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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凉山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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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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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凉山彝族 自治州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特征
、

开发条件的基础上提 出凉山民族体育旅游的

开发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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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一定的社会
、

一定的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

们的生活方式
。

未来学家约翰托夫勒在 《第四次浪

潮 》一书中认为 :
人类社会第三次浪潮是服务业的革

命
,

第四次浪潮是信息革命
,

第五次浪潮是娱乐和旅

游业的发展
。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

人们的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人们的经济收人和余暇时间的

增加
,

旅游成为了当今十分流行的一种时尚
。

同时
,

在新的社会变革中
,

人们为了满足对体育文化多样

性 和所多元化 的需要
,

不断追求新的体育活动方

式
。

因此
,

在民族地区出现了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

相结合的民族体育旅游
,

它作为一种经济和文化现

象
,

以鲜明的民族品格
、

独特的文化内涵
、

浓郁的原

始气味
、

浑厚的历史氛围
、

显著的地狱差异
、

欢愉的

生活情趣以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
,

即能够满足人

们健身和娱乐的需要
,

也能够满足参与者的个性需

要
,

还有利于民族体育继承和发展
,

弘扬民族精神
,

增加民族自信心
,

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2 凉山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特点

综观凉山民族体育旅游资源
,

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
:

2
.

1 鲜明的民族性

凉山民族地区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集区
,

也是

四川省少数民族类别最多的地区
。

境内世居有彝

族
、

汉族
、

藏族
、

回族
、

蒙古族
、

苗族
、

傈僳族
、

布依族
、

傣族
、

纳西族
、

回族
、

壮族等十几个民族
。

由于各少数

民族历史发展过程
、

生活环境
、

生活习惯
、

宗教信仰

等不同
,

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
,

丰富的民族体育项

目
。

这些民族体育项 目是各民族的文化
、

生活
、

信仰

的积淀
。

我们可以从这些 民族的体育项目中看到他

们的生活概貌
,

窥知其历史发展的遗迹
。

因此
,

在开

发凉山民族体育旅游资源时
,

要做到
“

人无我有
, ,

气

有我特
” ,

使其体育旅游产品具有当地民族特色
,

突

出其民族性
,

来吸引游客
。

2
,

2 丰厚性与时节性

凉山各个民族的体育千姿百态
,

风格各异
,

都有

其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
。

这些体育活

动大都与其民族本身的自然节律
、

社会性因素和地

域环境的季节性相联系
,

如农历 6 月 24
一
26 的彝族

的火把节
、

农历 10 月上旬的彝族年 ;藏族新年
、

赛马

节
、

木榔节等
。

在这些节 日里蕴藏了丰富的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
,

如
:
赛马

、

摔跤
、

斗牛
、

斗羊
、 、

达体舞
、

歌庄
、

大象拔河
、

磨秋等
。

这些活动也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

点举行的
,

因此
,

在开发民族体育旅游要结合各民族

节 日来开展
。

2
.

3 地域性

凉山地域辽阔
,

地势高差悬殊
,

自然环境复杂多

样
,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民俗
,

就算是

同一种民族在不同的地域居住也各自不同的风俗习

惯
,

有
“

十里不同风
,

百里不同俗
”

的地方差异
。

各民

族在不同地域创造出来的民族体育带有浓厚的地方

特征
,

它体现出了该地域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
、

生活

环境
、

民风民俗的特点
,

还体现出了该地域的民族体

育环境
、

民族体育气氛
,

这些特征是任何其他地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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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创造出来的
。

有了这种地域性特征
,

决定了凉

山民族体育旅游必须充分发挥其特长来吸引旅游

者
,

要立足本地的资源
,

突出地方特色
。

2
.

4 多功能性

凉山民族体育旅游资源有多种功能性
。

一是健

身功能
: 民族体育是健身和娱乐溶为一体

,

注重旅游

者的身心需要和情感愿望的满足
,

能让旅游者在参

与的过程中使人的身心就得到了和谐的发展
。

二是

观赏功能
:
由于民族体育项 目有独特

、

优美
、

娱乐
、

技

巧性和艺术性特点
,

是现代竞技体育所无法比拟的
,

加之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它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
,

乐于观赏
。

三是参与功能
: 民族体育许多项 目是

简单易学
,

便于游人亲自摹仿
、

体验和感受
。

四是科

学考察功能
: 通过各种民族体育活动了解各民族的

风俗习惯
、

宗教
、

信仰
、

文化
、

艺术等方面
,

是考察各

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

3 凉山民族体育旅游资源开发条件

3
.

