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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文化原真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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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遗产开发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带动文化遗产地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化遗产地传

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地的开发也引发了文化商品化、文化变迁等问题，使

得文化原真性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中不断缺失，所以，必须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性开发策略，

保护其文化的原真性，使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提高游客对文化遗产地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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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第三大世界遗产国，仅次于意大利和

西班牙，目前中国的35项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

就有25项，文化遗产集中的北京、西安等地吸引

了大批的入境游客。文化遗产以其永具魅力的文

化内涵引起了全球性的旅游热，同时也带动了专

家学者的文化遗产研究热。笔者所研究的文化遗

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

化遗产包括古文物、古建筑、遗址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

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

实践、传统手工艺等等。目前各地兴起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热，比如藏族的歌舞要申报非物质文化

遗产；纳西古乐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前不久传

出赵本山努力将二人转推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总之，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目的在于保护文化

的多样性，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有着积极意

义，但目前我国在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也暴露了

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英国文化遗产专家David

Lowenthal，1994．)缺失、遗产保护力度不够等等

问题。

一、文化遗产开发的意义

1．带动文化遗产地经济的发展

文化遗产旅游热，使当地人参与到文化旅游

产品的开发当中，实现了旅游扶贫。河南安阳是

个很少游人光顾的城市，因为有了文化遗产殷墟

遗址的问世，带动了安阳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第

三产业的繁荣。

2．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文化遗产包括古文物、古建筑群、古遗址等。

此外，传统手工业、民间艺术、节El庆典、传统饮

食、音乐歌舞、民族服饰等民族文化也是文化遗产

旅游不可或缺的吸引因素，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

最重要的是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传统文化被

挖掘并包装成旅游产品的过程也是对民族文化进

行保护和传承的过程。

例如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古城内的历史

建筑和古城结构以及古城居民的生活形态均进行

了保护性开发。古城内的一些传统民族文化得到

了很好的发掘和传承。例如，木府、洛克故居、白

沙壁画等古迹的修复；纳西古乐、东巴歌舞、字画

等民问艺术的复活；打铜、制陶、民族服饰等传统

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生；一些传统的饮食也得到了

开发与发展；传统的纳西族建筑得到了保存。另

外，张艺谋导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史诗《印象·

丽江》，将丽江的民族文化“以舞台化”的形式展

现给游客，多少人为之动容。平遥古城旅游业的

兴起也使传统文化开始复兴，优秀的历史文化越

来越得到现代人的认可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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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遗产开发中文化原真性缺失

的表现

很多文化遗产研究专家都提出，文化遗产开

发既要注重文化遗产本体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

要带动文化遗产所在区域社区的经济发展，要让

社区居民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当中，从

而使文化遗产所在区域受益，但是，我们在文化遗

产开发中，往往不能很好地解决文化原真性的保

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让太多现代的东西融人到

文化遗产要素中。

1．文化遗产地商业化严重

商业化严重已经成为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

一个顽疾，旅游文化已演绎成了商业经营性质的

企业文化。有的文化遗产地拆除了原有的民居，

大兴土木，大量扩建，使一些真正的原真性文化被

假的东西所替代。丽江古城越来越多的酒吧已带

有都市文化气息，越来越多的农家客栈按宾馆的

标准改造客房。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呈愈来愈豪华之势，使文化遗产地“商业化”现象

日益严重。

一些濒危的口传艺术、独特的手工艺术以及

歌舞等传统民族文化都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保护性开发，有的文化遗产地的舞台化表演

