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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是兴办和发展旅游业的基础，凉山乡

村旅游资源是发展凉山乡村旅游业的基础。对乡

村旅游资源进行调查、评价，是乡村旅游资源能做

到科学合理开发的客观要求。本文拟通过调研，介

绍分析凉山州乡村旅游资源的特征、分布、开发现

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等，向政府和旅游业从业

者提供一些对策和建议，以促进凉山旅游业的可持

续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地发展。

1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地域覆盖十分广泛
凉山全域一市l6个县，即西昌市及德昌、会理、

会东、宁南、普格、布拖、昭觉、金阳、美姑、雷波、越

西、甘洛、喜德、冕宁、盐源及木里藏族自治县。除

市、县政府所在地建有大小不等的城市外，一般地

域都属于乡村范围。凉山境内各县、市政府所在城

市中设立的乡镇一级行政机构中，其区域往往是有

一部分在城内，有一部分在城外郊区。比如西昌市

的西郊乡有的农民村位于城内如尤家屯、张家屯，

有的农民户籍村如海滨村、高枧乡的农民也有一部

分住在城内，一部分住在郊区；冕宁县城乡镇有群

裕村、青石桥村、民主村、新民村等四个农民户籍村

在县城内，另有大桠口村、过路马村、伍宿村、石长

屯村等则地处县城郊区。德昌县府所在地德州镇、

宁南县府所在地的披砂镇、雷波县的城关乡、锦城

镇等也是如此。整个州境，凉山乡村地域是十分广

泛，乡村覆盖率非常之高。全境的乡村及城镇都存

在着大量可供开发的乡村旅游资源。全州608个乡

镇绝大多数都有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都能为外来

游客提供乡村旅游服务。

2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的种类繁多
凉山州各族乡村，因地理环境特殊，气候条件

良好，地质地貌比较独特，因此而形成凉山乡村种

类繁多的自然旅游资源。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遍布

全境，拥有独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民风。有代表性的

景区、景点160多个。包含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邛海--螺髻山、泸沽湖；3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彝海、

马湖、龙肘山--仙人湖，有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和冕宁冶勒省级自然保护区等；有现代高科

技景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有全国唯一展示彝族历

史文化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以及众多的省

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宗教圣地、历史遗迹等等。

凉山各族村寨爽目宜人的气候气象旅游资源、

地质地貌旅游资源、水体旅游资源、生态旅游资源

构成得天独厚的乡村自然旅游资源。各族村落周

围有田畴万亩的平原、坝子，气势磅礴的雪山高原，

还有波光粼粼的湖泊，奔腾蜿蜒的江河、雄浑壮观

的瀑布，规模宏大的古冰川遗迹，神秘古老的原始

森林，价值丰盈的各类矿产，种类繁多的珍稀动植

物，以及峡谷、泉井、奇石、土林、溶洞、天生桥等自

然景观；温暖的冬日阳光，凉爽的夏日清风，秋天的

建昌明月；盐源城郊的公母山，德昌老幼山、冕宁枧

槽乡茶园山、普格西昌德昌三县村寨散布的螺髻山

等山体的奇特地貌；掩映着凉山各族乡村的飞播林

海，安宁河平原的麦苗青青菜花黄，昭觉美姑四面

山村粉红的荞麦花灿若地毯，德昌角半沟的樱桃晶

莹，盐源万亩苹果林花红果园；会理铜矿村的石榴，

西昌凤凰村的葡萄，兴胜乡的草莓园、小花山的寿

桃；小渔村的烧烤，临湖山庄的醉虾，泸沽湖的银

鱼，雷波马湖的纯菜；西昌太和场的铁矿，冕宁森荣

乡的稀土，三带的铜矿，枧槽乡的水晶石……

凉山地处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气

候特征垂直差异明显，加之小气候多样，存在着极

为丰富的特色生物旅游资源。长期以来，凉山人适

应生态环境，发掘利用这些特化了的生物资源，培

育出众多人无我有的特产，如白蜡虫、猪鬃、皮张、

药材等。而每年因为交换这些特产，形成季节性商

品交易高潮，如蜡虫会、猪鬃会、药会等。这些交易

会便是客商观光旅游和购物旅游的重要资源。

凉山素有西南“基因库”之称，作物生长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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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产量高。复杂的地理环境孕育保护了繁多的

