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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与弘扬民族文化的融汇
———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水流域为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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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少数民族文化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而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可以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更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但若“单一 ”地开发少数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 ,成本过高且缺乏吸引力 ,应对其进行“系统 ”开发 ,比如以流域为纽带等。

本文详细论证了“酉水旅游带 ”的开发 ,特别应明确该旅游带的“文化主题 ”、系列个体旅游点

的“文化主题 ”及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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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有丰富的旅游文化

资源 ,其河流旅游文化资源的特色很突出 ,在国家

西部大开发决策实施中必然注重对生态环境与人

文资源的科学利用和保护。重庆是世界上最大的

内陆山水城市 ,直辖以来各方面的建设取得长足进

展 ,现在已进入崭新的发展期。巩固和发展已有的

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与服务业等是经济稳步

发展的主题 ,同时又必须十分重视无烟产业旅游业

的发展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文精神塑造 ,这对

人类文明进程的良性推动、对民族文化生态链的良

性循环都有独到的作用 ,应扬长避短发展河流旅游

业。渝东南酉水流域与鄂西南、湘西北毗邻 ,是民

族文化聚集区、交融地 ,民族文化迁移的走廊。其

生态环境独特 ,历史悠久 ,各种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

各级政府必须科学决策 ,有步骤地实施旅游文化的

保护、建设与开发 ,重视依托山水自然原生态 ,挖掘

其人文精神因素 ,科学地保护和开发旅游资源的潜

力。“人类曾经以为地球可以无穷无尽地提供这

些自然资源 ,然而现在环境的有限性越来越明显 ,

人类的浪费即将耗尽自然资源。”[ 1 ]旅游业必须远

离工业特别是有污染的工业 ,必须坚持对自然规律

的遵循和保护 ,不能以工业剥夺自然环境的特殊要

求。民族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主要包括山水自然文

化与民俗文化。酉水全长 477公里 ,流经 3省 10

多个县 ,堪称包括渝东南在内的土家族苗族等民族

地区的第二大河流。本文以渝东南民族地区酉阳

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水流域独特的旅游资源为例 ,

加以具体论述。抛砖引玉 ,不当处请方家指正。

一、山、川、林、人文等富贵的资源为旅

游开发提供天然优势
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人文资源的科学开发利用 ,流经渝东南酉阳、秀

山的酉水河起源于鄂西南 ,流经鄂渝湘 ,是中国人

文上著名的“五溪 ”之一 ,奇山异水 ,天下独绝 ,有

很多山川景物与名胜古迹值得开发与保护。2007

年 6月 25日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大溪镇笔山

坝月亮湾发掘出土的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

代遗址 ,制陶场、数量庞大的墓葬群、男女合葬的屈

肢墓葬、稻谷遗迹等 ,比中原炎黄文明还要早近两

千年 ,堪称酉水流域人文资源的一绝 ,值得研究、开

发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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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祖安坐轿子山 ,六七千年制陶场 ———

