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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休闲旅游应凸显“口红效应”

作者：彭石头 文章来源：红网 更新日期： 2009-3-17   

    “口红效应”一词已经伴随世界金融危机，一起步入国人视野，成为最热门的词语之一。“口红效

应”源自经济学界对某些消费现象的描述，每当经济不景气，廉价非生活必需品例如口红的销量反而会大

幅飙升，因为这些商品能对消费者起到身心双重“安慰”作用。在经济危机的“寒冬”中，大量人群受到

冲击，出现闲暇时间，社会心理出现焦虑、不安等特征，人们更想从现实困境中暂时逃脱，以世外桃源、

人间仙境立题的桃花源无疑是休闲旅游这支“口红”的不二选择。笔者以为，常德应以休闲旅游为取向，

大力培养、挖掘和提升桃花源旅游在区在区域旅游中的龙头带动和骨干支撑作用，自觉融入大湘西旅游经

济圈，推动桃花源风景名胜区走出湖南、推向全国，并打造成世界性旅游目的地。 

  一、桃花源具有发挥休闲旅游“口红效应”的客观基础 

  有研究者总结，要做“口红效应”里的那支“口红”，必须满足几大条件：首先，价格够低；其次，

具备心理安慰作用；最后，相比同价位的消费品，它的安慰作用更强，竞争力也就更强。从这一方面来

讲，桃花源具有着其他景区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 

  一是人文底蕴醇厚绵长，可满足思古探幽之求。桃花源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描绘的人间仙境，自《桃

花源诗并序》问世，便广为后人以文就景应证，以至文景声名两盛。《桃花源诗并序》所述避秦绝境，恰

与沅水之滨武陵郡桃花源吻合，被历代文人羽士作为“世外桃源”原型或真迹推崇，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

历史。桃花源在历史上是中国古代道教圣地之一，有第三十五洞天、第四十六福地美誉；千百年来，桃花

源咸集文人墨客，忙煞古今游人，历代文人骚客或吟诗题咏，或撰事纪志，或著文立碑，或挥毫入匾，为

文坛史库留下大量文珍墨宝。桃花源寺观亭阁之盛，诗文碑刻之丰，历史传说之奇，天下闻名。 

  二是自然景观丰富多姿，可供寄情山水之托。桃花源景区气势恢弘，内部景界幽奥秀美，外部景界雄

浑壮阔。山川自然妙造，有山生绝境、水造迷津、山回水复三个明显特征，以致成为内有避秦绝境，外有

水网迷津的物质基础。其山峦、岩体、水体、河洲、洞穴、峡谷、天象、生物景观多姿多彩。桃花源春季

丝雨迷濛，烟云舒卷，各路花仙荟萃，香风馥雨中唯桃花流水称胜。目前主景区共有桃花品种类型63种，

栽培10万多株，时序桃花群落总花期长达43—45天，唐代诗人王维《桃源行》中“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

仙源何处寻”，仍为今日桃花胜状真实写照。 

  三是风情民俗独特好奇，游客可参与其中放松身心。桃花源景区内现有的秦风楚俗，以其普遍而原始

的行为艺术形态，融和渗透于旅游服务和节日庆典之中，使“世外桃源”内部景界生活画面更为丰美。秦

人村景区居民，至今古冠古服，筒饭鱼羹，擂茶腊酒，好客如初。凡有远客贵客临村，仍如《桃花源诗并

序》所述“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并于席间敬食鸡头为大礼大义。周围地区老百姓浓厚的具有地域

特色的乡土文化和民情风俗，节日庆典，大兴傩戏傩舞、板板龙灯等大型游乐活动，古香古色，别生余

韵。清明前后，是人们来桃花源踏青春游的大好季节。在这段时日里，桃花源方圆数十里，不分男女，不

论老幼，不管尊卑，不辨官民，文人墨客，山野樵渔，都无约而聚，挤满桃花源，闹红桃花源。久而久

之，每年清明前后（俗称“前三后四”）便成了桃花源的盛会期，并沿袭至今。 

  四是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可背倚张家界和长沙。从地理位置上讲，桃花源西接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