生物种类，凉山有各种生物资源6000多种，其中动

物1200多种，植物4000多种，微生物类群1000多

种；森林覆盖率28.60%，主要经济林木有油桐、水

果、核桃、花椒等；牧草产量高，草质优；已发现的药

用植物2000余种，有中药材宝库之称；已规模开发

的中药材有附子、丹参等。这都是存在于凉山各地

乡村中富有吸引向性的各类旅游资源。

凉山自古以来便是许多民族生息活动的舞台，

古往今来的商旅和政治军事活动，在贯穿凉山各族

村寨留下了诸多历史的足迹。乡村人文旅游资源

十分富厚。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旅游资

源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两类。特殊的地貌特征是凉

山各族积淀物质文明，传承和保留本民族灿烂文化

的重要因素。考古学家们在凉山乡村中发现的新

石器时代遗址已经可以追溯到距今五千多年。邛、

笮、濮、叟、滇、蜀等古代民族都在凉山留下了自己

的印迹，唐宋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南诏与大理

也曾在凉山建立过自己的行政机构。厚重的历史

文化遗迹、遗址及民间传说都是打造乡村旅游产品

的优质资源。贯通凉山南北的古“蜀身毒道”、“灵

关道”、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北达巴蜀、中原，南通

边陲、外邦。作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津要区域，不

少古代石刻、古桥、栈道依然保留着它们的身影。

各族乡村中分布的诸多石器时代遗址、大石墓、汉

墓、汉柏、汉阙、字库塔、指路碑、铜鼓、南诏白塔仍

然时时诉说着凉山的历史。许多历史大事如司马

相如通西南夷、杨佐买马、马可波罗游建昌、太平天

国军队过凉山、红军长征过凉山等都为凉山乡村旅

游资源添彩。这就造就了凉山众多的以历史文化

旅游资源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为主要内容的乡村

人文旅游资源。可见，凉山乡村自然旅游资源和人

文旅游资源种类都十分众多。

如冕宁县志中就有：“《蜀水经》谓冕宁县古鄀

国，黄帝封其子昌意於此，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

水，若水即城外南河也，故冕邑为帝子之都，高阳氏

故里”的记载。考古学者们在冕宁城南郊的南河桥

畔的三分屯村中挖掘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二

者相互印证了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凉山的冕宁等县

便有我们的祖先在活动了。而县志所载的“司马相

如桥孙水以通邛都”的故桥遗址在泸沽的万福桥；

诸葛亮南征时大将关索的扎营地“关索城”与其妻

鲍三娘的梳妆台遥遥相对，两千余年地名未改。冕

宁南河沿岸村庄如森荣乡、石姑鲁、羊沟洼、马家

堡、穆家堡、阿始乐等都是物产丰富，民风古朴的

汉、彝、藏族村庄。红军长征旅游线路的各大景点

都分布在会理、德昌、宁南、普格、西昌、冕宁、喜德、

越西、甘洛等县市的乡村之中，如会理会议遗址在

彝族村寨铁厂村，罗炳辉和他所带领的红九军召开

