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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验视角下邓海湿地文化旅游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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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文化深度的挖掘
,

缺乏文化底蕴 的旅游景区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
。

然而旅游的本质在

于体验和感知
,

本文立足于邓海湿地文化开发的现状
,

提出邓海湿地文化的体验主题
,

进一步设计多样化的邓海湿地文化体验

项 目
,

旨在提升旅游者的体验质量
,

推广邓海湿地的旅游文化
,

进而推动邓海湿地文化旅游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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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

缺乏文化底蕴的旅 恢复
。

三期烟雨鹭州湿地 占地 亩
,

按照
“

一带

游景区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
,

在体验式背景下的文 四区三栖息
”

的多点功能分布布局
,

最大的文化特

化旅游
,

游客离开惯常地前往旅游目的地
,

就是为 点就是
“

以水为主
、

以水为魂
” 。

四期西波鹤影湿

了获得增长见识
,

开阔眼界
,

增强文化精神等各种 地
,

恢复建成 亩
,

在邓海西岸形成了集游览观

体验和感受
,

虽然在形式上文化旅游提供的是知识 光
、

体验四季
、

感悟文化
、

品味生活等为一体的景

和教育
,

而本质上是为游客制造了审美
、

求知
、

愉悦 观
。

正在兴建的邓海湿地五期和六期分别 占地

的体验感受
。

任何企业服务的舞台是以体验为载 亩和 亩
,

待建成后
, “

湿地花环
“

将环绕邓

体的
,

商品作为企业的道具
,

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 海
,

邓海水域面积也将恢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心
,

在创造出来的活动中能让消费者亲身感受和参 平方公里的同时也为邓海湿地文化旅游的体验

与
,

并给消费者制造出美好的回忆和难忘的体验
。

提供了基础条件
。

当然
,

在旅游过程中的体验更加注重的是旅游者的 二
、

工仔海湿地文化旅游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感受

,

强调的是旅游者能参与到旅游活动中去
,

促 邓海湿地逐渐作为凉山州西昌市的城市名片
,

进普通观光型旅游者向高层次
、

更富有吸引力的文 政府加大了对其资金和宣传上的力度
,

倾力打造了

化体验型旅游者发展
。

位于邓海人海 口的海河天街历史文化街区
、

青少年

因此针对西昌市邓海湿地文化旅游建设的个 科技园实践基地
、

梦里水乡微电影制作
,

这些项 目

案
,

如何站在体验文化的角度
,

深人湿地文化旅游 的开发有意识的增加了湿地文化的体验元素
,

还比

体验式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

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

如滨海步道的自行车骑游
,

船游梦里水乡湿地
、

小

一
、

工仔海湿地文化旅游建设的基本概况 渔村的渔家乐垂钓
、

骑马活动
,

并定期举办 自行车

邓海位于凉山彝族 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市
,

这里 环游邓海湿地比赛
,

湿地步行比赛
,

还有具有浓郁

气候四季如春
,

资源得天独厚
,

民族风情浓郁
,

是邓 彝族风情的达体舞 比赛等等
。

在四川省内及临近

海沪山国家 级旅游景区的核心资源
,

也是四 的几个省特别是重庆
、

云南等省形成了较好的 口

川省第二大淡水湖
。

上世纪由于种种原因
,

邓海水 碑
,

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

年国庆黄金周 天时

域面积不断缩小
,

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

邓海 间
,

邓海沪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共计接待了游客达

周边把大量的水域面积用来围海造田
、

网箱养鱼
,

到 人次
,

同比增长了
,

接待人数在四川

近 的滩涂
、

湿地
、

苇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导致 省内纳人统计的 个 级以上 含 景区中位居

水质下降
,

水域面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平方 第一位
。

①

公里降至不足 平方公里
。

为了加快邓海生态恢 三
、

工仔海湿地文化旅游建设中存在的不足
复

,

打造国际重要湿地
。

凉山州委州府把邓海湿地 虽然在邓海湿地文化中注人了一定的体验项

保护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

多方筹集资金
,

统一规划
,

目
,

但就体验文化来说
,

没有独特的体验文化主题
,

分步实施
。

规划邓海湿地总面积近 万亩 平 还停留在低层次
,

小规模上
,

游客的参与程度不高
,

方公里 共分 期进行恢复建设
,

一期观鸟岛湿地约 参与热情不大
,

参与范围不广
,

体验项 目也只是零
。

二期梦里水乡湿地
,

建成 亩的邓海湿地 星的几项
,

没有形成规模
,

游客对湿地公园还是只

收稿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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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传统游览模式上
,

