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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开发区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产物。目前，旅游业被称为“和平产业”，也被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发

区所重视。然而，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其它经济产业的投资项目不同，需要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既

有开发与保护的问题，又存在着合理布局、科学规划的问题。这些，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本文以青岛经济

技术开发区为例（下称青岛开发区），试图对其文化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现状与对策进行分析，以便做出客

观的评判，期达窥一斑而知全豹之功。 

     一、青岛开发区文化资源概况 

     旅游是人们外出旅行和游览的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文化旅游资源应当是能够对人们产生吸引力、

使人前来观览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等要素的总和。一般说来，这些要素可以是显性的物化形态，即能够

被人们所感知的具体实物，如山、水、亭、阁等；也可以是隐性的非物化形态，即通过象征、渲染等手段，

能够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如古战场的战争厮杀场面、传说中的神话、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等。一个城市

或地区的旅游资源，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一是以自然景观为主（如桂林山水）；二是以人文景观见长（如

古都西安），三是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结合体（如苏州、杭州）。固然，人们外出观光游览的动机多种多样，

不可一概而论，但感受异地文化、与当地人交往、体验其文化与生活方式等，仍是激起人们旅游的重要原

动力。可以断言，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和灵魂，21世纪是文化旅游的世纪。 

     青岛开发区于 1984年 10月建立，地处胶州湾西岸，南濒黄海，与青岛市区隔湾相望。区内拥有丰富的

旅游资源，既有大海、沙滩、岛屿、国家森林公园等景观，也有齐长城、马濠运河、牛王庙等遗迹。文化

资源有很大的挖掘潜力，这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具体地说来，可以分为： 

     1 . 胶州湾与小珠山文化：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浩瀚无际的海洋总是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漫步海

边，放眼望去，会感受到它的博大、包容、生机。清爽的海风，拍岸的巨浪，迷人的沙滩，是大自然造化

予世间的礼物。人们想海、看海、游海，要的是一份舒畅，求的是一份体验。康有为曾留下“碧波浩荡通天

边”、“怒涛高拍入云飞”的诗篇；2 沈从文也曾感慨：“海既那么宽泛，无涯无际，我对人生远景凝眸的机会

便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3 这就是文化，这就是



海洋文化的魅力。 

     实际上，一部胶州湾的历史，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青岛由最初的一个不起眼的偏僻渔村，而步入

现代化的城市行列，与胶州湾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以农立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农业

文明。与之相比，对大海却总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甚至为了政治目的，封建政府长期奉行“封关禁海”

的国策，致使海洋文化落后，海权意识薄弱，更谈不上对海洋的开发与利用。近代以降，西方列强从海上

叩关而来，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胶州湾的海防战略地位，逐渐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 

     青岛城市开发区文化旅游资源的现状与对策  胶州湾地处山东半岛南端，“地气平和，口外东边山势

崔嵬，无沙石之险，大小船只可以离岸百码行驶无虞。口门环抱，外口以陈家岛为南，青岛为北，偏东取

准为八里；又以陈家岛为南，坦岛为北，取准约六里，为此口至狭处。内口以青岛为西，坦岛为东，取准

约七里。澳内水面广大如湖，虽水之深浅不一，可以按船之吃水尺寸分别行驶驻泊”。4 这的确是一个天然

军事港湾。1892年，清政府为加强海上防卫，派兵驻防青岛，修建炮台，扼守胶州湾。但是不久，其战略

地位引起了一个欧洲大国的注意，这就是后起的德国。1898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

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德国陷入欧

洲战场之机，提出将全部胶州湾租借地无偿无条件地交付给日本，这一要求被拒绝后，随即对德宣战，派

兵登陆山东。战争结束，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得胶州湾。直到 1922年，在中国人民的努力下，胶州湾被收回。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938年 1 月，胶州湾地区再次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中。1949年，胶州

湾回到人民手中。 

    因此，不平静的胶州湾，像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在诉说着那段不平凡的历史。这里，曾是清政府