, 凉山民族体育旅游的 自然环境

凉山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北段
,

界于四

川盆地和云南省中部高原之间
。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

地域辽阔
,

幅员面积 6
.

01 万平方公里
,

其中山地
、

高

原面积占全州幅员面积的 90 % 以上
。

境内地势崎岖
,

山峰高耸
,

河流纵横
,

高差悬殊 (高山河谷相对海拔差

达 5 6 3 3米 )
,

气候宜人
,

冬暖夏凉
,

日照时数多
。

不仅

有许多特殊的地质景观
,

如断裂谷
、

断陷盆地
、

冰山地

貌
、

喀斯特溶洞
、

高原湖泊等
。

还是国内开展阳光度假

的最佳地之一
。

另外
,

凉山自然生态环境优越
。

由于境

内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亦未遭破坏
,

森林覆盖

率为 28
.

6%
,

植被尚保持原生状态
,

动植物资源均极

其丰富
,

现在有
“

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
” 、 “

螺髻

山自然保护区
” 、 “

冶勒等自然保护区
”

等 9处 自然生

态保护区
,

有
“

中国植物王国
”

之称
。

3
.

2 凉山体育旅游的社会经济环境

凉山民族地区落后观念影响到体育旅游资源的

深度开发
,

没有意识到民族体育也是一种重要 的
、

颇

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
,

体育意识淡薄
,

更没有想到可

以利用体育旅游资源脱贫致富
,

发展区域经济
。

民族

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处于
“

星星之火
”

阶段
,

偶尔

为之
,

许多地方的民族体育活动仍处于 自发状况
,

缺

乏统一的规划与布局
,

与丰厚
、

独特的资源状况不相

称
。

再加上凉山地区原本社会经济较为落后
,

资金短

缺
,

开发政策上的不连续等因素的制约
,

影响着这种

特殊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

3
.

3 凉山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现状

凉山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
,

聚居着彝
、

汉
、

藏
、

回
、

蒙古
、

苗
、

傈僳
、

回
、

壮等十几个民族
,

其中
,

彝

族人 口占了 42
.

25 %
,

有 16 0 多万
,

是全国最大的彝

族聚集区
,

也是四川省少数民族类别最多的地区
。

各

少数民族在其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各自

特有的
,

带有浓郁民族气息
,

地方特色
,

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 (如表 1 )
。

据统计在

凉山境内达 6 0余种
,

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是构成

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各民族通过自己的节 日

庆典
、

宗教祭日
、

婚丧时将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展

现出来
,

其具有较强的技巧性
、

观赏性
、

参与性
、

健身

性
、

休闲性和娱乐性是现代竞技体育项 目不能比拟

的
。

把这些民族体育项目作为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内

容来开发与利用
,

将使旅游者更好地了解凉山的风

土人情
、

传统历史文化
,

并对中华各民族的团结起到

很好的桥梁作用
。

表 1 凉山民族地区主要民族体育项目一览表

民族 主要活动时间

彝族

回族

赛马
、

摔跤
、

斗牛
、

斗羊
、

射箭
、

射弩
、

磨秋
、

荡千秋
、

武术
、

扯手
、

爬杆
、

跳

火绳
、

蹲斗
、

对脚跳
、

披毡舞
、

火咧
、

过溜索
、

舞铃档
、

扳手劲
、

陀螺等

扳手腕
、

踢毽子
、

武术
、

斗牛
、

赶羊跑
、

扭手指头

藏族

苗族

壮族

布依族

满族

土家族

傣族

傈僳族

纳西族

蒙古族

跳歌庄
、

格吞
、

赛马
、

射箭
、

摔跤
、

登山
、

赛耗牛
、

大象拔河
、

射击
、

跳绳

赛马
、

武术
、

磨秋
、

打手毽
、

打弩
、

游泳
、

爬坡杆

抛绣球
、

打扁担
、

秋千
、

打手毽
、

武术
、

舞狮等

摔跤
、

射箭
、

秋千
、

玩山
、

武术
、

丢沙包等

摔跤
、

举重
、

荡秋千
、

跳马
、

骑射等

角力
、

武术
、

举重
、

踢毽子
、

打飞棒等

武术
、

游泳
、

秋千
、

射弩
、

踢毽
、

丢包
、

鸭子赛跑
、

跳水
、

赛马
、

等

射弩
、

射击
、

上刀杆
、

秋千
、

游泳
、

四方拔河
、

陀螺
、

踢腿
、

扭扁担

东巴跳
、

秋千
、

赛马
、

摔跤
、

射箭
、

磨秋

赛马
、

斗鸡
、

游泳
、

掷子
、

击石球等

彝族年
、

火把节
、

集会
、

婚嫁

及其他节日庆典
集会

、

婚嫁及其他节 日

宗教活动
、

赛马节
、

转山节
、

藏历新年
、

其他节 日

春节秋收后
、

节 日庆典
、

闲时

节 日
、

庆典
、

闲时

节 日
、

庆典
、

闲时

节日
、

庆典
、

闲时

节 日
、

庆典
、

闲时

节日
、

庆典
、

闲时

节日
、

庆典
、

闲时

宗教活动
、

节日
、

庆典
、

闲时

宗教活动
、

节 日
、

庆典
、

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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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凉山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策略

