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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沽湖地区旅游文化建设与摩梭人和谐生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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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昌

摘 要 旅游文化是推进旅游活动持续发展的动力
,

是旅游地进行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力量
。

本文从旅游活动所带来

的负面效应入手
,

进而提出在庐沽湖旅游业飞速发展的今天
,

只有推进旅游地的旅游文化建设方能从根本上推进摩梭人和谐

社会构建
,

减少旅游活动对摩梭社会生态文化的冲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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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
,

旅游业已成为西 差
,

带来的是不和谐状况的加剧
。

第三
,

各民族间

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

然而在旅游业推动 的不和谐
。

目前在沪沽湖地区除摩梭人外
,

还居住

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
,

也对西部地区的自然和人文 有普米
、

纳西
、

彝
、

白
、

藏
、

汉等 个民族
。

由于经营

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

因此如何既保持旅 旅游业可 以带来丰厚的经济收人
,

因此在沪沽湖地

游经济增长
,

同时又降低旅游活动对民族资源 的冲 区曾一度出现无论你是不是摩梭人
,

是不是少数民

击
,

进而达到沪沽湖和谐社会构建的终极 目标
,

是 族都在经营诸如髯火晚会
、

参观摩梭民居这样一些

本文将要讨论的重点
。

理应由本民族才有权经营的项 目
。

通过走访发现
,

一
、

旅游业发展对摩梭人和谐社会构建的影 摩梭人对其他民族经营诸如参观摩梭民居和穿着

响 摩梭服饰招徕游客的行为感到非常反感甚至气愤
。

沪沽湖地处川滇交界处
,

景区总面积 平方 二 摩梭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受严重威胁

公里
。

四川省所辖景区面积为 平方公里
,

包括 在旅游业快速发展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
,

沪沽

巧 亩草海 湿地
。

云南省主要占据沪沽湖亮海 湖地区的生态环境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

由

部分
,

拥有 个岛屿
。

区内最知名的旅游资源是大 于地处高原腹地
,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沪沽湖生态环

型高原淡水湖泊 —沪沽湖和享誉世界的摩梭人 境系统抵御干扰能力低
,

恢复能力差
。

据调查
,

目
“

走婚
”

风俗
。

正因为拥有这样独特的 自然和人文 前沪沽湖水体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

湖泊的生物

资源
,

沪沽湖正逐渐成为热门旅游地
。

伴随着沪沽 多样性也受到一定影响
。

旅游开发势必打破人 口

湖旅游业发展的同时
,

各种矛盾及旅游活动所带来 数量与 自然承载力之间 的平衡
。

大量游客的涌人

的负面效应正打破着沪沽湖的宁静与和谐
。

其主 致使生活垃圾增多
,

由于旅游规划跟不上
,

整个湖

要原因总结如下 区没有建立统一的垃圾收集和处理地
,

污水直接排

一 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各种矛盾 到湖中
。

因游客的增加而大量砍伐用于建房
、

髯火

首先
,

家屋间的不和谐
。

在发展旅游业以前
,

晚会使当地的山林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荒芜
。

沪沽

摩梭人主要以农耕为生
,

家家户户经济收人差距不 湖地区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状态由于不当的旅游

大
,

建立在经济基础上 的
“

家屋
”

制度完整而稳固
。

开发而被打破
。

“

家屋
”

间友爱互助
,

尊老爱幼之风盛行
。

发展旅游 三 文化冲突导致摩梭人和谐社会破坏

之后
,

原本和睦的家屋间经常会由于争抢客人而发 东道主和游客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 由不 同文

生争吵甚至出手的现象
,

严重影响了团结
。

其次
,

化引发的矛盾
。

在短短的十余年间
,

各种文化形态

地区间的不和谐
。

云南和 四川各 自为政的开发模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蜂拥而至
,

一时间使原本拥有自

式造成了原本一家的摩梭家庭间的不和谐
。

云南 己传统文化的摩梭人不知该如何应对
。

文化矛盾

省由于发展早投人大
,

因而使云南沪沽湖地区的摩 如果不调解好必然导致摩梭人和谐社会被打破
。

梭人就率先富裕了起来
。

这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 首先
,

多民族扮演的民族杂居状态以及游客带来的

衡带来的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人们精神面貌上的落 异域文化使父系文化对摩梭母系文化由过去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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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态势转变为直接的渗透态势
。