上游大溪镇的山川自然资源、考古资源的开发、保

护与旅游经济发展

中国西部是人文渊薮 ,如重庆酉阳县酉水流域

大溪镇有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分布面

积广 ,墓葬多 ,葬俗独特 ,有稻作文化遗迹 ,堪称中

华文明南方人文一绝。老寨《彭氏族谱 》[ 2 ]载 :明

朝正通年间 ,江西移民彭大甫迁移湖广省辰州府沅

陵县 ,继迁移老寨。民间又传说彭姓始祖自湖广省

麻阳县迁移老寨。大溪镇老寨有系列化的山水风

景区可作为酉水土家第二寨。酉阳县大溪镇老寨

是远近有名的风景名胜区 ,如轿子山、抓抓岩、背娃

山等形态逼真 ,活灵活现 ,惟妙惟肖 ,轿子山酷似佛

祖坐在轿子上。神话传说如樵夫与犀牛潭神女巧

遇、长工犀牛潭挑水遇犀牛致使水不进桶、地仙杨

玖平找真龙真脉吉穴、张三丰痛惜老寨惨遭兵火的

题诗、赵鸭客寻找宝剑的贪婪、太平天国军队路过

老寨挖山梁寻宝以充实军饷导致破坏龙脉等。抓

抓岩活像仙人前倾状 ,背娃山恰似神仙背着娃娃 ,

凤凰下山活像凤凰飞翔下山 ,岩门槛真的就像岩石

制作的门坎 ,犀牛潭的传说让人们相信此处真的有

犀牛栖居其中 ,“石龙过江柳结桃 ”是酉水河中石

头连成龙的模样 ,柳树上结出桃子 ,很传神。距今

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世界白花泡桐王、

一百零八个土丘构成一百零八个堡 ,似一百零八个

棋子构成迷魂阵 ,如将这些风景点成串地开发出

来 ,形成完整的酉水风景片区 ,在此风景秀丽的酉

水河上漂流 :在老寨欣赏系列风景后 ,坐船或筏从

老寨犀牛潭出发 ,在笔山坝观看距今六七千年前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 ,经过大溪镇政府观看冠军山、江

西义渡 ⋯⋯笔山坝距今六七千年的远古墓葬、屈肢

葬、制陶场、石器加工场等 ,比中原黄河流域炎黄还

要早两千年 ,在旅游资源的寻找、开发与保护中值

得大书特书。

(二 )嘉庆义渡五板船 ,美景多在江西湾 ———

中游大溪镇的山川、地理自然资源、考古资源的开

发、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

土家族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民族 ,其义渡文化在

酉水体现较好 ,如可在重庆酉阳酉水大溪镇街道建

立土家第三寨。酉水河途经五板船 ,可以欣赏冷热

水洞 ,此洞分两部分 :酉水河洪水时 ,热水洞却干涸

无滴水 ;酉水河干涸时 ,热水洞却洪流浑浊或清水

汹涌。观赏距今二百零六年的嘉庆义渡古碑及苍

松翠柏的宋姓风水祖山 ,当时人们捐资公益事业的

精神 ,感人至深。坐船或筏继续下行 ,途经江西湾

观看犀牛洞的神奇 ,听解说人口若悬河 ,妙语如珠 ,

鉴赏抗后金战争的白邦铭、其第三子的坟茔 ,这是

典型的明朝酉东土司墓葬。坐船又下行可看高霞

出平湖的现代酉酬水电站 ,再下去是著名的后溪风

景区 ,堪称渝东南的小桂林。

(三 )旅人小憩搁排洲 ,醉意船夫睡正酣 ———

下游酉酬镇的山川自然资源、考古资源的开发、保

护与旅游经济发展

中国西部舟筏文化在酉水流域有影响 ,可在酉

阳酉酬建立酉水土家第四寨。搁排洲邻近酉水著

名的渡口 ———渡江口。搁排洲有大的洄水沱 ,传说

历史上许多竹木筏和船只至此都被搁在沙洲上 ,名

之为搁排洲。这里河面宽阔 ,水势盛大 ,浩浩荡荡

的景致特别好看。沙洲宽阔 ,鹅卵石遍布 ,沙石杂

陈 ,沙洲上绿草茵茵 ,百鸟翔集 ,沙洲边缘大小鱼虾

来往有致 ,洲下边是河面宽广的渡口 ,东岸是沙子

村张家寨 ,西岸是渡江村白家寨 ,两姓人世代姻亲 ,

在血缘上不分你我 ,在宗族的姓氏上泾渭分明。此

地人民淳朴厚道 ,仁义善良 ,勤耕苦种 ,传承文明 ,

人文相当繁盛 ,是旅客小憩的良好处所。

(四 )悬棺藏在红岩牌 ,腊梅香在三门滩 ———

下游后溪镇的山川自然资源、考古资源的开发、保

护与旅游经济发展

重庆酉阳后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酉水河边红

岩牌巨石林立 ,保留了一些古代坟墓 ,当地人叫做

癞子坟 ,实际上是古代民族悬棺葬 ,新中国成立前

后都有一些胆大者进入墓中寻宝 ,找到青铜宝剑等

物。悬棺葬悬挂或深藏于洞穴中 ,有固定的宗教信

仰仪式 ,是古老风俗习惯之遗留。三门滩还有腊

梅 ,在此崇山峻岭环拱的峡谷中 ,沁人肺腑 ,爽人五

脏 ,可供游客欣赏。“据后溪镇党委书记石政波介

绍 ,该镇已把三门滩野生腊梅林作为珍稀植物进行

挂牌保护。配合酉水河民族风情旅游走廊的开发

打造 ,将积极修建‘观梅亭’、‘巴人悬棺瞭望台 ’等

旅游服务设施 ,使之成为后溪古镇游、土家山寨游

的新亮点。”[ 3 ]