过会议的红军树在普格县城郊，彝海结盟纪念地点

在槽古坝彝村边。这些高品位的旅游资源成为开

展凉山各类乡村旅游产品的重要基础。

凉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绚丽多彩。凉山历史是以彝族为主体，包括汉、藏、

回、傣、蒙古、傈僳等民族交错而居，友好互助，共同

发展的历史。彝、汉、藏、傈僳、蒙等各族人民在开

发凉山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而

各民族族群文化之间，也在不断碰撞、交流、互渗、

融合、变异的历史过程中，既相互影响、又各具特

色。这种文化现象，绘就了凉山各民族民俗文化的

一道独特风景线。各地乡村中的各个民族都传承

着本民族的节庆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

化、交通文化、宗教文化及文学艺术体育活动等传

统文化，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节庆文化便

有彝族火把节，摩梭人的转山转海节、藏族的沐佛

节、汉族的春节、清明节、傈僳族的阔拾节、尔苏人

的射箭节……民居文化则以彝族的瓦板房、摩梭人

的木罗子房，汉族的四合院．纳西族的土掌房．藏

族的碉房……又如宗教文化旅游资源便有汉族的

儒、佛、道三教共山或三教共庙现象，彝族的毕摩文

化，藏族的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纳西族的东巴

文化以及种类繁多的原始宗教现象，有许多可以表

演给游客观赏体验的神秘现象，如用舌舔烧红的铁

铧口、吐火、踩烧红的铁链等。

凉山各族村民的传统手工艺品也是文化底蕴

深厚的旅游资源。木器、漆器、土陶器的制作，纺羊

毛线，织擦尔瓦、赶牛毛毡，缝十字绣，做工艺鞋，都

是既可开发为购物类旅游产品，又可供游客观赏、

学习、体验的乡村旅游资源。这些多姿多彩的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普遍存在。全州17个县市的各族乡

村，都有某类或某几类旅游资源，可以利用打造乡

村旅游产品，开展自成特色的乡村旅游。

可以说，凉山乡村旅游资源种类之多为世间少

有。虽然关于旅游资源的分类方法有多种，但无论

以哪种分类方法来对照，凉山乡村旅游资源种类之

多都是惊人的。如按照旅游资源本身的属性分类来

看，旅游资源可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

两大类和下属各个分类。凉山的自然旅游资源便有

地质地貌旅游资源、气候气象旅游资源、水体旅游资

源、生态旅游资源等；其人文旅游资源则有历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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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俗类、宗教类、园林类、文化娱乐类、购物类。

若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于2003年2月24日发布2003年5月1日实施的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由国家旅游局提供

