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生态旅游视角看凉山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
肖 雪，杨忠秀

（西昌学院 彝文系，四川 西昌 615022）

【摘 要】本文以凉山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为研究内容，从生态旅游的视角出发，分析和探讨现状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凉山；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视角；资源保护；建议

【中图分类号】F592.7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08）01-0090-03

收稿日期：2007-12-11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B06005）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肖 雪（1977- ），女，羌族，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彝族文化和民族教育。

1 前言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是西部大

开发重点地区——“攀西资源综合开发区”的重要

组成部份。面积6.01万平方公里，辖17个县市，

2006年末户籍人口435.6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

为 213.03 万人，占总人口的 48.9%；彝族人口为

197.45万人，占总人口的45.3%，是我国彝族最大的

聚居区[1]。

州内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包括各种形式多

样的节庆活动；独特的民族服饰、饮食习俗；别具特

色的毕摩宗教信仰；独特的婚丧习俗；精彩纷呈的

民间歌舞与技艺精湛的民间工艺品等，这些都具有

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受游客的青睐。

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凉山州内民俗旅

游资源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和利用，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在如火如荼的民俗旅

游资源开发背后，有一个问题却值得思考，即与资

源开发相伴而生的资源保护问题。目前凉山旅游

产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提

出了严峻的考验，给民俗文化环境的保护带来了沉

重的压力。在全球人类面临生存环境危机的背景

下，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绿色运动及绿色消

费席卷全球，生态旅游作为绿色旅游消费，已经迅

速普及到全球，特别是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

及很多欧洲国家非常流行。而我国由于引入生态

旅游概念较晚，推广和相应服务设施建设不足，国

内大多数人都尚不了解生态旅游的真正意义，可以

说大众化的生态旅游活动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实

现。因此，本文从生态旅游的视角对凉山民俗文化

旅游资源的保护进行相关探讨。

2 保护民俗旅游资源的意义
谈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只有在了解保护的意

义基础上才能更有效地实施。所谓民俗旅游资源

是指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具有一定的旅游功能和

旅游价值的民俗事象的总合[2]。以其多样性的形

式，深刻的内涵，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已成为当

今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新潮流。而发展民俗旅游事

业，肩负双重使命，既要为当地的经济增长作贡献，

又要保护好旅游地的民俗文化。而保护民俗旅游

资源正是开发、利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保护民

俗旅游资源的终极目标是在传承和发展旅游地民

俗的同时，为当地旅游业和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资

源基础。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一些意义：

2.1 有利于旅游地民俗文化的传承

与其他种类的旅游相比，民俗旅游与文化的关

系尤为密切。文化是民俗旅游的基础，同时，民俗

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载体，是一种对文化的

展示[3]。因此，保护好民俗旅游资源，可以为旅游地

的民俗文化传承做出贡献。如：凉山彝族乡村原来

很流行传统女子歌舞“朵洛荷”，但文革之后，部分

彝族乡的群众已经不会这种民间歌舞了。在受到

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后，凉山州委州政府领导也意

识到了这种民间歌舞是非常宝贵的民俗旅游资源，

派专人收集普格、布拖等地的“朵洛荷”音乐和舞蹈

动作并进行编排。在2007年成都举办的“国际非物

质文化遗产节”上公开对外演出，并获得了主办方

和国内国际的一致肯定。正是由于民俗旅游的介

入，使凉山当地许多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得到了恢

复和保护。

2.2 有利于实现民俗旅游的持续发展

保护好民俗旅游资源，才能使旅游地的吸引力

长盛不衰，保证民俗旅游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

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

的产业。实践证明，旅游业发展得好，可以有力拉

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旅游地的经济水平，增加

当地居民收入，进而促进旅游地的经济发展。

3 从生态旅游视角看凉山民俗旅游资源保护
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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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一词是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生态旅游特别顾问H·Ceballos Lascurain 于1983年