腐败无能的象征，又曾是各国军舰自由出入之地；这里，有许多的故事发生，也有许多的英雄淘尽。如今，

我们站在岸边，遥望胶州湾，仿佛又回到那远去的时代；船行胶州湾，身处其中，我们仿佛又体验到那逝

去的感受。胶州湾的历史，有着无尽的海洋文化资源。 

    青岛开发区的小珠山，“势压沧溟，气通霄汉”。与东海岸的崂山相对，素有“东崂西珠”之誉。小珠山呈

东南至西北走向，主峰海拔 724.9米，为青岛市西部群山之最。其山势绵亘起伏，峰险谷深，自古为兵家

重地。古人记载说：“登小珠山之巅，履白石之上，云雾生于足下，呼吸可通帝座，东望二崂，西观大崂珠，

北俯胶水，南临沧海，极目四周，超然有世外之思焉”。5 对身处喧哗闹市的人们，的确是一个融入自然、

放松心情的好去处。 



    2. 历史古迹文化：历史古迹文化，通常是指过去的人类实践、生活等活动留下的遗址、遗迹和遗物。古

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风光旖旎的自然风光，有了人类的活动，才被赋予

引人入胜的文化内涵。对旅游者而言，在感叹大自然造化神奇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历史人物曾经居住、生

活、到过的地方。先人的诗词笔墨、跋涉行踪，往往就是山中的“仙”，水中的“龙”。显然，历史古迹文化，

是旅游资源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战国时期，这里受齐国管辖。自秦朝以后，随着政权的变更，社会的变迁，一直是经济、文化较为发达

的区域。近代列强入侵，东海岸的青岛开埠通商，出现商旅往来、贸易繁荣的景象。青岛开发区的历史古

迹文化，较为著名、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齐长城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为抵楚、越等国的侵扰修建该军

事防御工程。史称：“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有余里，以备楚”。6 齐长城利用

地形，因势而建。在平原、丘陵地带，以沙土夯实，板筑为主，横断面呈梯形；在山区，则以块石、条石

或片石垒砌；在陡峭之处，则以“山险代城”。齐长城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结合。

在中国长城发展史上，齐长城的建筑年代最早，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长城。 

     齐长城遗址在青岛开发区境内，主要沿小珠山往东延伸，隐约可现多处烽火台、堡垒等要塞的遗址。在

海拔仅有 87米高的徐山，仍可以寻见一个约 3 米左右的土包，这是齐长城在入海前的最后一个烽火台遗址。

由此再东向，至于家河村入海。  

     3. 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指劳动人民长期以来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即社会文化。它是民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世界上的每

一民族都把自己的民俗文化当作宝贵的财富加以维护和崇敬。民俗文化主要包括民间信仰、生活禁忌、礼

仪习俗和节日风尚等。 

     青岛开发区所辖区域内民俗文化各具特色，既有农耕性的，又有渔业性的，还有诸多的民间信仰，较为

典型的主要有台头村民俗和牛王庙。台头村位于青岛开发区境内，因为一本书的出版而在社会史学界蜚声

中外，这本书就是《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杨懋春所写。台头村是杨懋春

的家乡，他以村庄的位置、村民、农业、生活水平、家庭的构成、家庭内部关系、经济群体、礼仪、婚姻、

孩子培养、家庭的兴衰、村庄组织、村庄冲突、村庄领导、村际关系、天喜的故事、村庄的明天等 17个部

分为线索，向人们介绍了一个中国古老农业村庄的社会风俗、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等状况，成为了解中国

农村民俗的一个窗口。在青岛开发区的徐山，曾经有一座“牛王庙”祠堂，在牛王生日的这天，附近村庄有



牛的家庭都要准备特制的供品，前来祭祀。传说很久以前，这一带的牛都在徐山上集中放牧，雇佣牛倌看

管。有一天，当牛群在山上吃草时，一头母牛爬上了一块巨大的岩石，直到天黑了还不下来。一切办法都

归无效后，村民们在岩石前献祭祈祷。随即牛的主人被神灵告知，牛王想在这里建造一个住所，村民们立

即答应照办，这头被称为“圣牛”的母牛，马上就从岩石上下来了。于是，人们在此建了一所牛王庙，开始

了祭牛的仪式。这类带有神秘色彩的传说是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当地宝贵的文化财富。4. 企业文化：

青岛开发区汇集了青岛的许多品牌企业，如海尔、海信、澳柯玛、双星、青岛港等，它们的成就为世人瞩

目。这些企业国内外知名，有特色鲜明的企业文化。海尔的“海尔是海”、“海尔，真诚到永远”，传遍世界；

海信的“一经选择，天天省心”，颇具人文关怀；澳柯玛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反映的是一种追求，等