都是商家在组织的专业演出队，而不是当地的居

民，歌舞艺术的文化原真性已被商业性所替代，当

地的原住民无法从旅游中收益，因而对这种商业

行为所造成的文化原真性的破坏漠不关心。

几乎到处都有喧嚣的商业街和土特产市场，

河南龙门石窟、北京颐和园、云南丽江古城等等文

化遗产地都有全国流通的旅游纪念品，大批量生

产的毫无特色的商品冲淡了文化遗产的唯一性和

稀缺性。陕西兵马俑历史博物馆前销售的兵马俑

纪念品到处都是，已不具代表性。

2．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

文化遗产在开发的过程中也使社区居民价值

观受到影响，原有的民族文化逐渐被汉化，遗产地

居民穿上民族服装，展示给游人看，而在家里却穿

便装；他们把手工艺品卖给游客，而自己却不用；

他们表演各种仪式，而表演的时间和地点却有悖

于传统的文化内涵，从而使得文化遗产地的文化

氛围减弱。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丽江古城为例，古

城内却随处可见傣族乐器——葫芦丝吹出的乐

曲，民族服饰店里的服饰很多也不是纳两族服饰，

而是苗族的刺绣、白族的服饰等，生产厂家也多是

广州、温州等地。古城内的居民已不操民族语言，

取而代之的是浙江话、福建话、天津话、东北话，丽

江古城的原住民因为旅游致富了，大多送孩子到

城里上学，说汉语，学汉族文化，由此本应属于丽

江古城的文化特色正悄然被减弱。

又如平遥古城外来商客也不断增多，这些来

自不同地方的商客，出售着大同小异、毫无特色的

旅游纪念品，他们对平遥古城传统文化缺乏深刻

的认识，没有学习本土文化的热情，外来文化正逐

步侵蚀着古城的传统文化。

一些文化遗产地，因为本身历史悠久，许多古

建筑难以承受大批量游客的涌人，出于对这些遗

产的保护，政府部门鼓励一些居民搬出，缓解遗产

地的压力。如平遥古城面积22．25kin，城内居住

人口达4．5万人，而专家认为的合理人口上限为

2．2万人⋯，人口压力使得政府将一部分原住民

迁出。然而，原住民的迁出却换来了外地客商的

迁入，他们植入了外来文化，充斥着传统文化，使

得古城内的固有品质逐渐丧失。

3．旅游容量失控导致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展示

受到威胁

文化遗产的吸引力使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游

客让遗产地不堪重负，导致这些文化遗产地一度

“人满为患”，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例如敦煌莫高窟，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

随之带来的窟内相对湿度增加，空气温度上升使

洞窟内的壁画和彩塑已不同程度地存在多种病

害，如酥碱、起甲、空鼓等旧j。这将对洞窟内十分

脆弱的壁画、彩塑的保存构成严重的威胁。

又如北京故宫，因为过多游客的“青睐”，一

些路面、台阶磨损严重；游客呼出的大量二氧化

碳，也对局部装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客观

现实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开发，必须考虑旅游容

量问题，只顾经济效益，这就无异于杀鸡取卵。

4．游客对文化遗产地原真性文化的体验不够

目前，国内外已有很多文化学者从游客的旅

游体验角度出发研究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问题，

游客对文化遗产的旅游体验往往包括对文化遗产

景点的感受，对文化活动的感受，以及文化遗产地

民俗风情的感受等等。有学者就世界文化遗产地

曲阜三孔以及北京故宫的游客文化体验进行了问

卷调查，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游客对文化遗产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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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值高，对文化遗产景点的满意度较高，但对

文化遗产地开发的文化活动满意度不高，缺乏对

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体验，很多文化遗产地的民俗

风情完全舞台化了。2009年北京故宫向游客热

销的宫廷面条，一碗30元，也不过是商家的噱头，

并没有使游客得到原真的宫廷饮食文化体验。

5．文化原真性保护意识淡薄

经济利益驱使，旅游开发商在文化遗产的开

发过程中过于看重经济效应，在文化遗产地不合

时宜地开发旅游房地产；旅游规划专家也往往难

以顾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另外，文化遗

产地的居民也很忽视旅游开发中对民族文化“原

真”性的保护。

三、文化遗产文化原真性保护的对策

1．重视对文化遗产地原貌的修复

文化遗产的保护最重要的是对无形的文化资

源的保护，包括对物质实体的原真性展示，也包括

古朴的氛围、文化印记、习俗观念的活化。这些无

形遗产具有惟一性和不可再生性。文化遗产地最

吸引游客的应当是它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文

化内涵，所以在进行旅游开发时需要将这些文化

特色突显出来，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实质就是对文

化“原真”性的保护，尽量保持其原貌。从国外文

化遗产的展示方面，国外多注意展示中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以及与环境的协调性等方面。如意大