首先提出，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观览自然景物的

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览的景物不应受到损失。世界

银行环境部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下的定义

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

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

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3] 我国在1995年为生

态旅游做了这样的定义：生态旅游是在生态学的观

点、理论指导下，享受、认识和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

带有生态科教和科普的一种专项旅游活动[4]。

生态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资源保护的相应

要求是：游客勿将自己的文化价值强加于人，要尊

重当地的民俗文化、当地人的价值观；在参观前要

了解当地的自然和文化特点；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

要积极保护民俗文化资源，研究适宜的游客容量，

控制和阻止过度开发和利用民俗资源，建立环境教

育设施，提供当地的自然和文化信息，进行积极宣

传和教育，并协调监督当地及周边的各种经营活

动。

3.1 凉山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现状

根据以上生态旅游的概念和对民俗旅游的相

关要求，我们来看凉山民俗旅游资源保护的现状：

3.1.1 从政府到个体在思想上更重视对民俗旅游资

源的保护，并落实到行动上。如：举办中国凉山彝

族文化旅游节暨《风情凉山》大型文艺展演。

3.1.2 收集原生态的民间歌舞节目，并使之商业化，

如成立多个彝人演唱组合、教授群众跳“达体舞”、

编排大型彝族民俗歌舞剧《火图腾》、制作彝族相

声、小品的光碟等。

3.1.3 积极开发具有浓郁彝族特色的服饰、漆器等，

并推向市场。

3.1.4 增加投入，开发凉山特色的食品，如苦荞茶、白

魔芋、青花椒、各种菌类等，扩大销售市场。

3.1.5 采用节庆形式，开展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如彝

族火把节、美食节、冬旅会等。

3.1.6 积极争取各种资助，开展州内非物质文化的保

护工作，如通过积极申报，凉山彝族火把节2006年

被正式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

从目前来看，凉山州政府、其他单位和个人多

方努力加大对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也看到了旅游

给东道主社会和民众所带来的好处和利益等，而这

些正符合生态旅游的基本要求。

3.2 凉山民俗旅游资源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资金和实践经验等因素的限制，凉山民族

旅游资源的保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3.2.1 没有明确保护和开发的关系，认为一旦开发就

不可能保护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反之，要保留原

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就不能开发，机械割裂了二者的

联系。毋庸置疑，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但在

保护民俗资源时，不仅要看到民俗的传承，也要看

到民俗的变异。所谓保护，并不是简单地把民俗当

作不可再生的文物，投入大量资金，却原封不动地

维持他们的现状，这样，反而会陷入为保护而保护

的怪圈。

3.2.2 忽略了保护民俗资源的首要目的。部分政府

官员和社区居民认为，保护民俗资源就是为了发展

旅游，更好的开发和利用，而忽略了保护的首要目的

是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其次才是为了促进当地

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发展旅游业只是其中一个目的，

绝不是终极目的或唯一目的。现实生活中，总有部

分专家学者和官员认为凉山彝族村民不穿民族服

装，不吃坨坨肉就是同化或退化，破坏了当地的民俗

文化，而忽略了旅游地居民一样有追求现代幸福生

活的权利。他们是为了自身更美好的生活，而不是

仅仅是呈现给游客看各样的民俗。这种对旅游地居

民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指责，实际上是由一种主流

文化对非主流文化的霸权心态所导致的。

3.2.3 片面认为商品化导致当地民俗文化失去本

色。事实上，民俗旅游资源的商品化与民俗旅游资

源的保护之间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首先，开发

民俗旅游资源就是把传统民俗商品化，这是可行并

有效的方式。其次，在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

出现的对民俗的篡改、扭曲、庸俗化等问题，并不是

商品化本身导致的结果，而是在不遵循市场运作规

律和当地民俗的情况下，盲目进行开发，任意对民

俗旅游资源商品化的结果[5]。

3.2.4 采取不正确的保护方法和措施。如：在旅游地

开展民俗表演活动吸引游客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

施过程中，往往民俗表演泛滥，破坏了民俗活动的

正常程序，削弱了其文化内涵，不分时间、地点，不

管民俗的形式，想怎么表演就怎么表演，不仅保护

无从谈起，而且影响了当地民俗的自然传承和变

异，并误导了游客。

4 解决民俗旅游资源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的相
关建议

针对生态旅游具体项目的操作和管理，西方一

些学者根据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等国的生态旅

游经验提出了一些保护的因素，如马斯伯格和墨拉

内斯（Masberg, B.A.&Morales,N）提出了五个成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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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综合方法、规划而缓慢开发、教育与培训、地方