这样的结果导致

母系家庭小型化
,

小家庭逐步增多
,

妇女在家庭中的

传统地位下降
,

传统走婚习俗转变为配偶制或专偶

走婚
。

其次
,

摩梭人传统文化变质
。

为单纯追逐经

济效益
,

摩梭传统文化被包装成为商品化的各种表

演
。

这种纯
“

商品化
”

将对摩梭文化带来破坏
,

民族

文化无法得到恰当的保护和传承
。

再者
,

异化的
“

摩梭
”

民居拔地而起
,

也使摩梭人的传统民居文化

得不到应有的诊释
。

最后
,

摩梭人对其他外来文化

的人侵表示直接的不满
。

二
、

庐沽湖旅游文化对摩梭人和谐社会的作

用

旅游文化是人类总体文化中的一种 门类文

化
。

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
,

做好旅游文化的建设

工作
,

发挥旅游文化的积极能动性对促进当地和谐

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

旅游文化建设就是在原

有成就的基础上
,

对旅游文化进行更新
、

升级
,

使之

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

壮大
,

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

新的文化
。

具体而言
,

沪沽湖旅游文化建设对当地

摩梭人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如下

一 增强旅游者素质
,

提高旅游体验质量和水平

社会的和谐往往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密切

相关
,

较高的文化素质使个体注重道德修养
,

具有

更为丰富的生活内涵和质量
。

旅游文化建设对旅

游主体 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对其旅游体验质量的提

高具有重要作用
。

高素质的旅游者懂得尊重摩梭

传统文化
,

保护沪沽湖自然环境
,

也懂得如何获得

高质量的旅游体验
。

在游山玩水间
,

在到摩梭人家

做客时
,

高素质的旅游者懂得如何寻求深层次的文

化体验
、

感悟不同文化的深厚底蕴
。

二 强化旅游客体的人际文化建设

社会和谐问题归根结底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

和谐
。

只有旅游各方人际关系融洽
,

各 自获利
,

才

能实现多赢而最终保证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

旅游客体各方的人际和谐主要体现在摩梭人
、

其他

族群
、

游客
、

政府
、

旅游企业以及其他旅游从业者的

人际关系和谐上
。

因此进行摩梭人和谐社会构建
,

只单方面增强旅游者素质是远远不够的
,

还要对构

成摩梭人社会的各方客体进行文化素质提升
,

构建

和谐的客方人际关系
。

三 促进庐沽湖旅游业与 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是旅游业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
,

更是摩梭人和当地居民生存发展的

根基
。

旅游文化具有发展文化的功能
。

进行旅游

文化建设能够保存文化传承也能够推进文化转

型
。

例如
,

旅游方式在旅游文化的推进下已从上世

纪的大规模大众化旅游转变为如今所倡导的生态

旅游
、

低碳旅游
。

因此
,

在进行沪沽湖旅游文化建

设时
,

为从旅游宣传
、

政府法规制度
、

企业人员培训

方面将生态旅游中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

和谐共生观

念作为重点建设内容
。

四 促进庐沽湖地区不 同文化和谐相容

旅游业的发展使沪沽湖面临着诸如商品经济

文化
、

汉族文化
、

异域文化的冲击
。

沪沽湖由一个

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正走向一个完全开放的
、

自由

的文化系统
。

这是一个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
、

非主

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
。

可以说
,

以前任何一个

他民族文化对摩梭文化的冲击都没有旅游业带来

的文化冲击来得猛烈
。

旅游文化所倡导的
“

求同存

异
” “

宽容理解
”

原则
,

无疑对摩梭人和谐社会构建

具有重要意义
。

抱着
“

宽容
” “

存异
”

