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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有灵　万象归一
———运用生态文化的观点审视三峡旅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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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理工大学，重庆　４０００５４）

摘要：点评了近年来各种机构为长江三峡旅游开发所编制的各种策划案、规划案，认为这些策划案、规划案落入

了以行政区划为界限，肢解完整三峡的局限性思维的窠臼，所展示的长江三峡形象，是支离破碎的、局部的、残缺

的形象。各地开发三峡旅游的行为陷入了重物质不重精神，重有形轻视无形的误区。提出用生态文化理论，充

分珍重三峡旅游资源自然风貌的完整和系统，历史文化的延续与嬗变。根据现实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去重新

构建人与自然、现代与历史的新关系，营造一种新的和谐，而不是一味地为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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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薄熙来盛赞小三峡：中国独一无二世界极其罕见》，新华
网，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②　《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
计中心、国家六部委联合发布，２００４年７月

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于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中旬考察了长江三峡重庆段。作为旅游专业工作者，
笔者认真解读薄书记一路上有关三峡旅游、三峡旅游开发

的谈话内容，以作本文的开篇：

其一：“长江三峡是世界级旅游资源，《三国演义》有一

半的故事发生在重庆这一带。毛主席‘高峡出平湖，神女

应无恙’名句，给重庆做了个天大的宣传。”①自２００４年国
家六部委发布的《长江三峡区域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到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由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重庆长
江三峡旅游总体规划》都给长江三峡的旅游形象作了设计

定位。前者的定位是“永恒的遗产·巨变的景观”。后者

的定位是“壮美峡江奇景、万古文明长河、自然生态宝库、

民俗风情沃野、黄金休闲走廊”。和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

１０个字比较起来，无论是概括的精炼，蕴含的精气神，还是
冲天的霸气，后两者远不能望其项背。

其二，“诸葛亮托孤寄命，临危不夺，正大忠贞，正应了

他在《出师表》中的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在中

国人家喻户晓，都知道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人。

其实，他还是奉公守节、最忠厚的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典范，不论做人，处事，交友，为官，他都堪称楷模。”①借

古讽今，以史为鉴，思想者之为。观景，赏景上升到读景，

品景，丰富知识，启其心智，扩其心胸，触其灵魂，升华心

境，旅游的至高境界。

其三，“把这些故事整理好能感动很多人，再把众多的

三国故事，李杜诗文整理好，我们的三峡游就有了深厚的

文化底蕴，就会声名远播，成为最能打动人的旅游线路。”①

“文化生态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

义，对于人性的形成，人的素质和品格的培养，以及不同民

族性格与精神的造就，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薄书记虽

然没有阐释高深莫测的理论，可点石成金，一语中的，精准

地阐释了旅游开发的精髓。

作为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长官双重身份的薄熙来的话

语，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各地政府的重视，也引起了专业

学者的解读。薄书记看似随意的一番讲话，却思接千载，

视通万里，触及了长江三峡旅游的关键触点，似乎也探摸

到了三峡旅游开发所陷入的误区。

我们经常说，旅游规划要高起点、大手笔。如何高？

如何大？是否大投入、大项目、大建设、高吆喝就是全部？

检讨长江三峡旅游开发的历程，是否存在误区？

　　二、王志刚们的硬伤

　　（一）永恒的遗产·巨变的景观
２００４年７月，国家六部委联合发布的《长江三峡区域

旅游发展规划纲要》，②其定位的新三峡旅游总体形象为



“永恒的遗产·巨变的景观”。“永恒的三峡遗产”内涵包

括：自然奇观宝库·峡江文化长河·民俗风情沃野；“巨变

的三峡景观”内涵包括：世界水电明珠·人间第一峡湖·

全球移民奇迹。以含混的修饰语词：永恒、巨变、奇观、宝

库、明珠、第一、奇迹等，游离了长江三峡百万年渊远历史

特色，模糊了七百里煌煌异景风格，其实质是抽取了灵魂

对躯壳的盛装。由于定位不准，灵魂无所依，这个规划跳

不出拼凑有形的物质实体而肢解文化生态的窠臼。

２００９年７月发布的，由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
《重庆长江三峡旅游总体规划》，对长江三峡的总体形象定

位为“壮美峡江奇景、万古文明长河、自然生态宝库、民俗

风情沃野、黄金休闲走廊”，仅是罗列了一长串毫无特点的

华美大话、嗦话。看似包罗万象，实则了无特色。泛主

题其实就是没有主题，没有特色。既无科学内涵，又无文

化根基，更无理论根据。在这种定位思想主导下的规划设

计内容———“一主轴、两支撑、两片区、三次轴”难免让人产

生主观臆断，“大好河山任裁剪”的质疑。定语为“重庆三

峡”的本身，就已经落入了以行政区划为界限，肢解完整三

峡的局限性思维。其展示的长江三峡形象，只能是支离破

碎的、局部的、残缺的形象。

（二）重振河山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高调发布的，由名声鼎盛的王志纲工作
室编制的《长江三峡旅游开发总体策划》，①其核心理念是