利益最大化、评估与反馈[6]。针对以上五个因素，提

出相关建议以期使民俗旅游资源保护的工作更完

善。

4.1 尊重当地民俗文化，谋求开发和保护的和谐并

存

首先要尊重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与选择。其

次，要尊重当地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主体不能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更不能肆意干涉旅游地民俗

的自然传承与变异的过程。

4.2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采用综合性、合理性的保护

措施

加强科技力量的支持力度，积极引入高科技手

段，在旅游活动中提高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效率。

一方面，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可以变掠夺式的粗放

型开发为集约化的开发，最大限度地减少开发过程

中对民俗旅游资源的破坏。另一方面，许多民俗旅

游资源用常规的保护手段很难取得好的效果，而采

用现代科技手段则可以解决保护中的一些难题。

4.3 强化政府客观管理、统一规划，建立法律保护体

系

合理有序的保护民俗旅游资源首先要依赖于

政府的作为。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正确引

导，严格管理，坚持依法行政，强化执法管理。严格

审查并监督民俗旅游开发的项目审批、核准和备案

制度，避免开发过度的行为。另一方面，政府在民

俗旅游资源的保护资金投入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政府可通过制订计划以及财政、金融、税

务、价格、工商管理、招商引资等政策措施，保障民

俗旅游资源保护的顺利实施。因此，必须建立严格

的法律保护体系，认识贯彻实行，科学管理。

4.4 建立社区参与保护的机制，吸引当地居民积极

投身于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活动中，扩大地方受益

范围

社区参与机制是指让当地居民参与民俗旅游

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全过程，分享民俗旅游的权益，

承担发展民俗旅游的责任和义务的常设组织与渠

道。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在充分认识社区参与对

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基

础上，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如原材料、劳动力等，

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培训机会、就业渠道，让当地

居民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此外，社区管理部门应

该把从民俗旅游中获得的经济收益的一部分用于

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开展公益活动和民俗文化活

动，强化社区居民的参与和保护意识。

4.5 加大文化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对遗产保护的

认识

加大对民俗旅游资源保护的宣传力度，唤醒全

社会对保护工作的自觉意识，是确保民俗旅游资源

免遭破坏，促进保护、抢救和合理利用民俗文化资

源的重要途径。如在旅游活动的场所及旅游过程

中，发放相关宣传资料和影片，一方面，通过生动真

实的介绍、讲解和宣传，最大限度地激发游客对保

护工作的责任意识。这也是提高旅游活动吸引力，

增强旅游活动文化含量的好方法。另一方面要以

政府和媒体的力量，宣传优秀的民俗文化，增强凉

山当地少数民族意识，树立民族自信，使他们能辩

证地对待自身传统和生活方式，剔除糟粕，吸取精

华，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改变盲从的行为，遏

制民俗的被同化趋势。

4.6 拓展旅游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旅游从业人员作为旅游活动的主要媒介，应充

分了解民俗旅游资源的价值、保护的意义等。同

时，旅游从业人员应准确掌握相关的保护政策法

规，成为旅游活动中保护工作的第一宣传员，以此

确保政策的落实，唤起广大游客和社会各界的保护

意识，为民俗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因

此，凉山各县政府要组建具有关于民俗旅游资源及

其保护的专业知识专业队伍，培养一批专业人才，

并且对于在职导游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他们的

文化历史素养，及时更新旧知识，全面提高从业人

员的综合素质。

4.7 建立有效的评估和反馈机制

可设立专门的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专线，

让旅游者和当地群众有权利、机会反映问题、提供

参考意见，并汇总报告给相关管理部门和开发单

位。聘请从事这一活动的政府相关机构、NGO、社

会团体等进行评估，并定期发布结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应在对凉山地区民俗旅游资源

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合理选择科学的发展模式，力

争做到民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相结合。不能

否认凉山地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还任重道

远，但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凉山各

界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实现旅游发展和资源保护的

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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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 of ovulation induction in patients was improved with bromocryptine. and it favorable to the ovum

implantation and growth of embry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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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sources Protection of Folk-custom Tour in
Liangshan with Eco-tourism Viewpoint

XIAO Xue ，YANG Zhong-xiu
(Yi-language Department，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sources protection of folk-custom tour in Liangshan. It analyses and
discusses the actual problems with eco-tourism viewpoint and comes up with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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