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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基于文化生态平衡的乡村旅游现状 , 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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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旅游是将农业生产、农业生活和生态环境合为一体

的一种旅游开发模式, 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

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 以城市居

民为目标市场, 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

需求的旅游活动[ 1] 。据统计,2006 年中国乡村旅游景区( 点)

接待游客就已超过3 亿人次/ 年, 旅游收入超过400 亿元/ 年。

中国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业的一个新的成长点, 成为带动农

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 2] 。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我国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得到开发 ,

并逐渐形成了“农家乐”、农业观光园、农业新村、古村落、农

业景观观光等几种基本模式。近年来 , 由于城市污染的加

剧、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乡村旅游日益受到青睐, 同时

乡村旅游也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 但乡村旅游在迅速发展

的同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部分地区的乡村旅游

呈现过早发育、过快发展、无序开发等态势。相对于自然生

态而言, 文化生态平衡是文化生态系统成熟、稳定、和谐的存

在状态 , 我国一些地区乡村旅游的无序盲目发展致使当地的

文化生态失衡。因此, 我国应在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上, 大

力推进乡村旅游的快速全面发展。

1  基于文化生态平衡的乡村旅游现状

1 .1  乡村文化被城市文化同化  文化差异性是旅游的内在

驱动力, 而旅游过程需要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 , 不同性质文

化因素的相互接触、碰撞、取舍、融合等。参加乡村旅游的旅

游者大多数来自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城市, 因此经济发达地

区的文化对欠发达地区的弱势文化有较强的影响力, 乡村旅

游失当开发会促使弱势乡村文化被强势城市文化所同化[ 3] 。

1 .1.1 乡村旅游景观城市化。一方面, 在发展乡村旅游过

程中, 由于缺乏对乡村旅游本质的认知, 旅游接待设施建设

逐渐陷入城市化误区, 如一些乡村旅游地区大规模建造多层

住宿楼房、过分装修房屋, 购置卡拉OK 机、游戏机等现代设

施, 有的旅游地区甚至在古村落中修建星级宾馆, 使浓郁的

乡土气息遭到破坏[ 4] 。另一方面, 由于乡村居民迫切渴望改

善生活条件 , 运用现代化建筑材料, 将有特色的传统民居改

建成华丽洋房; 或建造一些非当地风格的建筑 , 与当地原有

建筑风貌格格不入, 破坏了乡村整体形象, 使聚落景观、田园

风光逐渐消失, 乡村景观美学价值不断下降, 乡村旅游的硬

件吸引物逐渐消亡[ 5] 。

1 .1 .2  乡村民风道德变质。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对

社区传统民风、价值观念造成一定的冲击。城市居民在乡村

旅游时, 将先进思想带入乡村的同时, 对乡村的传统观念产

生了消极影响; 城市居民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 , 村民之间贫

富差距的拉大, 打破了原有的淳朴民风 , 改变了传统的伦理

道德观念; 一些乡村旅游开发者素质较低, 以低级趣味迎合、

吸引顾客, 如在部分景点设赌局吸引顾客, 使景区成为黄、

赌、毒的窝点; 有的景点为游客提供狩猎工具 ; 部分景点甚至

用“吃野味”的招牌吸引顾客, 使一些国家保护动植物遭到了

严重破坏[ 6] 。

1 .1 .3  乡村传统文化失真。乡村旅游的开发商和经营者为

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迎合旅游者求新、求异心理, 在

短期内使旅游者数量和消费额达到最大化, 将乡村风俗民情

( 传统的文化习俗和庆典) 逐渐呈现庸俗化, 使其以舞台表演

和快餐的形式“出售”, 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和背景 , 失去了原

有的韵味, 乡村传统文化失真, 甚至被扭曲, 乡村旅游资源特

色大减。独特的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旅游地产生吸引力的

核心源泉, 但旅游活动在开阔乡村居民视野的同时, 也削弱

了乡村居民对当地独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保护的积极性

与主动性, 如服饰文化、乡村民俗、农耕文化等乡村传统文化

逐渐被削弱、异化乃至流失。再如, 贵州侗族大歌以“口传心

授”、“言传身教”和“集体展演”作为主要传承方式, 但自开展

旅游活动以来, 由于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 不少侗族青年对

侗族大歌的兴趣渐失 , 使其失去有文化认同感的文化传人和

民风, 将可能在几十年时间里烟消云散[ 7] 。可见, 城市文化

对乡村文化的同化削弱了乡村性和地方性, 降低了文化差

异, 导致了城乡差别的日趋缩小或最终消失, 同时也使乡村

旅游失去赖以生存的文化吸引力。

1 .2  乡村居民生活秩序被破坏  乡村旅游发展不当会影响

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 破坏居民生活秩序。

1 .2.1  造成旅游“行为污染”。部分乡村旅游者素质较低 ,

在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 容易造成旅游中的“行为污染”。如

一些游客在旅游中乱扔垃圾, 在欣赏民族文艺表演时打瞌

睡、吵闹、对当地民俗进行不礼貌评价等不文明行为 , 已成为

一种“公害”[ 6 - 7] 。

1 .2 .2  侵害乡村居民的私人生活空间。发展乡村旅游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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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若缺乏合理的规划, 进行无