“重振河山”。要通过三峡旅游的开发，实现国土整治的目

标。这个理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风行新中国几十年的口

号：“人定胜天，改天换地。”我们别忘了，这个策划案不是

房地产策划，也不是城市规划，而是旅游策划。旅游学界

有句行话：旅游开发不等于建设。也可以引申为：旅游开

发不等于改变。旅游开发的终极目的在于增加旅游地的

吸引力。增加吸引力最成功的效应是几乎没有改变资源

的原生形态。即使是新添设施建设和交通道路的改善也

尽量与原生资源环境相融，与历史的延续相匹配。而不需

要改天换地。

王志刚案要把长江三峡打造成全国甚至世界的一个

休闲平台，以休闲带观光。他着力论证一个观点：观光没

有目的地，休闲才有目的地。他用成都和杭州做了例证。

问题就出在这里。成都是小平原，杭州是江南水乡，先天

就具备了休闲的条件和环境。三峡是深谷高峡，立体山

水。三峡人抗争于激流险滩之上，攀爬于峭壁陡坡之间。

成都的茶馆，大多放置躺椅凉椅，重庆的酒馆，大多摆设条

凳独凳。三峡人的屁股，先天就是坐不住坐不长的。这样

的环境和性格，何谈休闲？何况，旅游地的出路，并非只有

休闲一条。何不精彩险中求？多彩谜中寻？王志刚欲把

三峡建设成为中国第Ｎ个休闲地，实际上并没有跳出他策
划思想的惯性思维。

王志刚案另一个响亮口号是：“游船就是目的地！”将

在长江三峡水面推出以游船为载体和目的地的休闲豪华

游旅游线。把游轮变为三峡景点之一。游船上集休闲、游

乐、美食、表演等为一体，向游客展示不一样的豪华生活。

那么，对具有百万年厚重历史，千百态立体山水的三峡景

观精华就仅仅阻隔在了“远观”的肤浅层次，让“高端”游

客，尤其是海外游客失去了“中赏”和“近玩”的机会。

至于王志刚案中“一江带五城”的设计。重庆江城、丰

都鬼城、万州湖城、奉节诗城和巫山云城。实在不是王志

刚们的创作，不能称作“全新定位”。其中透露的局限在行

政区划的范围内的遽狭思维，随意地肢解三峡而不惜，没

有充分珍重三峡山水的系统和连贯，历史的厚重和久远。

总而言之，王志刚案虽然有许多可圈可点的新想法，

可赞可佩的大胆识，但其宏大理念错位了旅游策划的自身

规律，遮蔽了三峡本身的独有特色。其“重振河山”的核心

理念，实在是“人定胜天，改天换地”在新时代的翻版。似

乎与当今时代脱节，也与旅游规律相悖。

三、神女应无恙

（一）文化生态学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主宰的文化过渡到人

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

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化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

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解释现实社会，处理现实问题，

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建

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通过认识和实践，形成经济学和

生态学相结合的生态化理论。生态化理论的形成，使人们

在现实生活中逐步增加生态保护的色彩。②

也就是说，在长江三峡旅游开发的进程中，我们要用

生态文化的观念，充分珍重三峡旅游资源自然风貌的完整

和系统、历史文化的延续与嬗变，根据现实的变化和发展

的需要，去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现代与历史的新关系，营造

一种新的和谐，而不是一味地为了改变。这个思想并不排

斥旅游开发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旅游开发的核心理

念叫做精神高于物质，无形大于有形。纵深千里的三峡沿

岸所有的大项目、大投入的物质层面的建设，都必须以精

神层面的科学价值、历史内涵、民俗文化为内核。巫山神

女如果没有远古的神话、民间的传说附会，就只是一块千

年风化成型的丑陋的大石头。我们不能抽去了三峡旅游

资源的灵魂而去对僵硬的尸骨作盛装。我们要给外国的、

远方的游客以“不烦舟车劳顿，千里万里来到中国，来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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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长江三峡旅游开发总体策划》（王志刚工作室）提出：把三峡

打造成全国甚至世界的一个休闲平台。重庆商报 ２００８年１０
月６日报道
《文化生态保护与旅游资产开发》，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ｕｄａ．ｎｅ
０６－０１－０８。



