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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文化旅游, 既可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历史文化名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同时又能
为旅游者提供一个高质量的旅游胜地。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原真性、保护性、文化

性和独特性、体验性与创新性等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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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是经国家权力机关明令核准公

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 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

和革命意义的城市。文化旅游即为人们离开常住

地到具体的文化吸引地的各种旅游活动,它是以

旅游文化的互异性为诱因, 以文化的碰撞与互动

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融洽为结果的旅游活动。

历史文化名城之旅是一种倍受青睐的高层次文化

旅游,既可促进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又能满

足游客较高文化心理的需求, 为旅游者提供高质

量的旅游经历。随着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旅游

者的文化品位越来越高, 人们对具有丰富人文内

涵的历史文化名城将有着更浓厚的兴趣。历史文

化名城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旅游发展与名

城保护和谐统一, 既要满足当代人对文化旅游的

高质量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旅游需求的能

力,并将旅游者的需求与旅游地居民的需求相统

一。为达到代代相传、永续利用的目标, 笔者认

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遵

循以下五原则:

一 原真性原则

 原真性 !的概念最早出现于 ∀威尼斯宪章 #

中,  将原真性充分完备地传承下去是我们的职

责 !,这一宪章主要针对欧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
复。原真性 ( Authenticity) , 即保护历史文化遗存

本来的真实历史原物, 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

信息,要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的历史痕迹,不要按现

代的想法去抹杀它。
[ 1]
原真性是历史文化遗存的

质量精髓。历史文化遗存的旅游吸引力,归根结

底在于它的原真性。如果说中国迄今的旅游业发

展揭示了曾长期被视为  低级、丑陋、落后 !的历
史文化遗存的旅游经济价值的话, 那么随着中国

旅游者文化素质和品味的提高, 随着中国面临的

国际旅游市场竞争的加剧, 将进一步揭示历史文

化遗存原真性的价值。未来中国和国际的历史文

化遗存文化旅游业的资源之争, 实质是历史文化

遗存的原真性质量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 原真

性决定着历史文化遗存的命运, 也决定着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的命运。

原真性是旅游开发之本, 旅游开发是原真性

的发展与延伸。
[ 2]
我国云南丽江因对极具原真性

的传统民居的保护修复, 为历史城镇面对旅游和

都市现代化迅猛发展的威胁提供了一个有效保护

方法,赢得了国际上  丽江模式 !的赞誉。[ 3]中国

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 由于经济实力与管理者认

识水平的差异,历史文化遗存的原真性保护远远

比不上丽江。由于遗产地内的饭店、商店、娱乐设

施、水库、索道等产生的  实体性破坏!,和低质量

的讲解、展示、说明等造成的  体验性破坏 !还大

量存在, 甚至还有由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和

戏弄而营造伪文化、虚文化、鱼目混珠的作法都违

背了原真性原则。如湖南凤凰南长城上出租的民

族服装就是经营者根据自己的喜好编制的奇装异

服, 土家族的女装原本色彩淡雅, 以深蓝色为主

调, 而出租的服装却是大红大绿, 完全失去了土家

民族服装的特色。尽管没有一种文化、没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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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形式、没有一个文化族群的生活方式、行为方