凉山的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刚刚起步
,

大

量的民族体育旅游资源
,

仍然散失在民间
,

有待发

掘
、

整理
、

筛选和升华
,

使其成为发展旅游业的得天

独厚的一类资源
。

4
.

1 改变观念
,

重视民族体育旅游业的发展
。

少数民族体育旅游的开发是少数民族地区旅游

业发展的需要
,

也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整时期社会资

金寻求新投资领域的必然选择
。

凉山民族地区多为

贫困地区
,

在这些地区发展体育旅游业是由纯救济

型向开发经济扶贫并得到深化和具体化的重要途

径
,

体育旅游将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

同是也为民

族体育走向产业化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

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树立大旅游观
,

充分认识民族

体育资源开发的可行性
、

重要性及其巨大的开发价

值和潜力
,

促进凉山旅游产业化的发展
。

4
.

2 精心设计制定民族体育旅游发展规划

根据凉山州旅游开发总体布局的形体框架确定

的
“

一个中心
、

三大片区
、

五条骨干旅游线
”

为基础
,

在深人考察和反复研究的基础上
,

科学地实事求是

评估少数民族体育旅游资源
。

4
.

2
.

1 民族体育风情旅游的开发 凉山少数民

族中存在着众多可以开发的体育旅游资源项 目
,

这

些项 目丰富多彩
,

具有娱乐
、

健身
、

竞技
、

审美
、

休闲

等多重功能
。

按其发展类型可以分为观赏型
、

参与

型
、

日常健身型
、

休闲型
、

探险型及其旅游商品等 (表

2 )
。

在境内建立旅游景点或度假村的时候
,

应增设各

种类型的民族体育活动项 目
,

并建立民族体育文化

广场
,

供游人观赏和能直接参与与娱乐
。

增加景区的

人文环境和民族文化氛围
,

以吸引游人
,

提高旅游点

的收益
。

表 2 凉山民族体育旅游项 目分类发展表

发展类型 进人市场的选择项 目

观赏型

游客参与型

日常健身型

休闲型

探险型

旅游商品

赛马
、

摔跤
、

斗牛
、

斗羊
、

射箭
、

射弩
、

磨秋
、

荡千秋
、

武术
、

扯手
、

爬杆
、

跳火绳
、

蹲斗
、

对脚

跳
、

披毡舞
、

火咧
、

过溜索
、

舞铃挡
、

扳手劲
、

跳歌庄
、

东巴跳
、

格吞

荡千秋
、

射箭
、

射弩
、

蹲斗
、

对脚跳
、

扯手
、

披毡舞
、

骑马
、

划猪槽船
、

过溜索
、

狩猎
、

扳手腕
、

拔萝 卜
、

磨秋
、

游泳
、

扳手指
、

抽陀螺
、

力搏
、

拔河
、

跳歌庄
、

泼水
、

踢毽子

对脚跳
、

民族武术
、

跳歌庄
、

披毡舞
、

踢毽子

射箭
、

射弩
、

扳手劲
、

扳手指
、

抽陀螺
、

荡千秋
、

爬杆

登山
、

攀岩
、

漂流
、

探溶洞
、

爬树
、

越野
、

划船
、

骑马
、

狩猎
、

捕鱼
、

远足
、

野营
、

过溜索
、

徒步穿

越
、

蹦级
、

跳水

藏刀
、

弩枪
、

弓箭
、

陀螺
、

酒具
、

餐具
、

民族体育画册
、

民族体育 V CD
、

民族乐器
、

民族服饰

4
.

2
.