等。青岛港的劳模许振超，成为当今国内学习的榜样。目前，青岛开发区的海尔工业园、前湾港，都建有

参观园地，并入选“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许多游人慕名而至。 

      

      二、青岛开发区文化资源开发的可行性 

     在社会发展中，经济是基础，起最终决定的作用。一般说来，城市开发区是经济较发达的区域，这就为

文化资源的开发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当然，各地开发区的文化资源情况不可能是一样的，在内容、数

量、性质上肯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抓住机遇，将旅游的文章做大、做好，清醒认识

到在这方面存在着的问题，并为此付出艰苦的努力。 

    如上所述，我们从几个主要的、并具有发展潜力的方面，考察了青岛开发区内的文化资源。但是，如何

将这些资源与青岛市内的资源进行整合，大打“青岛”牌，提高区域资源的知名度，形成更具吸引力的旅游

名胜景点，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今天看来，对该区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条件已经

基本具备。如果进行适当、适时、合理的规划，旅游产业必定会更上一层楼。 

    综合分析各方面的因素，青岛开发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已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首先，环胶州湾经济圈的形成，青岛开发区成为区域经济的重心。山东是我国的经济大省，正在向经济

强省的目标迈进。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富而美，大而强”的新山东的目标，随之制定了发展战略，描绘

了未来的美好蓝图。而在整个发展战略中，以青岛为龙头的半岛都市群的崛起，为环胶州湾经济圈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目前，环胶州湾经济圈已初见成效，呈扇形向内地辅射。为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2002年

8 月，青岛市委、市政府及时做出规划，做出“挺进西海岸，构建青岛经济发展重心”的决策，使开发区的地



位进一步提升。青岛开发区也展开了招商引资和大项目的工作，立足于“大工业、大港口、大旅游”三大产

业布局。诸多国内外大型投资项目的落户，经济犹如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世界 50

0 强的企业，如海信日立空调、龟田食品等，以及超过千万美元投资的大项目，纷纷在开发区建立。开发

区在整个青岛市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有人曾形象地指出，青岛是环渤海湾经济圈发展

中的龙头，而开发区则是这个龙头的龙眼。青岛开发区经济的发展，为旅游业发展创造了机遇，为文化旅

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条件。 

    其次，交通设施的改善，使青岛开发区的文化资源，与市内旅游资源捆绑结合、连点成线可以变成现实。

青岛是我国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蓝天碧海，绿树红瓦”，美丽的山海风光吸引着

众多的游人。与之相比，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青岛开发区却相形见绌，“名不见经传”。其中，与青岛隔湾

相望、交通不便，不能不说是制约游人前来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青岛经济重心的西移，交通设

施问题正不断得到改善。对开发区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青岛海湾大桥的建设，无疑是开发区与市内融入

一体桥梁。经过多年的论证和准备，横跨胶州湾，东西贯通、连接青岛与开发区的青岛海湾大桥，于 2005

年 6 月开工建设。从旅游的角度考虑，对青岛开发区来说无疑是个利好的消息。因为建成后的海湾大桥本

身，将成为吸引游客的一个壮丽景观。众所周知，可以作为旅游的文化资源，基本上是一些不可移动的景

观，交通状况是否便利，成为多数游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一般说来，距离越近，游客越多，反之会减少，

尤其是对外地来的游客来说，这种影响会更加明显。有理由相信，青岛海湾大桥、青岛海底隧道、轮渡、

高速路（未来的青黄轻轨列车）等多样化、立体化的交通状况，将大大缩短三地之间的距离，为青岛开发

区旅游空间的拓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还应当看到，青岛开发区的景点与青岛市内、胶州湾沿岸的资源，能够形成多层次开发、易整合的可能

性。以海洋文化为龙头，以“东崂西珠”为中心，美丽的山水自然风光，众多的海水浴场，将成为人们休闲

度假、放松心情的好去处。这是青岛市区、开发区的旅游最具魅力之点。美丽的青岛有许多的节庆活动，

以青岛国际啤酒节最为引人注目。红岛蛤蜊节是近年来新兴的旅游盛会，游客既能享受到在海滨挖蛤蜊的

乐趣，又能体味到海岛渔村渔家生活。开发区的中国青岛金沙滩旅游文化节，以突出影视文化为主题，在

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三是历史文化浓厚，东海岸青岛市内的近现代建筑、名人故居，西海岸的齐长