式可以原封不动的保存和冻结式保护,但是民俗

风情的乱编乱造大大地破坏了民俗的原真性,伤

害了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感情, 并最终将会使该旅

游地陷入了缺乏  原真性!的困境之中。
二 保护原则

旅游产品开发的保护性原则有两重含义: 其

一是对  器!的保护工作, 其二是对  人文生态 !纯

真性的保护和传承。文化旅游保护与发展的一个

重要内容在于保护其人文生态, 因为当地人文精

神的变质会使古城古建筑的保护意义大为降低,

如周庄 1999年前  重器物、轻人文 !的保护思想而

导致旅游商业文化的长驱直入, 使得周庄的生命

力大大受挫。

保护人文生态的原真性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维

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使当地居民在旅游活动中能

切实得到份额内的实惠。周庄老百姓的一句话

 保护老房子是政府赚钱,但破墙开店赚的都是自

己的!, 尽管有其荒唐的一面, 但也说明只有对当

地居民补偿足够的经济利益, 才能使人文生态民

族文化在旅游活动的侵蚀中保持原真性而不变

质。我们可以通过提供就业的方式来让当地居民

足够获利,防止当地居民大量外迁、防止全民经商

导致过于浓厚的商业味, 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西班牙, 把维护当地居

民利益、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体现当地人们的需

求和愿望放在发展旅游的首位。另外,社区居民

在遗产原真性的开发和保护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

置,两者只有互相协调发展才能产生和谐和共生

的双赢局面。因此通过建立社区居民完善的培训

体系, 构建起社区居民的环保意识、遗产意识、旅

游意识、服务意识、安全意识、责任意识等是很有

必要的。当地居民热情友好亲切助人的态度是历

史文化名城一种无形的资源, 这种无形的资源直

接创造着历史文化名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

历史文化遗存的原真性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核

心产品,当地社区则是历史文化遗存的依托, 其地

域范围和人文内涵都是历史文化遗存的延伸及附

加值。为保证人文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使当地民

族文化风尚永远传承、民族风情永不褪色,历史文

化名城迫切需要在当地学校进行地方文化教育。

当地教育部门或老师可针对当地的传统文化、风

俗和观光线路准备专门的课程, 要求学生记录当

地历史, 收集地方的故事等。我国的教育体制应

制定相应措施,给承担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居民

提供优惠政策,才能激发年轻一代学习本土文化、

传承本土文化的热情, 通过加强教育使保护事业

持之以恒。

三 文化性和独特性原则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历史文化名城是民族历

史文化的结晶, 它包涵了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特

色文化与民族发展的历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价值取向、文明特征等丰富的文化积淀。传承和

弘扬名城文化, 是名城保护的核心。文化旅游一

个根本特点就是文化性; 即人们希望通过文化旅

游这一活动观赏异质文化、接触异域风情, 来满足

内心深处对文化的向往和追求。文化旅游产品的

成败,取决于产品的文化内涵。文化旅游的成败,

关键在于旅游从业者能否很好地展示文化旅游产

品的文化性以满足文化旅游者的需求。因此在开

发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文化旅游精品时, 要高度重

视其文化内涵,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和机构从事

研究、发掘和包装。不仅要对当地风俗旧址等恢

复或重建,还要对隐藏于民间或记载于史书中的

潜在文化旅游资源加大开发力度并打造成精美的

产品。丽江是国内历史文化名城全面深入挖掘文

化旅游资源的典范,以纳西古乐、东巴文化与文化

遗址为主的文化产业每年为地方创造超过亿元的

产值。
[ 4]
丽江不仅有专家对历史文化进行整理, 而

且还积极调动起当地居民挖掘本地历史民族文化

资源。凤凰的  赶尸 !、 放蛊 !等民间传说使苗乡

民俗透露出一股原始、神秘的气息, 开发这类资源

无疑对现代旅游者有着较大吸引力。

独特性指要发挥  唯我独有 !的资源优势, 挖

掘的文化资源要有突出的地方文化特色, 而不是

一般的特色, 更不是雷同化。越是地方的, 越是流

行的,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特色是历史文化

名城的生命。当然, 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能成

为文化旅游资源,更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能打

造成文化旅游精品。只有那些特色鲜明的文化因

素才能满足现代旅游者求新、求异、求美的旅游动

机, 如民族原始气息浓厚的原生态歌舞集∀云南印

象#成为云南旅游产业名片, 桂林大型山水实景演

出乡土特色鲜明的 ∀印象刘三姐#成为桂林标志
性旅游节目等。

四 体验原则

美国管理咨询专家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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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认为,目前人类已经跨越服务经济, 进入体验经