留不住

客人
,

回头客较少
。

没有充分挖掘地方文化底蕴
,

没有充分利用邓海湿地文化资源
。

邓海的湿地文

化价值和经济文化效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四
、

基于体验文化视角下对邓海湿地旅游文

化建设的进一步思考

一 塑造独特的湿地体验文化主题

邓海湿地位于凉山彝族 自治州的首府西昌
,

这

里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
,

有着浓郁的彝族民族

风情
,

绚丽多姿的彝族民族文化与湿地体验文化有

机的结合
,

让游客在游览湿地的同时真正融人到彝

族浓郁的民族文化之中
,

感受少数 民族文化 的魅

力
。

凉山是红军行走长征的重要节点
,

有很多著名

的会议和事件在这里发生
,

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底

蕴
,

充分挖掘这些红色文化特色
,

结合地方的少数

民族文化
,

让很多外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西昌来感受

西昌的阳光
,

在湿地中游船畅游的同时体验凉山独

特的文化魅力
。

以
“

感受湿地景观
,

体验多样的地

方文化特色
”

为主题
,

依托湿地的科普寓教
、

感受 自

然和谐
、

绚丽的地方文化等资源
,

让旅游者的充分

参与湿地体验项 目
,

从游客体验的角度
,

让旅游者

在湿地景观中
,

感受人与大自然的和谐之美
,

体验

独特的民族风情和凉山红色文化的魅力
。

二 设计体验式的湿地文化旅游项目

立足
“

感受湿地景观
,

体验多样的地方文化特

色
”