(五 ) “三危 ”犹言“三梧山 ”,苗众三千年犹

传 ———下游 (后溪镇 )的山川自然资源、考古资源、

历史文化的开发、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

民族地区风景优美的景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 ,像矿山供后人挖掘。如渝东南酉水流域

酉阳县后溪古镇酉水河边屹立着三座孤峰耸立的

山 ———“三梧山 ”,“梧 ”是汉字谐音拟写 ,“三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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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危 ”一音之转 ,“三危 ”地名 ,有说是今甘肃敦

煌附近三危山 ,有说是甘肃天水附近的鸟鼠山 ,有

说在今陕甘川三省交界嘉陵江附近 ,还有说在川甘

交界岷江、岷山一带。《诗地理考 》:“羌本姜姓 ,三

苗之后 ,居三危 ,今叠、宕、松诸州皆羌地。”叠山 :

甘肃南部 ,与岷山相接 ;宕 :今甘南宕昌 ,与岷江相

近。笔者认为 ,古代三苗集团既然以洞庭湖平原、

鄱阳湖平原为最主要的生活圈子 ,其活动范围主要

应在这附近地区。洞庭湖上通酉水、沅江等“五

溪 ”,古人从水路可直达今武陵山区。酉阳后溪风

光如画 ,山川地理、气候条件等相当好 ,利于人类生

活和发展 ,这里是古代三苗集团长期生产、生活、居

住和斗争地。三苗的一支被称为“僚 ”族 ,长期占

据今酉阳酉水流域后溪河边三座拔地而起的尖山

子 ,“昔日居住当地的僚族 ,以呼天为围之语意 ,直

呼为摩围。”[ 4 ]酉阳后溪河边“三梧山 ”在语言根源

上与古代三苗及僚族密切相关。民间史料 [ 5 ]记

载 :田、彭、白三大姓元末明初从湖广省辰州府沅陵

县杉木桅杆堡溯酉水迁移至此 ,三姓各据一山 ,作

为自己姓氏部落标志。而据湖南省泸溪县的一些

学者认为 ,当时田、彭、白三姓是从沅江溯酉水而上

的瓦乡人 ,是苗族 ,后来“三梧 ”作为“三危 ”的变音

一直流传下来 ,而土家语称山为“苦咱 ”,与“僚 ”族

语“三梧 ”不同 ,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可以打民族文

化这张牌。将三梧山进行包装 ,依照苗族风情 ,建

造苗族文化风情园。可根据历史上三梧山有灵官

庙崇拜的风俗习惯 ,在三梧山重建灵官庙 ,根据苗

族枫树崇拜开发茶园坝的枫树林 ,塑造苗族群众祖

先 ,组织一些苗族妇女学习跳苗族舞 ,吹芦笙 ,讲苗

语 ,行苗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将后溪少数民族、汉

族等民族文化结合起来 ,使土著民族文化与宗教文

化水乳交融 ,形成崭新的文化视野 ,吸引更多旅客

到来旅游观光 ,拉动本地文化、历史、经济等资源的

发展。

(六 )吉祥宝地何处最 ? 酉东屏风金龙山 ———

下游后溪镇的山川自然资源、考古资源、民族文化

资源的开发、保护与旅游经济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山与龙脉密不可分 ,龙与

水息息相关。山没有水 ,缺乏灵性 ,水没有山 ,缺乏

依傍。山是河的骨盆 ,河是山的血液 ,二者相辅相

成 ,不可或缺。山帮撑水 ,水映衬山 ,山水相依 ,共

铸完美的风景画卷。中国西部多山 ,龙虎凤凰成为

民族文化的四大奇迹。如重庆酉阳后溪古镇酉水

河长潭金龙山相当出名 ,它活像一座首尾相接的屏

风 ,将山那边的视野完全隔开 ,雄伟壮观 ,颇有武陵

山的阳刚 ,气概不凡。笔者 2004年在此调研时从

白青富等老人口中得知这里有很多神奇的神话、故

