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生、中国文化与森林旅游的融合路径

冯艳滨

一、“森林＋养生”是森林旅游发展的重要趋势
旅游产业已经由观光时代迈入了休闲度假时代，与这次旅游消费升级一

同出现的是康体养生旅游的兴起。据２０１３年的有关统计，全球旅游 （包括国

内游和出境游）总消费为３２万亿美元，其中养生旅游消费４３８６亿美元，占
比１３７％。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康体养生产业已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
长的强大动力。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国老龄人口超过２亿，这部分人群对
养生、健康需求越来越大，加之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型，人们更加注重养生保

健，更加注重养老服务，养生休闲日益成为消费热点，为健康养生产业的快

速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

在健康养生旅游兴起的大趋势下，２０１６年１月国家林业局印发 《关于大

力推进森林体验和森林养生发展的通知》，其中重点提出了要发展森林养生旅

游。养生旅游活动的开展也要依赖优良的生态环境，从某种意义来说，养生

旅游也是一种生态旅游 （胥兴安，２０１１）。而森林旅游区恰恰提供了良好的
环境，开展森林养生旅游优势明显。“森林 ＋养生”将是森林旅游区未来重
要的发展方向，森林养生旅游也将成为森林旅游的最大亮点。

二、“养生＆中国文化”是养生旅游重要方式
养生是一个中国韵味很浓的概念，养生这一名词古代就有相关记载。最

早的 “养生”一词出现可追溯到战国时期， 《庄子》内篇中就有 “养生主”

一篇专论养生 （王燕，２００８），另外 《老子·德经·贵生》也提到 “盖以闻

善摄生者”（摄生就是养生的意思）。可见，养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追求的生

活方式。而在西方，养生 （Ｗｅｌｌｎｅｓｓ，健康 ＋幸福的合成词）最早由美国医
师ＨａｌｂｅｒｔＤｕｎｎ于１９６１年提出 （王燕，２００８）。国外对于养生没有定论，一
般认为养生是与保健相关，与疾病治疗等是相对的概念。伯尔尼大学休闲旅

游研究中心提出：“养生旅游是以维护健康或促进健康为主要需求动机的空间

移动活动所引起的各种关系和现象的总和”。

东西方对于养生有截然不同的观念，西方总体上认为养生是实现个人

潜能，积极主动的一个过程，强调人的行为，而在中国，养生尤其讲究氛

围、气氛和环境的统一，强调所谓 “天人合一”和 “物我两忘”的境界。

用心理学家勒温 （拓扑心理学派）的个体行为函数解释这两方理念就是：

西方认为的养生是Ｂ＝Ｆ（Ｐ·Ｅ），（Ｂ指个体行为；Ｐ指个体；Ｅ指环境），
养生行为是个体与环境的函数，是通过人与环境互动达成的；而中国所强

调的养生为 Ｂ＝Ｆ（Ｐ·Ｅ·Ｃ），（Ｂ指个体行为；Ｐ指个体；Ｅ指环境，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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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文化）。中国养生概念是在个体、环境互动的基础上增加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
这一要素，中国文化的熏染对于养生条件的塑造和养生效果达成起着重要

的作用，养生旅游产品在中国需要重点考虑的应是文化因素，中国的多元

独特的宗教文化、厚重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等都能成为

养生旅游的依托，能够为以陶冶情操、改善心智、调养精神为目的的养生

旅游提供足够的文化氛围。

三、中国文化元素在森林养生旅游中的应用

（一）森林旅游区的中国文化元素

森林旅游区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并且很大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