为主题
,

设计灵活多样化的体验式项目
。

设计具有彝族文化特色的体验项 目
。

国内学者景志明教授 提出凉山州要大

力发展旅游业
,

就应该因地制宜
,

利用凉山已有的

旅游资源和优势
,

增加一些体验互动的旅游项 目
。

比如
,

让游客唱一首彝族歌曲
,

跳段彝族最具特色

的达体舞的舞蹈
,

交一个彝族朋友
,

看一场彝族文

化的演出活动
,

吃一顿彝族特色餐
,

留下一个具有

彝族特色的纪念品
。

还有可 以借鉴其他湿地的成

功经验
,

比如像云南腾冲的北海湿地
,

专门划出一

块湿地草甸让游客穿上专用的鞋子在湿地草甸上

采草
,

很受游客欢迎
,

反响极好
。

通过这些旅游体

验项 目来提高旅游者的参与性和体验性
,

延长游客

在湿地活动的时间
,

结合地方的少数民族文化及特

色文化资源
,

以此来增加邓海湿地的知识性
、

趣味

性
、

参与性以及体验性
。

打造邓海湿地动静结合的体验项 目
。

打造深度体验的湿地文化景观项 目
,

结合凉山

独特的少数 民族风情文化
、

红色文化以及科技文

化
、

渔家文化等
,

充分利用湿地景观的有利条件
,

在

湿地公园内打造具有凉山特色文化的历史文化风

貌区
。

该区包括结合邓沪景区的沪山景区的宗教

寺庙
、

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
、

月色风情小镇的美食

体闲街
、

还有已经开发的邓海湿地公园的一至四期

的景观
。

在彝族历史文化展示这块重点打造凉山

彝族奴隶博物馆
,

利用已有的博物馆资源
,

再增加

一些高科技手段
,

学习其他先进博物馆的经验
,

改

变以传统的实物图片的展示模式
,

真正引导旅游者

投人到真实的场景当中去
,

获取知识和文化的体

验
。

感受博物馆带来的知识魅力
。

邓海二期的梦里水乡和 已经打造完成的海河

天街历史文化街区重新整合
,

打造依托水文化
、

渔

家文化的湿地水街
,

打造一个亲水体闲
、

放松身心
、

旅游购物的去所
。

依托餐饮设施
,

围绕着彝族文化

特色餐
、

邓海渔家特色宴
,

让游客在放松身心
,

过足

眼瘾的同时
,

开展舌尖上的美味之旅
。

在湿地公园

内还可定时
、

定期开展彝族的民间民俗体验式旅游

项 目
,

比如彝族嫁娶风俗
、

选美风俗
,

达体舞表演

等
,

让旅游者换上绚丽多姿的彝族民族服饰
,

融人

到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中去
。

打造高品味的节事活动
,

以节庆来促进湿地旅

游的发展
,

打响邓海知名度
。

一年一度的彝族火把

节的举办与湿地景观有机的结合
,

充分利用湿地公

园的有利地理位置
,

在湿地公园打造一个水与火的

视觉盛宴
,

也充分展示了彝族的文化精髓
,

崇尚火

的民族与高原明珠邓海水有机的交融
,

在水上搭台

表演或在邓海旁升起堆堆烟火
,

游客和当地的居民

一起手牵手跳起欢快的彝族舞蹈
,

充分调动游客的

参与性
,

让旅游项 目的娱乐性及视觉的观赏性真正

走进旅游者的心中
,

多角度
,

多层面的让游客获得

美的享受

营造以湿地景观为背景的实景舞台剧
。

邓海湿地文化旅游要做成真正具有吸引旅游

者的旅游体验项目
,

应为旅游者营造一个可 以获得

真实体验创新造条件
,

搭建一个真实的体验场景
,

此实景舞台剧以邓海湿地风景区为背景
,

以凉山彝

民族的文化艺术为载体
,

在川西高原的明珠邓海之

上策划一个大型的实景舞台剧 —《彝
·

印象 》
。

并

且考虑聘请国内杰出的导演团队
,

如果有可能能让

张艺谋这些名导来操刀制作
,

利用名人效益
,

在前

期就达到宣传营销的 目的
,

另外节 目的表演时间可

以安排在晚上 点以后
,

演出的时间控制在 小时

左右
,

采用国内先进的造水搭台工程和灯光烟雾效

果
,

而演出的团队可 以全部选用彝族或当地非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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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员
,

在服装音乐方面融人大量彝民族的文化元 其他湿地文化旅游体验项目的开发
。

素
,

体现了节 目的原汁原味
,

也保留了民族文化的 湿地文化旅游体验的服务

本真性
,

也同时为当地人提供的就业的机会
。

影响旅游者体验质量的因素有很多
,

而景区的

《彝
·

印象 》让旅游者在白天游览了湿地景观
,

讲解或向导服务对游客的满意度也有着重要的影

体验的湿地文化项 目以后
,

填补了晚上没有节 目的 响和作用
。

景区讲解员应把 自己融人旅游服务之

尴尬
,

使众多的一 日游的旅游者因晚上精彩的实景 中
,

深人把握邓海湿地文化的内涵
,

特别是结合凉

演出转变为驻留西昌的过夜旅游者
,

延长了旅游者 山地方的少数民族彝族文化
、

红军长征过凉山的红

的旅游时间
,

增加的地方的旅游收人
。

事实证明
,

色文化等地方文化
,

借助描绘性的表达方式和个性

国内许多大型实景剧 比如桂林阳朔的 《印象刘三 化的讲解技巧
,

建立良好的旅游者与景区导游之间

姐 》
、

海南省打造的 《印象海南 》
、

丽江市推出的 《印 的互动关系
, ,

运用多种形象生动的讲解手法
,

充分

象丽江 》等印象系列实景演出
。

这些实景舞台剧的 调动游客的想象力
,

为游客带来更多更好的旅游体

成功足以证明基于民族文化艺术核心价值的实景 验
。

比如
,

在梦里水乡划船的船工就可以穿起古代

艺术表演
,

具有很强的可持续性
,

给地方旅游经济 船工的服装
,

带着游客在美得像画一样的湿地景观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

中畅游
,

仿佛真的来到了江南水乡游玩
。

充分利用邓海湿地公园的 已有的旅游资源
,

让 精心设计湿地旅游纪念品

旅游者通过大 自然
,

通过实景舞台剧全面了解彝民 旅游六要素中
, “

购
”

是不可缺少的旅游活动
,

族的文化艺术
,

同时让旅游者在观看实景演出的同 这也是提升旅游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之一
。

特色

时
,

把旅游者 自身的情感宣泄和释放出来
,

与邓海 的旅游纪念品
,

能够代表一个地方文化特征
,

能勾

湿地景观和彝族的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合
,

当然
,

起游客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

把已有的旅游纪念品

无论从资金上还是技术上
,

要营造这么大型的实景 比如彝族的漆器
、

彝族银饰
、

彝族的服装等进行精

舞台剧 《彝 印象 》都不可能单独靠一个景区就能完 品化加工
,

突出民族特色
。

还有凉山最近非常受旅

成的
,

这些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科学引 游者青睐的南红玛瑙石
,

以及凉山的土特产品苦荞

导
,

并且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
,

成立专门的景区管 茶
、

手撕牛肉等
,

这些旅游纪念品和土特产
,

都具有

理公司
,

运用市场机制来运作是相当有必要的
。

十分浓郁的凉山气息
,

增加了旅游者的购物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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