的国家标准规定《旅游资源分类表》来看，表中所列

的8大主类层次旅游资源即Ａ类地文景观、B类水域

风光、C类生物景观、D类天象与气候景观、E类遗址

遗迹、F类建筑与设施、G类旅游商品、H类人文活动

各类旅游资源，凉山乡村无一不有，的确是100%的

种类齐全。表中所列31个亚类，凉山乡村只缺“BE

河口与海面”一类，仅缺3.2%；表中所列155个旅游

资源基本类型中，凉山乡村只缺“ACJ雅丹”、“ACK

堆石洞”、“BEA观光游憩海域”、“BEB涌潮现象”、

“BEC 击浪现象”、“DAC 海市蜃楼现象多发地”、

“FAJ边境口岸”、“FCD石窟”、“FCJ人工洞穴”9类，

仅占全部乡村旅游资源的5.8%。利用这些旅游资

源可以向游客提供行、游、住、食、购、娱的服务，不仅

可以使游客饱览田园风光，吃绿色食品、品农家饭

菜，还可以使游客观赏奇山异水，体验登山、赏月、烤

太阳、唱山歌、跳民族舞、饮山泉、吃野果、采野菜、沐

温泉、游泳，骑马、划船、漂流、种菜、采果、纺毛、采

桑、养蚕、抽丝；而且，还可以为年轻人提供学习劳动

技能，认识动植物，认识矿石的机会。

3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品位级别高
凉山各族乡村分布着具有独特性和垄断性的旅

游资源。凉山彝族是中国彝族中有鲜明地域文化特

征的彝族重要支系，千百年来，在这片独特自然环境

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传承和保留着中国彝族古朴、独

特、浓郁的文化传统，创造了具有凉山自然封闭形态

的包括天文、历法、星相等独特而优秀的民族文化。

大凉山彝族文化旅游资源中有世界上保存得最好的

奴隶制文化；彝族的毕摩、苏尼能用舌头舔烧得通红

的铧口，能用手捞取烧得滚沸的油锅底部物品，这些

绝技以其神秘莫测而具有极强的吸引功能。

盐源泸沽湖摩梭人文化是全世界母系氏族文

化保留至今、极为珍稀的文化遗产，学术价值和旅

游价值都非常高。摩梭人母系大家庭及其奇特的

走婚习俗，被称为“母系氏族社会的活化石”、“东方

女儿国”“母系氏族的最后一块领地”。这是乡村旅

游资源中文化品位极高，不仅是中国精品，而且是

世界级的旅游资源精品；泸沽湖跨四川盐源县和云

南宁蒗县，在四川盐源泸沽湖摩梭人有12个自然

村，保存着更典型、更完整、更原始、更古朴的泸沽

湖摩梭人文化。

雷波马湖湖心岛上的孟获庙是当地人民为纪念

三国时期西南的少数民族首领孟获的寺庙。史载孟

获与诸葛亮屡战终和，后来还到成都担任了蜀国的

御史中丞（监察官），这是诸葛亮实践他在初次见到

刘备时所提出的治国方略中“西和诸戎”主张的实

践。他带兵南征为的是一个“和”字，也坚持了这个

“和”字，战争的最终结果的确达到了“和”的目的。

人民纪念这两位政治家，在成都有武侯祠，在雷波黄

琅乡有孟获庙，充分说明汉彝各族人民对民族团结，

相互谅解，弟兄和睦的民族和解文化的肯定。孟获

庙便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民族和解文化的载体。这里

是我国与内蒙古的王昭君墓和文成公主在大昭寺前

所植柳树齐名并称的民族和解文化遗址，孟获庙使

黄琅乡乡村旅游倍增民族团结，福址一方的光彩。

凉山的藏传佛教、本教在整个藏区宗教界都有

很大的影响，盐源的黑教喇嘛大经堂全国罕见；汉

族寺庙的“三教共山”现象非常独特。木里活佛在

藏传佛教界的崇高地位，还有兼土司与政协主席一

身的项培初扎巴，以及被称为“现代王昭君”的末代

土司夫人肖淑明等，他们的一生际遇与中国现代史

和凉山民族关系史紧紧相连，是“人有我精”的重要

旅游资源。这一切都是品质特色突出的旅游资源，

在世界和国家大区域内尚且具有不可代替的独特

性，在国内外、省内外享有的知名度和强大的吸引

力都是首屈一指的，更何况是在一般的乡村，更是

具有不可复制，不易模仿的独立性和垄断性旅游资

源。这些分布于各族乡村的旅游资源，既是凉山州

旅游业开发的中心和重点,也开展乡村旅游得天独

厚的宝贵财富。

凉山各族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保留着奴隶制、

农奴制等社会组织结构，伟大的民主改革使各族同

胞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凉山

大地上数以百计的彝家新寨、牧民新村、汉族、傈

僳、蒙古族、纳西族新农村拔地而起，现代农牧业生

产基地是其产业支撑，每个新村都是独特的民俗旅

游地。

凉山的化石点是大自然天然录像机录下的动

物活动“特写镜头”，是自然历史的脚印。会东上龙

化石是极为珍贵远古时期恐龙活动的痕迹。据专

家说蛇颈龙化石全世界仅发现4只，会东占有1只，

非常难得。这些恐龙脚印化石对研究古生物、古地

质、古环境和凉山州境内的生物进化均具有十分重

要的科学价值。

4 凉山各族乡村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
源配套组合良好，具有整体性

孤立的单个景物，即使品位很高也很难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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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红花没有绿叶相衬则难

