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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四川藏区传统饮食开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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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是我国农村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四川藏区地理位置独特，气候多变，高海拔、多山地、昼夜温差大

的环境造就了四川藏区独特的饮食文化。日常生活中大家以高热量食物为主，为居民提供应对高海拔的能量需求。在脱

贫攻坚后，四川藏区的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藏区传统饮食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为是乡村振兴的

产业发展，文化振兴提供支持。本文通过走访四川藏区和成都周边藏餐厅进行调研，通过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最终形

成本次文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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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main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Tibetan areas in Sichuan province is unique, with a variable climate, high altitude, mountainous terrain, and significant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day and night. These environmental factors have given rise to the unique cuisine culture of the
Tibetan areas in Sichuan. In daily life, people primarily consume high-calorie foods to meet the energy demands of living at high
altitudes.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Sichuan plays a vital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earch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Tibetan dietary culture supports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field visits to Tibetan restaurants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Sichuan and the surrounding Chengdu region. By analyz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outcomes of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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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研究背景

乡村振兴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其中

涉及到农村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在这一

背景下，传统饮食作为藏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

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空间。传统饮食的开发不仅可以促进

藏区经济的发展，还可以保护和传承藏区的文化遗产，提

高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因此，对藏区传统饮食

开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1.2研究目的

在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开发四川藏区传统饮食，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旨在通过对四川藏区传统

饮食开发的研究，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化传承、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为四川藏区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益的思路和建议。通过分析四川藏区传统饮食的特点

和文化背景，了解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探讨乡村振兴

对四川藏区传统饮食开发的影响，分析其机遇和挑战。

二、乡村振兴与藏区传统饮食

2.1乡村振兴的概念和意义

乡村振兴归根结蒂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

问题，但中国地域辽阔多样，经济社会差异明显，绝不能

搞一刀切，而是需要“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

资源禀赋等”[1]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是指通过政策、资金、

技术等手段，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



农业科技管理:2023年5卷2期
ISSN:2661-3778(Print); 2661-3786(Online)

245

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

标。意义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以通过

发展农业、农村旅游、乡村产业等方式，提高农民的收入

水平，改善农村经济状况。同时乡村振兴可以通过发展生

态农业、生态旅游等方式，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

续发展。

2.2四川藏区传统饮食的特点和价值

四川藏区传统饮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食材丰

富多样、地处高原、气候寒冷、但是却拥有丰富的食材资

源，如牦牛、羊肉、鱼类、野菜、青稞等。这些食材不仅

味道独特，而且营养丰富，能够满足藏族人民的身体需求。

目前烹饪方式独特，藏区传统饮食的烹饪方式独特，如火

锅、烤肉、炖菜等。这些烹饪方式不仅能够保留食材的营

养成分，而且能够让食材更加美味可口。传统饮食不仅是

一种简单的吃喝行为，更是一种文化传承。藏族人民在饮

食方面有着丰富的习俗和礼仪，如藏式茶道、藏式餐桌礼

仪等。在医学价值上四川藏区传统饮食中的一些食材和烹

饪方式具有医学价值。如青稞能够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

管疾病，四川藏区传统饮食的特点和价值不仅体现在美食

方面，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医学保健的体现。

2.3乡村振兴与藏区传统饮食的关系

乡村振兴与藏区传统饮食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饮食

是四川藏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

撑。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传统饮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

文化资源，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承。首先，传

统饮食可以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四川藏区的传统饮

食具有独特的风味和文化内涵，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品

尝和了解。通过开发传统饮食旅游，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

的发展，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其次，传统饮食可以作为

当地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渠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

业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传统饮食的制作需要使用当地的农

产品，如青稞、牦牛肉等。通过加工传统饮食，可以促进

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提高农民的收入。最后，传统饮食可

以作为当地文化的传承和推广。而饮食文化也是文化的重

要组成内容，在满足游客基本食物需求的同时，可以增加

对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的深入了解，涉藏地区因其独特的

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 生活方式，民族饮食尤其独特[2]。

三、藏区传统饮食的开发现状

3.1四川藏区传统饮食的现状

四川藏区传统饮食的现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食材供应不足：由于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不便，食材供应

不足，导致传统饮食中的一些特色食材难以获得，如野生

菌类、高原草原上的野生动物等。饮食结构单一：由于气

候寒冷，农作物种植受限，导致饮食结构单一，以牦牛肉、

青稞饼、酥油茶为主，缺乏蔬菜、水果等多样化食品。饮

食习惯改变：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民的饮食习惯也在逐

渐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外来饮食文化，如快餐、

方便面等，传统饮食逐渐被淡化。饮食卫生问题：由于藏

区地理环境恶劣，卫生条件较差，加之传统饮食方式多为

烤制、煮炖等，容易滋生细菌，导致饮食卫生问题较为突

出。

3.2四川藏区传统饮食的开发现状

四川藏区传统饮食的开发现状主要表现在餐饮业随

着旅游业的发展，餐饮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许多餐厅

开始推出藏区传统饮食，如酥油茶、青稞酒、藏式火锅等，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品尝。