的态度
,

旅游者

才能懂得如何去理解
、

认同
、

尊重
、

欣赏摩梭人至今

仍保留的婚俗和母系制度
,

而不是去歪曲
、

误解地

看待这一不同价值观体系下的文化现象
。

另外
,

旅

游文化所具有的文化交流功能
,

能够消除由于长期

隔绝而造成的偏见和误解
,

加强各民族的相互了

解
、

友好往来
,

有力促进各地文化交流
。

三
、

进行庐沽湖旅游文化建设的大体思路

一 加强旅游主体的文化修养建设

高素质的旅游者是促进旅游地和谐社会构建

的主要因素
。

旅游者文化修养的高低甚至可 以决

定 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走向
。

我们在发展旅游业

的同时应不断提高旅游者的文化修养
,

培养旅游者

审美
、

求知等高层次旅游需求
,

培养旅游者在旅游

过程中的独立思考
、

判断分析能力
。

可 以通过沪沽

湖高品位的市场定位
、

加强旅游宣传
、

限制游览方

式
、

增加旅游产品类型等来培养高素质的旅游者
。

二 加强摩梭人的文化素质建设

摩梭人的文化素质建设是构建摩梭人和谐社

会的重要内容
。

进行摩梭人 自身的文化素质建设

的积极意义在于较高的 民族文化素质有利于本民

族文化的保护
、

传承
。

高素质的摩梭人往往能够清

楚的认识到唯有加强本民族的文化建设方能保证

本民族经济的持续发展
。

民族文化内核是民族的

生存之本
,

如果民族文化消亡了
,

沪沽湖的旅游业

好比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必然走向衰落
。

越是受

过良好教育
,

拥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摩梭人越会对外

来文化持一种包容
、

吸纳的科学态度
,

懂得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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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潮中把握 自己的传统文化
、

进行文化转型和 念与开发经验
,

提高景观开发的质量和水平
。

在旅

创新
。

游服务文化上
,

除了延续家庭作坊的经营模式外
,

三 发展庐沽湖旅游文化产业
,

提高摩梭旅游文化 还要提高整体服务理念和服务水平
,

引人一些标准

竞争力 化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先进管理文化
。

经济基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保证
,

只有人民的 五 加强庐沽湖摩梭人社区空间场所的旅游文化

生活富足才谈得上精神文明的建设
。

作为一个以 建设

获取旅游经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地区
,

沪沽湖必须 空 间场所旅游文化建设 旨在营造一种良好的

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
。

发展沪沽湖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氛围
,

使摩梭人民和旅游者能够在良好的

产业首先要加大财政投人
,

进行旅游地资源和基础 文化气氛下融洽地进行文化交流和旅游活动
。

为

设施建设
。

其次要进行旅游服务文化和旅游法制 加强摩梭村寨居民间的旅游合作意识和培养民族

建设
。

目前的立法工作仅限于如何保护和治理沪 团结理念
。

可在社区 内推进各项文化事业建设
。

沽湖自然生态环境方面
,

而有关民族文化保护的立 建立健全各种公益性文化设施
,

提供丰富多彩
、

健

法几乎是一片空白
,

因此
,

可增加和引人有关保护 康向上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

保障人们享有

非物质文化的相关法案和公约
。

基本文化精神生活和服务的权利
,

提高摩梭人民的

四 推进摩梭人旅游文化创新 文化生活质量
。

创新是和谐社会的活力之源
,

在保存传统文化 旅游文化对摩梭人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是文

的前提下不断推进摩梭旅游文化的创新
,

既可 以保 化与和谐社会构建在具体领域的具体应用
。

旅游

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又能够满足旅游者不断变化 文化是旅游的核心和调节器
,

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旅

的旅游需求
。

例如
,

可增加旅游项目的种类
。

除了 游经济的新增长点
,

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

在现代

传统的骑马
、

髯火晚会
、

划船
、

参观摩梭民居外
,

还 少数民族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导

可设计诸如民族竞技
,

民族节庆等旅游项 目
,

深人 作用
。

做好旅游文化建设
,

推进旅游文化升级
,

使

挖掘摩梭传统食俗
、

婚俗等体验项目
。

在景观设计 之朝着健康
、

正确的方向发展必然有助于实现民族

上必须传承摩梭人传统
“

家屋
”

文化和
“

木楞子房
”

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

的建筑风格
,

同时要吸取和借鉴外国先进的文化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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