城遗址、灵山卫遗址。让前来观光的人们感受到青岛不仅仅是“东方的瑞士”、“黄海名珠”，也是有悠久历

史的文化名城。总之，以海洋文化为主体，辅以历史文化遗迹，定能形成交相辉映的黄金旅游线。  

     再次，旅游市场的需求趋势。人们外出观光游览，总会抱有各种各样的动机和目的。总的来说，人们需



求的是去感受一种异地自然与文化环境，他们为此去涉足、接触、观赏和体验。据统计，英、美、日等国

的旅游者，均把“与当地人交往，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外出旅游的三大动机之一。这说明，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感受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对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旅游

景观越来越感兴趣。人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旅行，而是追求融入自然、与古人对话的精神享受。旅

游活动，实际上已成为满足人们感觉和需要的文化行为，可以说这也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有人断

言，“21 世纪的旅游将是一个生态旅游的世纪，也是一个文化旅游的世纪”。7 

    

     三、青岛开发区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策 

     然而，城市开发区在经济开发的同时，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上带来了不少的问题。诸如古代建筑、名人故

居、历史遗址、民间庙宇等，需要处理好开发、保护与利用的关系。近年来，青岛开发区的文化旅游资源

的开发，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为了扩大知名度，更加科学、合理地开发，下列对策值

得考虑。 

    1. 树立大局观念，整体意识，建成“环湾旅游一盘棋”的线路。青岛是国内外闻名的旅游城市，有美丽的

海滨风光、崂山名胜。尤其在“黄金周”、节假日期间，栈桥游人如织，海滨摩肩接踵，崂山登者如市，如

此庞大的客源，是青岛旅游业再上新台阶的必要基础。据估计，来青岛游览的外地人，一般滞留 2—3天左

右。我们要把旅游市场进一步拓展，就必须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树立大局观念。如果不形成规模开发和

组合产品，能够整合的景观仍然各自为战，经济效益肯定会受到影响。 

    为开创旅游发展的新局面，要树立“大青岛”概念，在海湾大桥、海底隧道即将建成前，抓住机遇，提出“游

青岛，观光西海岸”、“东崂西珠，海上名山”、“齐长城入海，风光这边独美”等口号，展开宣传攻势，提高

知名度。在这方面，新加坡的形象宣传值得我们借鉴，通过海报、宣传册、录像等各种媒介向客源国提供

资料；与客源国的旅游企业进行合作，举办各种旅游交易会、博览会；举办各种旅游公关活动；针对不同

的市场，采取不同的策略；经常派出“海外促进团”到国外进行宣传，吸引好奇者到来。 

    对开发区而言，应当充分利用“青岛”的城市名片，整合旅游文化资源，在游客把栈桥、崂山、名人故

居等景点观赏完后，将他们吸引到西海岸来。如此，青岛——红岛——开发区，乃至胶南的琅琊台，连成

旅游热点线路，形成整体效益。这样，游客在青岛停留的时间就可能延长到 4 天，或更多的时间。旅游收

入自然会水涨船高，也会有大幅度的增长。可以相信，青岛开发区与胶州湾沿岸的旅游文化景观，通过捆



绑整合，连贯衔接，多角度、全方位的开发，必将形成一个旅游经济群。旅游经济与“环湾”农业、渔业、

工业等，联合组成相互促进、相与发展的旅游产品或产业链条。 

    2. 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进一步充实青岛旅游业的文化内涵。青岛是一座海滨城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所以我们应当将青岛的旅游资源定位在山海风光与历史文化。但长期以来，前者重点突出，而后者特

色不足。以致有学者指出，青岛“应该全方位开发文化资源，使其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含量进一步提