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内首批5A级旅游区的张家界，东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处在长沙、常

德、张家界旅游走廊上。《湖南省“十一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深度开发的8条旅游精品线路，其中第一条

就是长沙－常德（桃花源）一张家界一湘西（猛洞河）的山水风光旅游线。从旅游行程安排上讲，由于张

家界和长沙建有两个国际性的空港，使其成为游客抵达和返离的进出口，桃花源正处于两者的中点，距离

长沙和张家界分别约两个小时车程，易于纳入旅游回路中。从功能定位上，近年来，常德已经认识到自己

所处的区位特点，以挖掘桃花源文化内涵、开发沅水风光和完善景区功能配套，依托丰富独特的资源和良

好的区位条件，强力推进区域旅游经济一体化，在湘西北旅游圈中接待服务优势日趋明显，大有成为湘西

北旅游经济圈中游客集散中心势头。 

  五是生态文明旅游取向，迎合现代都市生活群体心灵诉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主张丰衣足食，

勤俭治家，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就是现在大力提倡的“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最初理想，只不过现在的“两型社会”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建设的“两型社会”，与“桃花源”封

闭、不与外人接壤的“两型社会”相区别，是层次更高的“桃花源”。另外，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

发展，不是单纯地要求自由，而是要领会对自然的感悟，在绿水清山之间，在风拂稻苗之时，这何尝不是

一种逍遥之乐呢？人心思和谐，人心思古朴。“水回青嶂合，云度绿溪阴”，当游客沉浸在“偶闻黄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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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语，时有白云衣上生”的意境，自会有一种幽深恬静之感。 

  从旅游心理学角度来看，旅游就是要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的线路。如以此衡量，身兼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森林公园诸多头衔的桃花源风景名胜

区，既有以自然山水为基础的旅游环境美，也有以神话寓言为主题的“人间仙境”美，还有以社会文明为

依托的民俗行为美，完全具有打造成发挥休闲旅游“口红效应”的那支口红。 

  二、桃花源休闲旅游距离发挥“口红效应”尚有差距 

  经过多年经营，桃花源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强，市场半径越来越大，客源市场由近距离扩

展到了远距离，由散客市场扩展到了团队市场，由境内扩展到了境外。桃花源现已拥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成为了旅游界一个知名度较高的品牌。但距离成为金融危机下发挥休闲旅游“口红效应”的那支

“口红”，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 

  一是核心竞争力不够。桃花源这个名胜古迹，神州大地家喻户晓，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

序》中描绘的“世外桃源”，环球之内尽人皆知。但桃花源景区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藏在深山人未识”

尴尬，近者知，远者不知；近者来，远者不来。游客主要是国内特别是省内游客，境外团队所占比重较

小，与东邻长沙、西邻张家界的游客结构差异很大。欲提升常德旅游产业在大湘西旅游经济圈的核心竞争

力，桃花源必须作进一步挖掘。 

  二是旅游纵深不开阔。桃花源旅游既没有与周围的花岩溪、夹山等景区形成旅游回路，也没有与近在

咫尺的张家界、长沙实现有效捆绑，迟滞效应不突出，多是过路观光游客，没有象张家界、凤凰等景区一

样成为旅游目的地，更没有形成跨夜旅游的态势。游客投入时间有限，且多只光顾桃花源核心景区，沅水

风光带和外围景区并没有真正开发出来，由此带来的经济产出也必然有限。 

  三是产品开发不应景。目前旅游项目仍然停留在观光阶段，忽视桃花源赋予游客放松身心、心灵回归

的期望，游客的参与性、体验性缺乏，易产生旅游疲劳。另外，只是季节性的旅游胜地，单纯注重春天这

一季节，没有将春夏秋冬形成一个有机链条，导致旅游资源闲置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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