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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爱国主义旅游资源的开发路径研究 
——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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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爱国主义在公民价值观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旅游作为民众参
与度较高的大众休闲方式，能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广泛的实践平台。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将旅游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
相结合，依托深厚的军事战争荣誉史、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多元的民族风情，打造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爱国主义旅游项目，为我
国开发爱国主义旅游资源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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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triot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values and is the core force to achieve national prosperity, ethnic unity and 

social progress. As a popular leisure way with high public participation, tourism can provide a broad practical platform for carrying out patriotism education. 

Krasnodar Krai of Russia combines tourism resources with patriotism education, relying on a deep history of military honor, a lo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and diverse ethnic customs, to create a series of influential tourism projects with patriotism education,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China to 

develop tourism resources with patriotism education. 

[Keywords] Patriotismeducation; Redtourism;Krasnodar Krai 

 

爱国主义是支撑国家发展的核心力量，对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

促进民族团结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思潮多元化的背景下，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各国都将爱国主义价值观培育作为构建

公民意识的重要抓手，将爱国主义教育贯彻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其中，旅游作为普及度广、参与度高的大众休闲方式，在愉悦

身心、开拓视野、增长见识的同时，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民众的道

德品质进行熏陶，日益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俄罗斯

历来重视公民的爱国主义价值观培育，拥有悠久的爱国主义历史传

统，在爱国主义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此

基础上，俄罗斯各联邦主体深耕自身旅游资源，广泛挖掘旅游资源

中蕴含的爱国主义内涵。本文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为例，

对当地爱国主义旅游资源的开发路径进行探讨。 

1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概况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位于俄罗斯西南部，濒临黑海和亚速海，

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民族风情浓郁，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

资源。作为俄罗斯著名的旅游胜地，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每年都吸

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旅游业也因此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近

年来，当地将旅游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打造出军事爱国主

义旅游、历史文化爱国主义旅游、民族风情爱国主义旅游等诸多线

路，在爱国主义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2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爱国主义旅游资源的开发路径 
2.1 发挥军事爱国主义旅游的引领作用 

军事爱国主义旅游是一种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以军事战争

题材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旅游形式，在俄罗斯通常被称为军事历史旅

游，在中国也被称作“红色旅游”。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而言，

参观游览军事爱国主义主题的项目，在增长见识的同时，更能接受

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培养自身对于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

军事爱国主义题材的旅游项目正成为各地旅游市场的重点拓展方

向，日益受到民众的青睐。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在军事爱国主义旅游领域有着颇为丰富

的资源。作为俄罗斯的黑海门户，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数个世纪以

来一直是俄罗斯抗击外敌入侵、保卫领土安全的重要阵地，有着悠

久的军事荣誉史。在俄罗斯开疆拓土的历史进程中，克拉斯诺达尔

边疆区形成了鲜明的军事爱国主义文化，其中蕴含着维护国家统

一、保卫领土安全的核心内涵，体现着俄罗斯人民世代传承的爱国

主义精神遗产。 

数个世纪以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境内曾发生诸多著名的战

役。从17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的十余次俄土战争期间，克拉斯诺达

尔边疆区所在的黑海沿岸一直是沙俄与土耳其交锋的主战场。通过

与土耳其交战，俄罗斯在黑海沿岸不断扩大疆域，夺取了包括亚速

海和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北岸，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黑海出海口。因

此，数百年来的战争史，使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成为沙俄时期开疆

拓土的典范。 

苏联时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成为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重

要战场，光荣军事传统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国内战争期间，苏联红

军曾多次与白军争夺该地区，最终成功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卫国战争期间，边疆区绝大部分领土曾被纳粹德国占领，当地人民

奋起反抗法西斯侵略者，展现出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为卫国战争

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为表彰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军民在卫国战争中

的功绩，当地多座城市被授予军事荣誉称号。例如，新罗西斯克市

被授予“英雄城市”称号，图阿普谢和阿纳帕被授予“军事荣誉城

市”称号。光荣的军事传统也由此成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世代传

承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在此基础上，当地围绕新罗西斯克、图阿普谢和阿纳帕这三座

城市，集中打造了一系列军事爱国主义旅游项目。如新罗西斯克市

的“小土地”卫国战争纪念博物馆、“海军陆战队”雕像、“无名

水手”雕像、“俄罗斯海军荣耀”纪念碑、历史博物馆等；图阿普

谢市的“英雄山”纪念雕塑、“军事荣耀城市”纪念碑、“苏维埃

政权保卫者”纪念碑、“生命之路”雕塑、海军基地烈士纪念碑等；

阿纳帕市的“军事荣誉”公园长明火、“军事荣誉城市”纪念碑、

“卫国战争烈士和法西斯受难者”纪念碑等。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军事爱国主义旅游资源开发有着以下

特点：首先，发展起点高。当地的军事爱国主义旅游以一座“英雄

城市”和两座“军事荣誉城市”作为依托，在俄罗斯国内外有着较

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配套设施完善。传统意义上的红色旅

游多位于交通位置不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相比之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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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军事爱国主义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黑海沿岸

城市，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在此基础上，当地将军事爱国主义设施

与滨海旅游景观相结合，打造出多样化的旅游线路，改变了传统意

义上红色旅游资源“叫好不叫座”的尴尬状况；再次，内容形式多

样。传统的红色旅游项目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多以纪念馆、纪念

碑、革命旧址等场馆设施参观为主，采用静态展示和讲解宣贯的方

式，对游客的吸引力不强。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对军事爱国主义

旅游资源的挖掘更为深入，所提供的旅游产品也更加丰富，注重增

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感。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军事博物馆、纪念碑