利水城——威尼斯，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的

故居至今保存完好，成为游客访古探幽的必到之

处。此外还有连接威尼斯监狱和总督府的叹息

桥、古代两族械斗的拳头桥，诸如此类别具一格的

桥有428座，每座桥都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旧J，在文

化遗产开发的过程中都保存得很好。西班牙对文

化遗产的保护措施也值得学习，在对文化遗产开

发的过程中加大了文化保护的资金和技术投入，

要求恢复原貌，且不能降低它的艺术价值、历史价

值、科学价值。

我们在对文化遗产地进行开发的过程中不能

随意更改遗产地的建筑，尽量保持原有的生活方

式，恢复遗产地传统文化，力求原汁原味，突出当

地文化特色。如苏州古典园林，在开发的时候就

始终遵循了“修旧如旧、保存历史真实性”的原

则，使苏州古典园林保存了“浓郁的士大夫文化

特色与自然美妙的小桥流水”相结合的特色。通

过保护，使苏州古典园林在市场中实现了自身的

品牌价值，且在市场终端中实现的价值收益，又为

更好地保护提供了后续财源，进而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良性循环。

2．控制文化遗产地过度商业化开发

开发文化遗产旅游鼓励将传统的手工艺及商

业文化展示出来，针对文化遗产地商业氛同浓重

的现象，可以将商业店铺集中在传统的商业街，划

分商业街和传统文化展示区的界限。对文化遗产

地商品类型进行控制，摒弃那些毫无特色、与本地

区文化无关的旅游纪念品；尽量避免现代文化对

文化遗产地传统文化的侵蚀，应努力保持当地民

族原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氛围；恢复一

些“老字号”店铺；开发具有文化遗产地风土人情

的饮食、服饰、艺术和土特产品等。可以采纳杨振

之教授提出的“前台、帷幕、后台”的民族文化保

护性开发的策划方案，避免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

过度开发，要划分前台展示区域和后台原真传统

文化区域，对文化遗产地进行保护性开发。

商业开发还会导致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容量

失控，景区应采取措施控制游客数量，如适当提高

景区门票价格，每天限制游客的人数，合理的景区

内部疏导等。

3．注重对游客文化体验旅游产品的开发

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过程中，要重视游客

体验的需求，采用多种形式活化文化遗产，除了开

发供游客观赏的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外，另外，可以

学习国外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复制些文化遗

产的赝品供游客体验，以达到身临其境的感觉。

另外，还可以划分专门的文化体验区域，使游客融

人到文化遗产地社区，充分体验其文化内涵。

4．加强民众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参与

对于文化遗产地的原住民可以采用不迁出的

办法，让原住民参与到文化遗产的民族文化保护

性开发中来，尤其可以促进民俗类旅游项目的开

发。文化遗产热使原住民依赖于旅游开发，原住

民的民族文化被认可，因此要加强文化遗产地现

有居民对当地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让他们自觉加

人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中来。西递、宏村对文化

遗产全民参与保护的措施是通过举办国际山地车

节、中国黟县摄影节、中国乡村旅游节、中国遗产

日宣传等重大节庆活动，以及开展激情文化广场、

“遗产杯”系列赛等一系列活动为载体广泛宣传，

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遗产保护。要充分考虑

到文化遗产地社区利益，通过多种途径切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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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缓解文化保护

与旅游收益之间的矛盾，使社区居民从文化遗产

的保护中受益，从而调动保护文化遗产的主动性。

5．进一步完善导游解说系统

文化遗产不同于自然遗产，对文化品味的认

识，离不开生动的导游解说系统，导游解说系统包

括景区指示牌和导游讲解，目前，故宫博物院和天

坛等文化遗产地已经开通了电子导游系统，没有

导游讲解是不可能很全面的了解文化遗产地的文

化内涵的。所以，除了电子导游外，在文化遗产地

要安排导游讲解，游客可以全程由导游陪同，导游

费包括在门票内。

6．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机制

关于建立遗产教育机制这一点我们可以向国

外学习，在美国，已经将文化遗产的教育纳入中小

学生的课堂。稳定的课堂教育往往会使人们形成

基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规范Hj。西班牙对文化

遗产保护观念的普及是通过提倡文化遗产部门的

人员应该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建立专门的遗产

保护修复学校，综合院校也可以设立文化遗产保

护专业，中小学也可普及遗产保护的基础知识。

中国建立文化遗产教育机制应从青少年开

始，培养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的意识，要求他

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学艺术、文字、宗教信

仰、传统习俗等方面的知识都要了解，本民族的语

言更不能忘。通过课堂的形式来言传身教是很好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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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Origin of Culture Protect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MA Hai—yan，JIN Fan—yu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by the contiauous development，the cultural heritages have become famous tourist attractions，it im-

prove economics，protect ethnic culture．But for the lack of exponence in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the shallow view about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the excessive commercial development，the origi袖ty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has

lost in some extent，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ulture in the location the cultural heritage have been damaged．we

must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and protecting them．we should keep the originality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call on

more people to take part in the activities of pmtecting，control the development on business，and everyone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Iealize the cultural heritag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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