显其美丽。单个景物既使奇特少见，若无其他景

观与之配合，就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可以发掘，也

难体现美的组合，美的层次。凉山乡村人文旅游

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的配合生成程度很高，相得

益彰，真正是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摩梭

人村庄散布在美丽的泸沽湖畔，摩梭人末代王妃

肖淑明生活过的王妃岛、拉萨哲蚌寺罗桑益世活

佛出生生长的黑瓦俄岛等七个岛屿则散布于碧水

悠悠的沪沽湖中，山形奇特的格姆女神山偎依湖

畔。山、水、小岛构成的天然美景，独其特色的母

系氏族文化，演绎出格姆女神与后龙感人至深的

爱情传说，转山转海的民风民俗，相互映衬，组合

良好。西昌西郊乡的海滨村、海南乡的核桃村、高

枧乡的小渔村等与邛海碧浪朝阳，泸山上松风水

月相伴；安哈镇彝族文化旅游景观分布在螺髻山

生态旅游区内，美姑县的彝族村寨分布于大风顶

自然保护区外围；藏传佛教的木里大寺周围青山

掩映，岩丛魏峨；灵山寺花香鸟语，泉水清冽，似乎

在诉说着开山建庙的杨祖师坐化后两百多年肉身

不腐，完好如生的神奇故事；藏族本教石刻经文和

此起彼伏的民歌，环绕在大桥水库的滚滚碧波周

围；博什瓦黑岩画群掩映在漫烂的索玛花丛中；会

理的彝汉苗壮各族乡村与玉墟春帐，万亩杜鹃、六

华区的兰草，奇石异洞相映成趣。盐源县自汉代

便开始制盐的黑盐塘置身飞瀑流泉的琴瑟声中。

在各族乡村中都可以欣赏到当地的民歌和舞蹈。

冕宁彝海乡的村民不仅可以让游客采蕨菜、挖洋

芋、摘花椒，更难得的是到彝海乡乡村一游，游客

还能参观红军长征彝海结盟遗址和藏族历史上的

三大印经院“初裹印经院”遗存。

5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巨大
由于凉山的乡村旅游资源配套组合良好，类型

丰富，品位很高，地域分布均匀，范围大、组合好。

具有丰富性、原生性、特有性、垄断性四大特点。为

多种旅游活动项目如观光型、体验型、修学型、科考

型、休闲型、保健疗养型等多种旅游产品的开发储

备了底本。开发其中任何一种旅游项目都可以推

动其他类型的旅游，所产生的效益是十分广泛的。

如以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作为开发重点，势必要加强

对这些乡村旅游区的景点景区建设、交通、通讯等

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景观也

就成了开发的重点。据统计全州有代表性的景区、

景点160多个，极具观光旅游和开发价值。巧媳妇

好为有米之炊。这些资源便是旅游从业者多角度

设计，不断更新旅游产品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且，

至今还有诸多尚未开发的旅游资源，旅游种类在等

待着开发。可以说，凉山的乡村远不止是“住农家

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的旅游目的地，

而是具有多种开发意义，具有可持续发展特色的乡

村旅游资源。专题旅游内容多，特色旅游功能强，

符合国际生态旅游、回归大自然旅游发展的新趋

势，有强大的供给能力和充分的客源优势，是一个

发展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宝库。

如此众多的乡村旅游景点景区，不仅各有看

点，还有诸多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吸引功能强烈的

旅游目的地，具有极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受地理条

件影响，许多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和生态文化、地质

地貌旅游资源开发进程存在着地域分布不均的现

象，许多独其特色的山村旅游资源于打造乡村旅游

的购、娱、食等方面旅游产品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但由于受诸多因素影响，这些乡村中有的开始旅游

开发不久，开发力度不足，有的乡村，甚至是拥有高

品位乡村旅游资源的乡村，还处于尚未开发阶段。

各地乡村开发和经营旅游经济的现状各有不同。

如州内各县与西昌市相比，无论是开发规模，开发

程度，开发类型，开发效益等方面差距都很大。许

多县份的乡村旅游资源犹如“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妙龄女儿，待人问字闺中。而这些资源对打造休闲

旅游、科考旅游、商务旅游、民族文化游的多种产品

的开发，后劲十足，潜力最大。

凉山乡村旅游资源众多且特色鲜明，合理有效

的开发一定能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同时也有利于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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