等场馆设施，还能亲眼见到二战时期的飞机、坦克等各类参战装备，

甚至还可以亲自驾驶坦克、装甲车等军事装备。相比静态观光而言，

动态体验项目更能激发游客对军事爱国主义旅游的兴趣。 

2.2 在历史文化观光中培养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不仅以优美宜人的自然风光著称，在人文

领域的旅游资源同样十分丰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地处亚欧大陆

交界处的黑海沿岸，战略位置突出，历来就是扼守战略要冲的兵家

必争之地。数个世纪以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直是多样文明交

汇融合的地带，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丰富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为当

地留下了诸多历史建筑和名胜古迹，为开发历史文化类旅游资源创

造了条件。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在打造爱国主义旅游线路时，将历史文化

观光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将文化古迹打造成培育爱国主义价

值观的重要载体。当地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主要集中在首府克拉斯

诺达尔市、塔曼半岛及索契、新罗西斯克等黑海沿岸城市，涵盖了

俄罗斯帝国和苏联等各时期遗留下的不同风格历史建筑，如阿纳帕

市的戈尔基比亚古城遗址，塔曼市的“特姆达拉坎”古城遗址，索

契市地标建筑——海运码头和冬季剧院，克拉斯诺达尔市的叶卡捷

琳娜二世雕像、克拉斯纳亚大街、普希金广场、圣叶卡捷琳娜大教

堂、圣三一大教堂、舒霍夫塔等。游客能在旅游观光的同时，了解

当地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出民族自豪感和文

化自信。 

2.3 注重民族风情旅游与民族团结价值观的有机结合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域，形成了民族

融合的多元文化传统。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所在的北高加索地区位

于欧亚大陆交界处和欧亚民族迁徙的大通道上，广袤的南俄大草原

和水量充沛的库班河为逐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如今生活在当地的切尔克斯、卡拉恰伊、巴尔卡尔、阿迪

格、诺盖、鞑靼、保加尔、哈卡斯等诸多民族都是早先游牧民族的

后裔。数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势力范围在克拉

斯诺达尔边疆区此消彼长，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此交织融合，

为当地的多元民族构成打下了基础。 

如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共生活着 100 多个民族，其中大部分

人口为俄罗斯族，占比 86.5%，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还包括亚美尼

亚族（5.3%）和乌克兰族（2.6%）、希腊族、鞑靼族、白俄罗斯族、

格鲁吉亚族、德意志族、阿迪格族、土耳其族等。各民族的传统文

化得到了良好的传承，民族风情浓郁。这些都为当地开发民族风情

旅游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开发了

一些颇具少数民族风情的旅游项目：“阿林—别尔德”亚美尼亚民

族文化中心能够为游客提供亲身感受亚美尼亚族传统民俗文化的

机会；在切尔克斯族民俗文化项目“高加索传说”和“切尔克斯村

庄”，游客可以体验切尔克斯族的民族文化，品尝传统菜肴，欣赏

民族歌舞，感受当地各民族融合的多元文化魅力。 

哥萨克民俗游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重点打造的另一类民族

风情爱国主义旅游项目。作为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地方性社

群，哥萨克在俄罗斯历史上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为俄罗斯的领土

开拓和多民族国家建构做出了贡献。“自由、勇敢、忠诚”的哥萨

克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视为俄罗斯多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象

征，成为俄罗斯培育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有效依托。 

哥萨克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同样发挥了

重要作用。克里米亚汗国被并入沙俄后，叶卡捷琳娜二世自 1792

年起将扎波罗热的部分哥萨克迁至此地，建立了黑海哥萨克军团，

允许他们在此建立军事要塞，作为抗击奥斯曼土耳其的前哨。如今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许多城镇和居民点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

来。其中，首府克拉斯诺达尔市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城原名叶

卡捷琳诺达尔，意为“叶卡捷琳娜的馈赠”，最早是黑海哥萨克军

团于 1793 年建立的军营，后逐步发展为军事要塞。1897 年，叶卡

捷琳诺达尔专门修建了一座方尖石纪念塔，作为纪念库班哥萨克人

定居 200 年的标志，由此可见哥萨克文化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

深远影响。数个世纪以来，哥萨克人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内生产

劳作、繁衍生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物质生活

方式、宗教信仰、土地分配原则、村社自治制度。哥萨克民俗体验

游也成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重点打造的民族风情类旅游项目。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主要城市基本都有哥萨克人的活动足

迹。各地也积极利用这一资源，打造形式多样的哥萨克民俗旅游项

目。其中较为知名的哥萨克民俗旅游项目有：位于塔曼半岛的“阿

塔曼”哥萨克集镇、塔曼市的哥萨克博物馆、阿纳帕市的“多布罗

杰亚”民族文化公园、索契的“自由哥萨克”民俗旅游综合体等。

不过，受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哥萨克族群的传统生活方式

受到了较大冲击，哥萨克村落的原始生态难以完好保存。这也给当

地的哥萨克民俗游带来了很大挑战。目前，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

哥萨克民俗游更多带有静态展示和科普介绍的性质，游客的互动性

和体验感有待提升。 

3. 结语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秉承俄罗斯爱国主义教育传统，将军事战

争、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主题旅游资源与爱国主义价值观教育有

机结合，打造出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爱国主义旅游项目。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多元杂糅的社会思潮，我国的爱国主义价值观

教育同样任重道远。构建公民的爱国主义价值观不仅需要理论支

撑，还应与实践紧密结合，从细微处入手，在潜移默化中厚植爱国

情怀。旅游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休闲生活方式，无疑能为普及爱国

主义教育提供有效平台。在此背景下，探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

疆区在爱国主义旅游资源建设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挖掘

旅游资源中蕴含的爱国主义内涵，对于我国开发利用爱国主义旅游

资源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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