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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以文载道，今以文聚力。我们必须极力推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

创新，不断创造出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借助文化的力量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

兴的进度。近几年，习近平主席也在一直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同时国内也掀起 了

一种文化性质的旅游热潮。旅游对文化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本文将 结

合国内旅游与文化的现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简要分析旅游活动对于目的地 文

化的影响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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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 是

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习近平主席曾在一个 文艺

工作座谈会中是这样评价文化的，再次强调出文化对我国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综合国力也越居 到世

界第二位，国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进而促使越来越多的国民不再拘 于家

中，而是选择走出去，去中国各个文化景观进行旅游[1]。本文将结合国内旅

游与文化的现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简要分析旅游活动对于目的地文化的影响

和反思。

一、旅游与文化简述

1、旅游业现状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旅 游

业与世界其他产业相比，发展迅速，已经发展成至关重要的产业之一。早期对



于中国而言，旅游业是一种新兴的产业。而近几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 发

展，我国的经济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综合国力也越居到世界第二位，国民生 活

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进而我国旅游业也得到很迅速的发展。截至2016年 12 月，

国内2016年旅游这方面的总收入约为达10860亿元，在全国GDP中占的6.7%， 并且已

经成为亚洲第一大的旅游市场[2]。旅游业已经是促进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 的重要

产业之一。在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们应该也要意识到，当前我国快速发展 的旅游

业有点急于求成，后续暴露出一些比较严重的现象与问题，甚至是一些不 可挽回

的影响与代价。比如旅游目的地到处可见的破坏文物字体，类似“到此一 游”。

这样会直接影响到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也会影响到国 家旅游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2、文化简述

文化一直都属于中国的独特标签之一，中国文化有三个有别于其他大部分的

国家的特点：第一，具有历史悠久的特点。我国有上下五千年的璀璨文化，一直 不

断地往下传承与发扬；第二，具有不断创新的特性。我国文化在历史的长流中 不

是一直不变的，一直秉持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基本原则对之前的文化 进

行创新传承；第三，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我国少数民族居多，进而中国文化也 是

丰富多样的，外界经常认为我们的文化是一盘散沙，反而我国不仅不冲突，还 具

有强大的凝聚力[3]。

二、旅游与文化的关系

1、文化是旅游的根本属性

人类活动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从根本上来看，旅游也是文化的一种。旅

游，简单来说就是“玩”，但怎么“玩”也是有学问的，选对玩的旅游目的地， 在有

内涵，有教育引导意义的旅游目的地“玩”，不仅能增长见闻，还能提高个 人修

养。近年来，国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更多的人愿意走出家门，旅游市场也 随之

产生。层次、水平较低的旅游中，吸引人们的也许只有美丽的风景。但随着 时代

的发展，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更高水平、层次的旅游。人们希望能够在旅游中 增长

知识，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科技文化、民族文化等，也就是文化性质的旅 游，

即文化旅游。不论是参观风景这种性质的观光旅游，还是学习知识的文化旅



游，其实都有文化的存在。由此可见，文化是旅游的根本属性[4]。

2、文化是旅游的核心资源

如今，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单纯的旅游观光己经满足不了消费者更深层 次

的需求了，现在的消费者群体追求的是一种体验，而文化正是消费者所追求的 体

验核心。文化己经逐渐变成旅游产业的核心资源。只有将文化作为旅游业发展 的

核心资源，开发出更高层次的旅游产品，旅游企业才能在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

3、旅游是文化的重要传播途径

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许多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消费者逐

渐增长的文化方面的消费需求。旅游业作为一种逐渐兴起的产业，有着丰富多样 的

形式，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传播途径。 文化

与旅游的结合使文化传播更具竞争力。例如，致使单纯地通过一些公益广告、 宣讲会

等书面形式去宣传我国的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等，人们不容易接收或者深 化这些

文化知识，更谈不上培养文化素养。但如果通过旅游讲解或者产品，会事 半功倍

的，并且人们更容易接受这种“玩中学”的形式。

三、消极影响

在发达地区的文化性质旅游中，文化不容易受到旅游活动过程的冲击。除此

之外，还有一些经济相对落后或者民族文化有特色的国内旅游目的地，此类的人

文景观和生态比较显著。虽然旅游为闭塞的地区带来更多的先进文化与意识，但

是也相对应地迎来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比如拜金主义、贫富差距太大的意

识等。这种旅游带来的现代文化没有进行处理，会使目的地居民盲目学习现代文

化，不再传承中国文化，会对目的地文化带来极大的消极作用。

四、反思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各地的旅游业也在不断发展，在带动当地经济快 速

发展的同时，旅游业也对当地的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和冲击。想要在当今各国 文

化都各有千秋的境况中保持我国的文化特点，就离不开在旅游发展中对当地的 文

化进行开发与保护。综合上文，笔者将自己的意见进行简要总结。

1、认清文化的内涵



想要保护文化、开发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搞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对于“文 化”

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在众说纷纭的内涵中，笔者认为美国人 类学

家哈维兰的定义更为合适，他认为文化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不同， 它更

偏向于一种信念和价值，在人们的具体行为中得以体现。人类的生活与自然 环境

和人际交往两方面对接，文化可以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也可以帮助人们 处理

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文化的特点与国家、地区的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系

，对文化进行切实的保护并不是一味的要求统一，而应该尊重地区间的差异， 认清各

地区的文化核心并加以保护和发展。如果我们无视这些规律，那民族文化 的发展

必定走入僵局。

2、找准文化保护的核心和发展的重点

有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是最能影响国人出门旅游的两个方面。经

济因素决定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旅游的花销，这是人们是否出门旅游的

决定性因素；而文化因素则影响人们去哪里旅游。通常来说，旅游是人们离开自 己

熟悉的生活环境，去另一个有着不同文化的地方进行文化体验。由于旅游业为 当

地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通常会带来一定的弊端——为了吸 引

更多的游客而制造伪民俗，这种行为会给旅游地的文化带来巨大冲击[5]。

正确保护旅游地文化、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做法应当是找准文化保护的核心

和发展的重点，人们进行文化体验的出发点是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相关部门在

进行文化保护与发展时应当避免为了吸引游客而将民俗庸俗化、千篇一律的商品

化，而应当根据文化的特点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使文化持续鲜活。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日后通过旅游进行不同文化体验的需求也会逐渐

提高。因此文化的持有者要注意规避快速发展的旅游业给文化带来的冲击和负面

影响，将文化保护与发展作为永恒的目标，使我国的文化能长久的传承和复兴。

由此可见，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目的地文化产生影响，至于是什么程 度

的影响，这更多取决于旅游活动过程中人们对文化的态度，即如何保护和创新 目

的地文化。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保护与创新，只有将其文化放在旅游业的主体 位

置，才能使文化健康地传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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