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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民族文化与“旅游+”时代融合发展研究 

马硕言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成都市  610059) 

摘要：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巴蜀民族文化与“旅游+”时代融合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发展四川省特色

旅游的现实需要。巴蜀民族文化具有深厚历史底蕴、丰富多样形式、鲜活生动特征和独特的人文内涵，在其发展中，充分挖掘与利

用各种地域资源，通过有效转化而将其开发为旅游产品和项目，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四川经济区建设，因此在四川省具有

重要意义。 

关键字：巴蜀民族文化；“旅游+”时代；融合发展 

 

引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提高以及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

的人将其精力放在文化旅游活动中来。在新形势下，

旅游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乃至

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巴蜀民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较为突出、

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有其独特性的一部分。

巴蜀民族文化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旅游产

品，而且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不仅是四川区域特色经济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促进地方旅游转型升级、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与和

谐社会、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 

一、巴蜀民族文化 

巴蜀文化，即四川地区的传统文化，是指四川东

部地区、重庆至贵州及长江流域、南诏大理国、吐蕃

帝国等民族长期聚居生活形成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巴蜀先民逐步开发了巴蜀地区的地

理环境和丰富灿烂的历史人文资源，形成了以巴蜀为

主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发展新格局。巴蜀文化主要包括

巴人、西羌（氐）、巴蛮、羌等族系。 

二、巴蜀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优势 

（一） 巴蜀文化历史悠久 

巴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原始

社会晚期就有了人类文明。三星堆的发掘可以说是在

巴蜀地区一次伟大的发现。其出土的文物具有极高的

历史价值，被誉为“20 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

一”。都江堰、武侯祠等是历史上著名的人文景观，也

有很多著名旅游景点如：都江堰、武侯祠。青城山、

九寨沟等也具有极高旅游价值。除此之外，巴蜀地区

是我国少数民族——羌族居住最集中地之一，主要分

布在四川省南部地区。其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形成

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成都平原的

蜀绣、四川三大地方戏曲——川戏和川剧、青城山道

教、佛教和民间传说等。 

（二） 旅游资源丰富多样 

四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川秀丽，物产丰富，

人文荟萃，素有“天府之国”之美誉。古有“文章节

义之邦”美誉的蜀国。四川地区物产富饶、风光秀美、

民俗奇异、文化多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旅游胜地。

“山雄水美”是指四川山多坡陡谷深，江长水阔，景

色秀丽。“水秀、林幽、石奇”，这些自然景观与人文

资源构成了四川独特的旅游资源。四川历史悠久，人

文荟萃，名胜古迹众多；自然景观雄奇壮观、景色优

美；人文景观古朴典雅、别具一格。四川气候温和少

雨且气候干燥，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质构造所

形成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物产的生长和开发利用：

境内有岷江、沱江与长江三江汇合为“天府之国”之

称的成都平原及其周围丘陵地带；有峨眉山和乐山大

佛等名山风景区；有都江堰等水利工程风景区；有青

城山和九寨沟等风景名胜区。 

（三） 民族文化特色鲜明 

四川的地域文化主要有三个特点：1、地域文化中

有鲜明的地域性。2、表现形式上，地域文化有很强的

个性。3、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巴蜀地区有着非常鲜

明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如成都平

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相结合发展起来的，它所孕

育出来的特色小吃、茶馆、茶楼是成都平原饮食文化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长江沿岸城市重庆

所体现出来的巴蜀特色饮食文化，具有浓烈、鲜明民

族色彩和浓郁地方风情等。 

（四） 巴蜀历史和民族文化构成了丰富的景

观资源库 

巴蜀文化是中国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很强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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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但目前主要的开发还停留在表面。而对于其深

层次的历史渊源和内涵，则是开发不够。由于巴蜀历

史悠久、灿烂辉煌，民族众多；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有

许多杰出人物出现，形成了一系列独特丰富的景观资

源。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在这片古

老的土地上流传着许多古老、神秘而又美丽的故事，

如：古蜀国名相蜀王炎创造了巴蜀文明；蜀王开明九

世建立“大邑国”；汉王朝三任皇帝：汉光武帝刘秀、

汉明帝刘庄、汉献帝刘协都在此建都；巴蔓子兴兵反

抗秦朝暴政，创建了“蜀郡”、“巴国”；三国时期诸葛

亮南征孟获、姜维战伐西蜀，留下了“三分天下有其

一”的千古佳话。 

（五） 独特的民族文化对旅游有较强的吸引

力 

巴蜀文化旅游资源的丰富，也使得巴蜀地区成为

了国内外游客喜爱的地方，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的吸引

力。目前国内很多地方都对巴蜀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开

发，也推出了很多与此相关的景点，比如成都-都江

堰—乐山（峨眉山）-成都。另外还有成都-乐山（峨

眉山）-重庆；乐山-都江堰）；重庆-三峡等旅游线路。

这些都是比较有特色的旅游线路，其景点分布于四川

不同地区，如九寨沟、峨眉山、三峡等等。这些年来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上巴蜀文

化旅游了，特别是一些海外游客在参观这些景点时也

对这里浓厚的历史文化兴趣浓厚。所以说巴蜀地区是

一个极具吸引力与独特魅力的地区。 

三、巴蜀民族文化与“旅游+”时代融合发展存在

的问题 

（一） 巴蜀文化自身价值与旅游经济发展的

不适应 

首先，巴蜀文化自身价值难以满足现代旅游业的

发展要求，对巴蜀文化资源没有深入挖掘和系统整合。

其次，对巴蜀旅游资源的认识过于狭隘，仅把它看成

是一个地理空间，而忽视了其他文化价值的挖掘与利

用。再次，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缺少对于生态文化、历

史文化和民俗旅游项目的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最后，

对“旅游+”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够

重视，过分强调保护与开发。总之，由于对巴蜀文化

资源认识不深，没有全面挖掘出其自身固有的价值体

系，使得其旅游开发缺乏创新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二） 旅游开发对传统文化的破坏 