济时代。体验是  当一个人达到情绪、体力、智力
甚至是精神的某一特定水平时, 意识中产生的美

好感觉 !。在体验经济时代,衡量企业是否成功的

标准之一,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能否为顾客提供

一种让其身在其中并且难以忘怀的体验!。[ 5]随着

体验时代的来临,许多消费者已经不满足那种  到

此一游 !式的旅游。旅游产业第五级形态 ∃ ∃ ∃

 生命体验式旅游 !已成为游客追求的目标,如夏
威夷、拉斯维加斯与我国的丽江已经成为著名的

生命体验式旅游胜地。

体验让游客的感受更直接、更兴奋、更刺激。

历史文化名城必须加大体验性产品的分量,切实

加强旅游地体验设计, 更好地凸现资源。根据旅

游者的直接感官 (眼、耳、鼻、舌 )和旅游地资源禀

赋来设计相关的体验产品, 以满足旅游者修学、感

悟生命、感悟自然、追寻历史等不同的功能需求。

体验模型除了民俗文物古迹等资源本身外,相关

的景点景区介绍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文化旅游

景点的历史文化价值较高, 而对于历史文化价值

的欣赏必须基于游人对于历史文化的理解,这就

需要在景区通过各种途径介绍和宣传与这些景点

相关的历史文化。面对大量的散客市场,景点历

史典故介绍的设置就尤为重要。介绍和宣传的方

式很多,即可以在景点处设置与景观相协调的景

点历史典故介绍, 也可以与门票结合印制一些小

的景区地图和说明, 其设计都应特别注重艺术性

的处理。

在不影响当地文化景观和谐的同时, 开设健

身刺激型的娱乐节目以增强旅游活动中的参与性

和交流性是可行也是必需的。旅游者对旅游地的

娱乐体验,应当是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娱乐方式。

在娱乐产品的设计过程中, 要充分挖掘当地的特

色文化与奇特的游乐方式, 把丰富的文化内涵寓

意在新奇的娱乐方式中, 让旅游者在独特的游乐

方式中感受当地历史文化。

五 创新原则

必须处理好守旧与创新的关系。历史文化名

城的资源保护必须原真性守旧, 像西安兵马俑必

须守旧, 万里长城要尽量保持原貌。我国现有

109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157个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 必须守好其原真性。但我们在发展历

史文化名城文化旅游时, 不能忽视创新。创新是

知识经济的灵魂,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在文化旅

游中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可通过文化旅

游产品的手段技术创新来实现旅游产品的创新。

文化旅游产品手段的创新, 主要指改变文化

旅游传统的表现手法,把现代科技成果如  声、光、

电!、现代媒介和现代审美意识运用于文化旅游产
品, 并使文化旅游产品产生新意, 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要求, 以期文化旅游产品得到更好的展示和旅

游者能够得到更多的满足。借助声、光、电, 不仅

能具体、生动地知觉观赏对象的外在形式 (诸如色

彩、线条、形体、节奏、音响等 ) ,而且能由表及里直

接对深层的内容进行观照。这对于故居、博物馆

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借助声、光、电,不仅可以丰

富博物馆旅游的内容, 而且可以调动旅游者各种

感官,使旅游者获得丰富、全面而深刻的感觉, 切

实地体验馆藏品所蕴含的文化。

单纯追求  古老 !的效果而忽视创新, 艺术发
展就会滞后。比如, 表现欧洲人特点的栩栩如生

的雕刻因为长期以来只重视传统的形式, 而使其

表现的风格十分有限。然而古老艺术一旦注入现

代审美意识用现代材质来表现, 往往能获得意想

不到的效果。如现在享有盛誉的澳洲土著人的西

方沙漠艺术就是用新媒介表现古老艺术传统而获

得成功的例证:过去用沙子所作的只能持续短时

间的设计第一次在硬材料上得到永久的体现, 并

通过各种现代的媒介成为永恒。再如, 因纽特石

雕刻因艺术创造而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供应

给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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