序盲目发展 , 为乡村旅游地带来负面影响, 乡村将失去以往

特有的宁静和闲适 , 使当地居民的私人生活空间日益狭小。

1 .2 .3 加剧社区内部的不平等。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如

果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 各阶层、团体、家庭分享利益不公

平, 将拉大贫富差距, 破坏乡村居民的和谐关系, 导致社区内

部社会的分裂及不平等现象的发生。

1 .2 .4 引发系列社会问题。当地社区居民对旅游业构成一

定的影响。如果当地人对旅游持支持态度 , 对游客热情友

好, 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 旅游容

量的超载, 利益分配的不公 , 异质文化的碰撞均会引起一系

列社会问题 , 如偷窃、杀人、卖淫等现象, 会影响当地居民正

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 , 造成社会动荡, 也可能引发其他社

会问题, 更容易引起当地社区居民的不满, 阻碍乡村旅游自

身的发展。

2  基于文化生态平衡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要减少乡村旅游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 维持乡村旅游地

的文化生态平衡, 应寻求乡村旅游开发与保护传统的平衡

点, 最终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 .1 强化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2 .1 .1 保护与继承乡村文化。应建立健全乡村文化保护与

传承机制, 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与稳定性; 认真分

析乡村习俗、风情、服饰、建筑、农耕等丰富多样的乡村传统

文化沿革,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内涵, 提供真实、深刻的表征

本土文化的乡村旅游产品。

2 .1 .2 防止乡村旅游过度商业化。维持乡村旅游的适度商

业化有利于促进乡村旅游地区经济发展, 但在发展的基础

上, 应协调保护传统乡村文化与发展旅游经济之间的关系 ,

防止乡村旅游过度商业化。规避乡村旅游产品的庸俗化、舞

台化, 防止旅游地区接待设施产生城市化、人工化、商业化倾

向, 保持旅游产品和接待设施原有的“乡村性”、“本地化”。

2 .1.3 加强乡村旅游质量控制。应建立质量控制机构, 制

定乡村旅游行为准则、乡村旅游评估认证标准与质量认证体

系, 实行标准化操作和审计制度。加强乡村旅游质量控制 ,

一方面可以控制乡村旅游服务和产品质量, 保证和提高乡村

旅游者的满意度; 另一方面 ,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可避免对社

会文化造成负面影响。

2 .2  倡导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 应积极倡导乡村实行

“社区参与”管理模式[ 8] 。“社区参与”模式可实现乡村旅游

定位的转变。

2 .2 .1 完善乡村旅游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乡村旅游发展

中, 应防止利益分配不公 , 通过社区发展与参与, 对利益相关

者进行利益协调 , 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对乡村居民进行培

训, 使其充分了解乡村旅游的潜在利益 , 主动成为自身文化

的传承者和保护者。提高当地社区居民的福利待遇, 保持社

区稳定和整体综合利益与福利, 使当地居民从自身文化资源

的利用中获得利益, 极大的激发其积极性与主动性。

2 .2 .2  鼓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鼓励当地社区居

民( 特别是土著居民) 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当地社区居民通

过对当地环境的了解 , 能够向游客提供真实的解说及富有价

值的乡村旅游体验, 有利于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 促进乡村

旅游的发展。通过教育培训, 努力使社区居民成为当地旅游

业发展的主体; 鼓励当地社区居民直接参与乡村旅游有关决

策的制定; 培训社区居民的评价与监督能力, 使居民能够认

识到旅游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 保持乡村旅游开发经营者

的本地化, 防止“飞地化”。

2 .3  发挥乡村旅游的教育功能  由于全社会生态伦理意识

淡薄、现行法律制度不健全 , 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机会主义

倾向, 在旅游开发或旅游过程中, 旅游开发者或旅游者的个

体行为可能呈现约束松弛倾向, 容易出现破坏旅游生态平衡

的行为。因此 , 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 一方面可通过健全

法律制度实现对乡村旅游相关利益主体的外在制约; 另一方

面, 应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教育功能, 使其对旅游者、旅游开

发者、管理者等相关主体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 在乡村旅游

产品及其解译体系中加入生态伦理教育元素, 如加强对乡村

旅游者尊重接待地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宣传教育, 提高乡

村旅游者的自身素质, 避免“行为污染”, 促进乡村旅游在社

会文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3  结语

乡村旅游在我国旅游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我国的经济

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基于文化生态平衡

的乡村旅游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因此, 我国应在文化生态平

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 注重强化乡村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 , 倡导“社区参与”模式, 发挥乡村旅游的教育功能, 以

维护乡村旅游地的文化生态平衡 , 保证我国乡村旅游业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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