巴蜀文化中有许多传统民俗文化，是历史留给我

们的宝贵财富。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传统民俗

已不能满足现代人对精神生活追求的需要。巴蜀传统

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科学

和艺术价值不可估量。然而，在现代旅游经济的影响

下，人们对旅游开发不加思索地随意破坏传统民俗文

化带来的影响认识不足，致使许多巴蜀传统民俗已不

能得到有效保护与传承。 

（三） 缺乏创新意识、市场竞争力不强 

旅游产品的开发创新是实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手

段。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好

地发展，必须坚持走创新之路。从巴蜀民族文化与“旅

游+”时代融合发展看，巴蜀文化应在保护与创新的

基础上，顺应潮流，不断探索发展之路。 

（四） 管理机制不完善、发挥在那受到限制 

巴蜀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需要政府各部门之间加

强沟通、相互协作，实现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融合。

巴蜀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巴

蜀民族文化与现代旅游文化之间不协调、不统一，出

现“两张皮”现象。巴蜀历史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

丽、人文景观众多，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保护不力

等原因，造成一些景区在建设和开发过程中对民族文

化缺乏深入挖掘与研究，导致资源流失或出现“重物

质、轻精神”现象。巴蜀历史厚重，是中华民族发祥

地之一；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群众对经济利益

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同时还

存在一些部门利益冲突等现象，导致在当前巴蜀民族

文化与现代旅游文化融合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两张

皮”现象。 

四、巴蜀民族文化与“旅游+”时代融合发展的路径 

（一） 树立巴蜀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理念 

在发展理念上，要将巴蜀文化与旅游融合作为一

种创新模式进行探索。巴蜀文化内涵丰富，巴蜀民族

文化的独特性也使得之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

因此，应充分利用好巴蜀民族文化这一独特资源，充

分发挥其资源优势。在旅游开发上，要积极推动巴蜀

民族文化融入到旅游业中去，使之成为旅游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要创新体制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使之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高其开发利用效率和效

益。在发展目标上，要将“保护为主、合理开发、永

续利用”作为四川旅游发展“四大战略”之一的“保

护第一”战略作为指导思想，同时明确提出了“一核

多点、一圈三区”的空间布局规划思路和实施路径。 

（二） 加快建立巴蜀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体制 

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巴蜀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当

前，在巴蜀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方面缺乏一个明确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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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思想，需要制定一个统筹规划，明确总体布局、工

作重点等；其次要完善管理体制。在管理体制上，可

以通过组建专门机构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统一管理；

再次要构建合作机制。在发展中需要各部门间加强合

作，形成联动机制；最后要制定保障措施。在政策上

应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制定统一标

准及实施细则。 

（三） 打造有特色的巴蜀文化旅游产品体系 

巴蜀文化旅游产品体系的打造，需要立足于当地

的文化资源优势和产品优势，结合经济发展状况、旅

游市场需求等实际情况，充分挖掘巴蜀特色、开发巴

蜀特色的各种旅游资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有

巴蜀文化旅游线路、巴蜀风情民俗、自然景观等。首

先要挖掘巴蜀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使其成为一条独

具特色的旅游线路。要对巴蜀各大景区深入挖掘和研

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深入地挖掘与整理。

其次要对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产品进行精心设计与

包装。从巴蜀各大景区来看，这些民族文化产品主要

是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如彝族的火把

节、藏族等进行包装与宣传，以其特有的民俗风情吸

引游客前往。最后要以四川特色为基础，打造有特色

的巴蜀旅游产品体系。 

（四） 推进巴蜀民族文化与旅游业深度融合

发展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在历史上，巴蜀地区长

期处于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巴蜀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和外来思想的冲击和影响，

出现了本土化进程。因此，必须重视并解决好巴蜀民

族文化中那些落后、消极的因素，特别是要重视其积

极因素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问题。首先要重视其优

势与潜力，在现有条件下做好巴蜀民族文化的挖掘、

整理、宣传；在对优势元素挖掘利用后所形成的新的

文化元素加以整合开发，使其更好地为旅游服务。其

次要充分认识到巴蜀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并不

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五） 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提升巴蜀文化的文

明形象 

“旅游+”时代的到来，既给巴蜀文明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和动力，也带来了旅游市场管理上的新挑

战。首先，要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尤其是对旅游景区、

旅游线路、民族文化演艺活动等重点环节进行严格管

理。在巴蜀景区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批，并加

强对导游人员管理。其次，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和举止。对于在景区内从事

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最后，要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 

（六）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人

员队伍 

首先，要加强旅游人才培养，通过建立专业的旅

游培训机构，为旅游企业培养一批有文化素养和专业

知识的旅游人才；同时培养专业的旅游业管理人才。

其次，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培训，包括举办培训班、参

观考察、专题讲座等形式来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业务

水平。最后，通过与相关院校建立合作关系来加强对

旅游领域的研究，并将相关专业学科进行融合和渗透。

此外，还要加强“旅游+”时代下文化与旅游结合方

面人才的培养。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旅游文化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

地区的民族文化得到了传承与发扬，巴蜀民族文化具

有独特的内涵，其悠久的历史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来观光，因此，要促进巴蜀文化价值与旅游经济的适

应发展，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在保护巴蜀民族文化

的同时，与“旅游+”进行有效的融合，打造特色的

巴蜀文化旅游体系，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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