2 体育探险娱乐旅游业的开发 凉山地理

环境复杂
,

地貌特征奇异多姿
,

自然景观秀丽壮观
,

奔

腾湍急的河流
,

雄伟陡峭的雪峰
,

神秘的
“

香格里拉自

然保护区
” ,

茂密辽阔原始森林众多的高山草原
、

湖

泊
、

瀑布和温泉
,

而且凉山气候宜人
,

日照时间长等等

这些都是开展体育旅游活动的宝贵资源
。

因此
,

我们

可以根据凉山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
,

开展登山
、

越野
、

步行
、

游泳
、

野营
、

骑车
、

骑马
、

狩猎
、

垂钓
、

蹦级
、

以及

漂流江河
、

滑水
、

潜水
、

跳水
、

横渡湖泊
、

泛舟
、

溜索过

峡谷
、

穿越山林
、

气球漂流等多种形式的体育活动
,

推

进凉山旅游业的全面发展
。

4
.

2
.

3 运动高原训练与旅游业开发 凉山属于

高原地理环境
,

境内海拔 15 00 米以上
。

气候条件优

越
,

冬暖夏凉
,

对高原有氧耐力训练提供了优越的

自然条件
。

加上众多的天然湖泊和良好的体育场地

设施
,

引来了国内众多的运动队前来训练
。

这也是

开发凉山体育旅游的一项独特的资源条件
。

因此
,

应该努力改善和完善以州府一西 昌为中心 的高原

训练环境
、

场地建设
、

交通
、

住宿及娱乐条件
。

吸引

更多的国内外体育运动队
,

开拓凉山的旅游市场
。

4
.

3 注意保护生态环境
,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凉山的旅游资源开发较晚
,

其很多地区还保持

着原始景象
,

境内有众多的 自然生态保护区和民风

淳朴的山寨
。

我们在开发
、

利用这些景区时应该切

实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

在开发管理中
,

必须坚

持
“

在保护中开发
,

在开发中保护
”

这一基本原则
,

把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放在首位
,

大力开展植树种

草
,

制止乱砍乱伐
,

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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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凉山有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

有一个能吸取

国内外投资的好环境
,

有一个能吸引国内外游客的

环境
,

因此
,

我们要加强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
,

不断

推动凉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

4
.

4 加强对民族体育旅游的对外宣传促销

旅游资源的发挥还要靠大力的宣传
。

据世界旅

游组织有关资料
,

加拿大旅游行社的宣传费用占总预

算的 79 % 之多
,

泰国旅游局把预算的 60 % 用作宣传

促消
。

花费大
,

收益也相当可观
。

美国花 1美元即吸引
1名游客

,

墨西哥花 1美元宣传可换回 4 0 美元的收

益
,

香港旅游协会统计
,

每花 1港元宣传费
,

可获取

12 3 港元的旅游收人
。

我们要改变那种
“

酒香不怕巷

子深
”

的观念
。

要从凉山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特色出

发
,

以市场为导向
,

依据旅游者的不同消费需求
,

不同

的消费水平
,

精心设计
,

要加强宣传
,

通过舆论导向来

促使旅游者对民族体育旅游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认

识
,

使凉山民族体育旅游深人人心
。

4
.

5 多种经营管理模式

在对体育旅游资源进行开展利用的过程中
,

我

们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和 目前旅游业的经营状况
,

实行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政策倾向
,

由政府主导
,

整

体规划
,

以调整投资结构
,

来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为

目标
,

建立多种经营管理模式
,

如
: “

以体育部门为

主体
”

的经营模式
, “

以旅游部门为主体
”

的经营模

式
, “

以民委
、

扶贫办为主体
”

的经营模式
, “

以村
、

寨

为主体
”

的经营模式
,

以及向国内外投资商拍买部分

地区民族旅游资源的经营模式
,

并以可持续发展为

基础
,

建立相关的法规
,

确保质量标准
,

形成政府
、

各

主管部门和经营户的分层管理
。

4
.

6 注重民族体育旅游经营的人才培养

民族体育旅游经营人才是民族体育旅游业发展

的灵魂
,

没有高素质的的从业人员
,

就没有高水平的

体育旅游
。

民族体育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优秀的

专门人才
,

凉山民族地区人才资源缺乏
,

无体育旅游

方面专门人才
,

尤其是善于在市场经济中运用各种

体育旅游资源的经营管理人才
,

这是制约体育旅游

资源开发的重要原因
。

故我们在对民族体育旅游资

源开发的同时也要培养更多的懂旅游
、

懂经营管理
、

懂民族体育文化的专业人才
。

这些人才的培养可以

依托地方高等院校的优势
,

开办体育旅游专业来培

养后备人才
。

5 结束语

展望未来
,

旅游业 的发展将成为 21 世纪的支柱

产业
,

我们应该发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与文化资

源
,

大力发展有优势的特色旅游产业
,

努力开发凉山

的体育旅游资源
,

促进凉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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