产品得到新的开发，一些企业开始开发藏区传统饮食

的相关产品，如酥油茶、青稞酒、藏式奶酪等。这些产品

不仅在藏区销售，还出口到国内外市场。在保护传统饮食

文化的同时，一些藏区的民俗文化活动中，也开始加入传

统饮食的元素，如藏族年节、婚礼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

传承藏区传统饮食文化，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与。

目前四川藏区饮食开发出具规模，产业链也在逐步形

成，随着传统饮食的开发，相关产业链也开始形成规模。

目前从种植、加工、销售到餐饮服务，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产业链，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传统饮食的开

发现状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为当地经济发展和

文化传承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3.3四川藏区传统饮食开发存在的问题

虽然目前四川藏区传统饮食开发取得的一些成绩，但

是在发展的过程也突出了一些问题。如在创新发展上是比

较薄弱的，传统饮食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也需要不断

创新，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和需求。但是，传统饮食开发

缺乏创新，很多菜品味道单一，难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在原材料的机械化、规模化种植上发展也滞后，由于高原

特征，地形复杂，天气多变造成食材供应不稳定，地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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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恶劣，食材供应不稳定，导致餐厅经常缺货，影响了顾

客的用餐体验。

在大众化的藏餐厅中服务水平不高，服务技术不规范，

没有系统的学习和培训，都是店主自己的感觉进行服务。

目前四川藏区餐饮服务水平普遍较低，服务态度不好，服

务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创立品牌意识和

发展连锁经营上基本是空白地带。缺乏的品牌意和现在化

的营销手段识造成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特色，难以

在市场上脱颖而出。

四、四川藏区传统饮食的开发策略

4.1传统饮食的保护与传承

四川藏区传统饮食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

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为了保护和传承藏区传统饮

食，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传统饮食的生产

和销售。可以采取支持和保护传统饮食的生产者和供应商，

可以在税收，财政支持方式方法上进行发挥政府优势。例

如农民、牧民、厨师和餐馆等。在发挥市场主题上，鼓励

大家参与，发掘和开发传统藏区食品。通过科学研究和市

场推广，让更多人认识到藏区食品的科学健康。还可以通

过编撰传统饮食的相关信息，发行图书，制作视频等形式

进行科学传承。

在传承与发展上，坚持历史文化传统，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对传承传统饮食的技艺和知识进行升级换代，适应现

代社会市场发展的需求，与现代饮食相结合，创新和发展

传统饮食，使其更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口味。例如烹

饪技巧、食材选择和食物搭配等方面进行开发。还可以通

过家庭、社区和学校等途径，传授传统饮食的文化和价值

观，培养年轻一代对传统饮食的兴趣和热爱。

4.2传统饮食的创新

坚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通过创新带动藏族传统饮食

的发展，加快餐饮科技的进步和市场化的推广，为保障四

川藏区传统餐饮和四川藏区饮食文化的发展、促进乡村产

业振兴提供坚实科技支撑。要以市场发展需求为导向，加

快形成结合四川藏区饮食的特有特征的创新体系，促进科

技与饮食的深度融合。要加强食材保鲜的科技攻关，在肉

制品、奶制品、蔬菜、主要粮食作物、野生菌和藏药的保

存和运输，让全国各地和各族人民都能够接触到和买到藏

区的食材。

在创新发展中，四川藏区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

丰富，通过非遗的保护、开发和推广也是对藏区饮食创新

发展方向之一。在 2011 年 9 月，文化部出台的《关于加

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管理工作的通

知》中明确规定，“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对国家级代表性

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文字、图片、影像记录，征集

并妥善保管相关珍贵实物和资料，建立档案和数据库[3]。

国家的的大力支持为藏区饮食文化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在特色村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一方面

需要国家予以重视和多方面支持，另一方面“构建多元的参

与机制，实现文化互惠”[4]。通过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将来一

定会有长远的发展之路。

4.3传统饮食文化基地的建设

四川藏区传统饮食文化的藏族人民民族文化的传承，

不是单单的实物的展示，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千年积累下来的的活体传承。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保

护和传承好四川藏区传统饮食是需要有固定的场所的。通

过循序渐进，遵循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在四川藏区范围内，

各地市州都有不同饮食不同形式的习俗，通过保护传承，

坚持实事求是。建立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传承基地、展厅、

家庭展室等，尽可能的进行地域内的传统文化进行集中展

示[4]。根据发展的需要，对参与建设和饮食有关行业人员

的培训，让大家通过学习、总结等方式了解和传承藏区传

统饮食文化。做到保护传统饮食文化人人参与，人人守护

的目标，这样的保护将会是有效的持续的。

五、结论

在发展的过程中，四川藏区只是藏区的一部分，文化

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文化发展缓慢，文化比较落后，通

过发展旅游，推广四川藏区饮食文化不仅能够展现民族地

区人民的生活装填，也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在乡村振兴

的大背景下，四川藏区饮食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四

川藏区饮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必不可

少的一部分，通过继承和发展民族饮食文化，发展藏为传

统饮食产业，提升四川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乡

村的全面振兴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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