升”。这既是对青岛旅游业的一个期望，又是对忽视文化现象的委婉批评。固然，从 2003年开始，青岛市

的历史优秀建筑、近现代名人故居，在文化局和文物局的努力下，得到了保护。但由于资金不足，产权关

系复杂，除康有为、闻一多等人的故居之外，大部分故居的保护和利用还有待于加强。一些专家建议，在

维修建筑的同时，不妨考虑辟出一间或两间房屋陈列名人遗物和作品，其它房间可作为茶室、咖啡厅，或

作为文物类型的商店、书店等。青岛不应该简单地成为一个“现代化橱窗”，而应该在世界面前抖出自己的“文

化家底”。8 应当指出，这是提升青岛文化品位的好建议。 

    青岛还有许多其它历史文化资源，如西海岸的齐长城、徐山、灵山卫就有待于进一步挖掘。我们要大打

齐长城牌，使人们了解战国时期的烽火狼烟，亲身体味博大精深的齐文化；徐山既有齐长城的遗址，又是

传说中的徐福入海求仙处（徐山由此得名）。《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命齐国人徐福率童男女数

千人，在徐山汇聚，入海求仙。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既然，秦皇岛市能把孟姜女哭倒齐长城移

花接木于山海关的孟姜女哭倒秦长城，建孟姜女庙，以招揽游人，那么，我们能否在徐山徐福率众入海处

也做一番开发旅游的大文章呢？灵山卫是明代海上防御要冲，史称：“西北众山环抱，东南大海旋绕。灵岛

屏列于前，长城带围于后。左二劳，右大珠，山盘路曲，无异鸟道羊肠。 

    还有，要充分重视乡村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对海外游客和都市人群来说，乡村民俗游已越来越具魅

力。如外国人来北京，喜欢去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到四合院走一走。每逢周末，近郊农村都会迎来大批京

城的游客，他们住农家屋、吃农家饭，采摘瓜果，别有一番情调。有的辟出农田，让城里人耕地种菜，施

肥浇水，享受农业劳动的乐趣。以青岛为中心的胶州湾地区，民俗文化多姿多彩，既可以开展“渔家乐”的

活动，又可以组织乡村民俗的项目，让游客参与并感受渔家乡村风俗。青岛开发区的台头村、牛王庙村的

民俗文化，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由青岛的高校、社会科学界联合发起“台头村与社会史研究”的讨论会，

扩大该村的知名度，在此基础上建成旅游民俗村。牛王庙村可以考虑重修牛王祠堂，以为牛王过生日的形

式，形成以贸易活动和娱乐活动为内容的庙会，集游、玩、吃、乐、贸易于一体，则会出现商客云集、热



闹非凡的景象。 

     总之，对整个青岛的旅游业来说，重点是山海风光，特色是历史文化。我们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一定要

注重开发其中的历史资源，突出文化特色。在这方面，无论是东海岸的老城区，还是西海岸的新城区，都

可以大有作为。 

     3. 开发与保护要相得其宜，科学规划，力求达到双赢的效果。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涉

及到保护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人说：“开发的本身就意

味着破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众所周知，历史文化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文物的

价值，就在于它携带着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等等信息和寄托着人们的感情。因此，文物的生命就在于

它的真实性，要让它在旅游业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可持续性的、保护性的开发，开发必须以保护为前提。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青岛的近现代建筑很多，有德式的、日式的，还有民国年间具有我国民族风格的。

青岛在世人心目中的文化品位，与这些文化载体不无关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街道的拓宽，

势必带来保护古建筑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建筑文物的保护要求将更加迫切。西海岸的齐

长城入海处，到 1997年时，这里的烽火台遗址东西 18米，南北 8 米，高 4.5米。但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

只是在原址上修建的一座观赏性的烽火台，以及大片林立的厂房。许多徒步考察齐长城的人们，面对眼前

的“现代烽火台”，表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当然，对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必须进行开发，开发收益

也为资源保护提供了物质条件。因而我们所说的开发，指的是科学规划下合理的开发，其内涵是保护性的

开发。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游客，发挥其功能和效益，也才能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只有开发与保护统筹

兼顾，二者才能相得益彰。青岛是一座现代化沿海城市，在拓展城市规模空间时，对传承文化命脉的古建

筑房屋，一定要贯彻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有些专家对故居保护与利用而提出的建议，值得我们思考。

对于齐长城、徐福入海处、灵山卫等遗址，尊重历史，保留旧迹，并辅以具有古代风格的庙宇、亭榭、刻

石、图画等景观，让游客参观凭吊，感受古人遗风，应当说具有广阔的旅游市场前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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