家乐旅游发源于浙江省富阳县
新沙岛、和尚庄等地，“吃螃蟹的第一人”应该是富阳人，且接待的客人是由“国旅”组团的外国
游客。再次，我国第一位为“农家乐”题词的国家领导人是国务委员谷牧同志。（参题词） 
               二 
“真正将农家乐推向市场是在1993年。当时一位旅行社老总陪同省领导来考察，在我家吃完饭后就
跟我谈，你家环境这么好，一定能吸引客人到这里休息娱乐，应该把你的农家乐推向市场。当时我
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市场嘛？”这是“探访发源地”一文中提到的徐家大院主人徐纪元的原话。可



 

见，从农家乐旅游推向市场的时间上来看，徐家大院要比富阳农家乐至少晚6年左右。那么富阳人
为什么要搞农家乐旅游项目？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形成和推向市场的呢？为此，笔者走访了当时参与
农家乐旅游项目开发的有关负责人。 
   1982年前后，正值我国旅游事业发展初期。而浙江省是旅游资源大省，尤其是自然旅游资源
极其丰富，在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就有杭州西湖、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
雁荡山、普陀山等地。作为“两江一湖”风景名胜区的第一站富阳历史悠久，景色迷人。“天下佳
山水，古今推富春。”这是宋代诗人李桓对富阳风光的赞誉；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称富春江的山水
“是天下无双的妙景”。 
   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富阳县古称富春，地理位置优越，距浙江省会杭州仅30多公里。境内有
山有水有平原，山川秀丽，风物宜人。富春江畔植物种类繁多，每到春秋时节，满目锦绣，生机盎
然，所以历代吸引了众多名人雅士来此游览和隐居。同时，富阳物产丰富，民风淳厚，这就为富阳
发展旅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5年至1986年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富阳先后成立了风景
旅游办公室、旅游总公司和富阳县旅游局。然后有关人员在与国际旅行社杭州分社的接洽中了解
到，不少外国旅游者在游览了杭州西湖后很想去富阳看看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富
阳县旅游局经多次集体研究讨论，最终形成了以国际旅行社提出的“外国人做一日中国农民”为主
题的“农家乐”旅游项目。随后，从1985年底开始，旅游局选择了富春江畔自然旅游资源、人文景
观资源和民风民俗资源条件相对优越的新沙岛、和尚庄和赤松村作为开放点并加以投资建设。 
                     三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乡村旅游在发达国家农村地区增长迅速，对推动经济出现不景气的
农村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乡村旅游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和意义得到了充分证明。在许
多国家，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一种阻止农业衰退和增加农村收入的有效手段。”“乡村旅游因现代人
逃避工业城市污染和快节奏生活方式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起来。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旅游业的
迅速发展，乡村旅游更是蓬勃发展。”“加拿大分别于1977年、1990年成立了乡村度假农庄协会
（CVA）和土著旅游协会（CNATA）。”可见，世界上乡村旅游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从旅游学的角
度来看，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许多西方国家已经步入休闲时代，所以生态旅
游、民俗旅游、休闲旅游已成为人的重要需要，并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这一时期也取得
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笔者在与时任富阳县旅游局长鲍先生的交谈中几乎也得到了这样的印
证，即在当时来富阳农家乐旅游的游客中有许多是旅游学专家、学者和大量的大中小学教师，从而
也说明了当时开发的原汁原味的、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富阳农家乐旅游已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高度重
视。那么，原生态的富阳农家乐旅游的民俗活动内容到底有那些呢？ 
   新沙岛 位于富春江中下游，与富阳镇隔水相望。全岛面积4．12平方公里，村民不足千人，
四面环水，桑林成荫，金沙铺地，风光奇异。竹篱茅舍，青瓦白墙的古村落，富有浓郁的乡土气
息。根据资源情况，当时安排的农家乐旅游项目是：乘竹筏畅游富春江━ 坐牛车观赏阡陌田园━ 
参观手工造纸、传统农具操作、木砻砻谷、石磨磨粉、编织草鞋、缫制丝绵━ 看斗山羊表演等。 
   和尚庄 位于县北新联乡勤丰村，距富阳镇9公里。这里三面环山，果树丛丛，林木参天，泉
水淙淙，全村32户人家错落其间，家家楼台亭榭，幢幢居室豪华，装饰典雅别致，宛如宾馆、别
墅。所以和尚庄农家乐旅游的特色是探访农家，游客入乡问俗，同吃同住，携手耕耘。白天游客同
村民或举行各类体育比赛，或到茶园挥锄劳动，或入农家与主妇、老人攀谈趣闻。晚上开锣唱戏、
棋牌对弈，各种文娱活动热闹非凡。现代化的物质生活与中国山野乡村传统的风情习俗融为一体。 
   赤松村 位于富阳镇东7公里的新民乡鸡笼山下，是个三面环山、两溪汇流的小山村。周围苍
松翠竹，环境幽静。全村400多户人家，主要以竹编花盆、花篮，编织藤器为生。游客在赤松村可
以观赏到各类竹藤工艺制品的手工生产全过程，如有兴趣还可以亲自参与实践等等。 
   综上所述，中国农家乐旅游的发源地无论从产生的时间、形式，还是从农家乐旅游的内容来
看均起源于浙江富阳。如果要将中国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历史划分阶段的话，那么大致上可以划分为
三个重要阶段。第一，起步阶段，即从1986到1992年，以浙江富阳农家乐旅游为代表。其主要特征
是起点高，要求严；旅游活动内容以展示我国江南乡村生产活动、生活习俗和民间传统工艺为主；
客源以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体。第二，发展阶段，即从1992年到1999年，以四川郫县农家乐
旅游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以乡村传统农业为依托；以品尝、购买乡村土特产品为主要内容；客源
以国内商人及旅游团队为主。第三，全面开花阶段，即从本世纪初以来的农家乐旅游，以2006年中
国乡村旅游年为标志。其主要特征是点多、面广；以乡村生态环境、新农村建设为依托；旅游活动
内容向观赏、考察、参与体验、休闲娱乐和度假于一体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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