峡”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三峡的独特的山川地貌，神秘

的历史文化，以及其间蕴含的三峡文化独有的精气神。

（二）不尽长江滚滚来

当然，文化是延续的，也是发展的。我们不能固步自

封，抱残守缺。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传统并不是我

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

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之

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①努力组建

良好的新的文化生态环境，在扬弃地继承先辈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以新的成果来充

实其内容、丰富其内涵、增加其要素，甚至重组传统的功能

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崭新形态的，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并

反映历史走向的新传统，从而把传世之宝与现代新观念聚

合，并转化、升华为现实的巨大凝聚力和内驱力，使深厚的

历史底蕴挥发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三峡人在与大江大峡抗争中熔铸的大无畏的精神，激

情豁达的性格，吃苦耐劳的品性，在新的时代又融进了坚

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人生伟大实践，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

献的红岩精神；舍小家而顾国家的移民精神；团结奋战，众

志成城的直辖精神等等。这是新的时代三峡精神文化的

丰富和升华。在三峡旅游开发的历程中，我们既要按照旅

游业的规律开发和建设一些必要的设施，也要按照市场规

律进行商业化的运作。且商业化的运作只能强化，而不能

弱化甚至轻慢三峡精神文化和特色的凸显、优良文化传统

的继承发扬。否则，我们就会在“开发即是破坏”中迷失

方向。

一个国家（城市或地区———笔者注），商业化对于文化

的提升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商业化也容易导致文化的低俗

化，低俗化和文化的本质是相悖的。因为商业化以追求经

济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从而会导致文化产品生产者追求受

众群的最大化。有着很强的商业化操作痕迹的文化产品，

它不追求深度的意义、价值，而只是供受众消费、消遣、娱

乐，它忽略了文化传播的精神文明的实质。虚假的繁荣背

后是文化生态的沙化。②文化生态沙化导致的结果就是让

旅游地的核心资源价值逐步丧失，吸引元素加速缩水。数

量上升的结果是品质下降。这无疑是杀鸡取卵，舍本求末

之举。旅游消费的高级形态是审美体验，甚至精神升华。

能够让广大游客获得审美体验和精神升华的旅游产品，无

疑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三峡地区高峡深谷中无处不蕴含

的渊源深厚的历史文化，三峡人攀高山蹑激流无所不体现

的荡胸摄魄的人文精神，为三峡旅游开发提供了长流不尽

的源泉。

四、山川有灵，万象归一

“山川有灵，万象归一。”山川无言而自在，万象多姿而

守一。任何一个旅游开发的地区，都有她值得开发的理

由———资源和条件。何况是被称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区

之一的长江三峡。

旅游开发的一般理论说：旅游消费的本质是精神体验

和收获。无形的文化大于有形的物质。不同的资源条件

导向了不同的消费形态。正如富足的成都平原，平旷的地

貌，肥沃的土地，造成了成都人乐在休闲自在的生活方式

和人文环境，建设“休闲之都”名至实归。可长江三峡地区

是大江大峡，激流险滩中夹缝生存的抗争生活，终日奔波

忙碌，“挑起扁担上山坡，一路打俏一路歌”。无论是远古

大巫山巫族部落的神秘；巴族武士彪悍骁勇的身影；三国

时吴蜀征战的拉锯；盛唐时代李、杜的放歌；宋元之交保家

卫国的金戈铁马；抗战时期，卢作孚抢运抗战后方物资的

英雄船队；红岩烈士的壮烈与不屈；新中国三峡工程蓝图

的勾划与建成，无不凸显出大山大峡的阳刚精神，战天斗

地的大无畏精神，忍辱负重的大义精神，舍小家顾大家的

民族精神。这些底蕴深厚的精神文化元素，既是旅游产品

设计的根基，也是旅游开发所应依托的内核，更是三峡旅

游能够波及广远、影响世界的吸引根源所在，并非休闲二

字所能囊括。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所表明

的三大特征，即数量维（发展）、质量维（协调）、时间维（持

续）是我们理论的基础。③我们所提倡的理念提升，就在于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文化高度，以精神带动物质，无形引

导有形的专业理论，致力发展，重在质量品质，面向未来，

全局构想，分步实施，实现长江三峡旅游更为科学有序的

开发目标。③

（责任编辑　张佑法）

①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南野藏马，ｈｔｔｐ：／／ｚｈｉｄａｏ．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１０４１７８６６５．ｈｔｍｌ

②　 《什么是文化生态？》ｈｔｔｐ：／／ｚｈｉｄ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２２１３７６７２．ｈｔｍｌ

③　《科学发展观》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１５９５２．ｈｔｍ？ｆｒ＝
ａｌａ０＿１＿１

７刘　聪，等：山川有灵　万象归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