比如在森林旅游区中很多都存在着寺庙、道观等，或者存在着一些名胜遗迹、

历史古迹。这种文化元素成为森林旅游区进行养生旅游最佳配置。从宗教文

化或者历史文化中挖掘养生的知识、方式和历史共鸣，会增加森林养生旅游

产品的厚重和凝重感。当然除了中国的传统哲学、宗教和历史文化之外，现

代的文化元素也可为森林养生旅游所接纳。现代生态文化和生态伦理观能够

传达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能够影响人们对森林旅游环境的认识，在这

样的文化影响下，森林养生旅游也能够获得新的体验。

（二）森林养生旅游的开发模式

通过与文化相结合，创造独特的养生旅游产品是森林养生旅游的主要发

展路径。森林养生旅游产品的开发模式有以下几类： “森林 ＋养生 ＋宗教”
的开发模式，如道教养生、禅修养生等旅游产品体系；“森林＋养生＋传统文
化”的开发模式，如渔樵耕读传统生活方式的养生等；“森林＋养生＋民族”
的开发模式，如傣族养生旅游、彝族养生旅游、苗族养生旅游等。

（三）云南实践

根据２０１３年统计，云南依托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等开展森林旅游接待中外游客超过２７００万人次，实现森林旅游收入４１
亿元，云南森林旅游市场巨大。同时，云南的文化资源丰富，三大宗教和小

乘佛教、藏传佛教等宗教资源都有分布，另外还有南诏文化、东巴文化、康

巴文化、毕摩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傣族、白族、纳西族、彝族等民族文化

资源。云南森林旅游可以结合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创造特色鲜明、风格迥

异的森林养生旅游产品。云南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如云南棋盘山国家森林

公园。

云南棋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于１９９７批准建立，公园内植被茂盛、动物繁
多、气候优越，最为突出的是道教资源，道教文化基础深厚。根据对５５０名
游客的调查，有６２５５％的人将棋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定位为道教胜地。在近年
的旅游开发中，棋盘山抓住道教和道家养生资源优势，以 “道家＋养生＋森
林”为生态旅游特色主题，围绕 “天地棋盘，大道养生”口号打造系列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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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旅游产品，如崖壁禅修、道家寿宴、梅林悟道等。通过规划建设禅房、

禅意会馆等场所，配套打坐室、素食斋、棋院等功能设施，辅之以宗教知识

宣讲、静坐锻炼等体验课程，达到 “修身、静心、养性、美意”效果。塑造

棋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 “云南省道家森林养生与休闲度假基地”的主题

形象。

（冯艳滨：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体育旅游与生态旅游

黄　?

一、生态旅游的相关研究

按照最早的定义，生态旅游是指前往相对没有被干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

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

（现在和过去）的旅游 （Ｃｅｂａｌｌａｓ－Ｌａｓｃｕｒａｉｎ，１９８７）。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
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开展生态旅游的主要空间。生态旅游研究有不同的视角：

一是环境资源视角认为自然资源及通过其物质实体所反映的环境整体的自然

优美性与舒适性、环境容量或环境的承载能力以及自身的调节能力或调蓄能

力，明确环境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强调环境与资源的统一性 （赵爽，

２０１３）。二是从生态景观资源视角认为以自然景观为主，人文景观为辅，突出
生物景观和谐的生态美，能对旅游者产生审美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

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空间景物综合体 （王建

军，等，２００６）。三是从生态旅游体验视角认为生态旅游研究应分为动机、特
征、分类和作用等方面，从体验上游客在游前、游中对生态旅游目的地基本

要素的各方面的预期和实际感知，从时间上可分为潜在生态旅游体验和实际

生态旅游体验，从内容上可分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通、景区景点、住

宿、餐饮、购物、设施设备体验等 （王立龙，２０１２）。四是从环境保护视角认
为生态旅游应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为核心内容，

是一种求新求知的高层次的旅游 （尚天成，等，２０１１）。五是从未来研究方向
视角应重点关注生态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影响测度与管理、模式与对策、

资源管理、市场与生态旅游者行为规律、环境教育与环境解说、社区参与评

价与优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旅游等 （钟林生，２０１６）。
笔者认为，不同于传统大众团队旅游，从保护环境出发的生态旅游，是

以新的价值观视角去认识旅游活动的一种新的旅游类型。生态旅游的活动内

容应该具备绿色低碳的特征，大多数体育旅游项目如登山、自行车、划船、

探险、漂流、滑雪、定向越野等都具有生态旅游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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