事和传说 ,富有魅力。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将金龙

山打造成酉东名胜风景区 ,在山上建立相关设施如

高空索道、观景台、碑刻、吊脚楼、茶楼、寺观等 ,可

以营造人文氛围 ,增加政府和民众的收入。

(七 )营造土家第一寨 ,猛虎跳杆过长潭 ———

下游后溪镇的山川自然资源、考古资源的开发、保

护与旅游经济发展

中国西南民族许多崇虎 ,如彝族的黑虎文化、

土家族的白虎文化等 ,可把重庆酉阳后溪长潭酉水

河一带的山脉开发成旅游区。乌杨树对面山口像

巨大的老虎嘴巴大大张开 ,似欲吞没对面一切 ,解

放前至今流传着神秘的说法 [ 6 ] :猛虎跳杆过长潭 ,

先吃猪 (朱 )家后吃羊 (杨 ) ,留下戴 (戴 )头慢慢

尝。这里山脉像老虎雄蹲酉水河边 ,虎视眈眈地望

着酉水河。未修电站时 ,河中三个土杆十分醒目 ,

石堤修建水电站后 ,河中三个大杆被淹没 ,可仿古

老的山川风物建造类似的山川景物 ,供游人瞻仰。

可喜的是 ,目前长潭已修建了八角楼等水上设施 ,

将陆地建筑搬上水面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民俗文化

建树。

(八 )神树文化 :古树参天太神圣 ,百世相传永

流芳 ———中国西部旅游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催化剂

中国西部地区多古树 ,民俗旅游文化有神秘

感 ,如重庆市酉水流域有许多著名古树可供旅游开

发。酉阳后溪白果柑子园挨山师梨树、小干溪河坝

师梨树都达几百年 ,是著名风水树 ,象征祖宗 ,不容

人为破坏和毁灭 ,否则会激起民众强烈的抗议甚至

械斗。枯藤老树昏鸦 ,衬托出小桥流水人家的山水

田园风光 ,反映出古代祖先开发与生存的情况 ,是

宝贵的旅游资源。旅客可在树下检到师梨籽食用 ,

也可供植物学研究之用。在现代旅游资源开发与

保护中 ,可以利用数量可观的古树制造浓厚的人文

氛围 ,让外来游客在富于神秘感的古树氛围中大开

民俗眼界 ,至于其中的迷信活动则可尽量避免。

(九 )梯田文化旅游与稻作经济合一 :此地本

是神仙居 ,层层梯田迎凤鸾

中国西部山区的梯田是农耕文化的一种体现 ,

可以在旅游经济开发中将文化与经济发展合而为

一。重庆酉阳酉水流域有可观的梯田资源与文化 ,

如后溪镇老柏沟、大庄、生基坪、田堡、牛栏坪、西山

坪、椰蒿树等地梯田就很出名 ,层层叠叠的梯田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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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盘 ,错落有致 ,似玉带缠绕于山间 ,春夏秋冬景色

各不相同 :春季 ,秧苗开始生长 ,水田里水与秧苗自

然界限分明 ;夏季 ,秧苗长势很强 ,秧苗遮盖住田

水 ;秋季 ,稻田黄金灿烂 ,十分耀眼和诱人。老柏梯

田在酉水河东七八里处缓坡地 ,大庄梯田在后溪镇

西二十里路的巍峨的大山上 ,规模经营可能不及老

柏梯田 ,但大庄村梯田中有明朝、清朝冉土司与白

总管分界线的古建筑庄屋 ,老柏梯田群落与大庄梯

田群落文化东西相互辉映 ,各逞亮色。观赏梯田文

化风景与稻作经营承包合一 ,将是梯田成片地区发

展的路子之一。

(十 )路径文化和外来资金的吸引与接收将是

贫困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 :人生就像登天梯 ,游客

志得又意满

吸引外来资金投资修建旅游道路 ,促进当地经

济全面提升 ,将是旅游事业的内容之一。中国西部

道路文化缥缈而轻盈 ,如重庆市酉阳县酉水流域的

路文化分为水路、陆路、古路、新路、山路、公路等。

水路与河流相关 ,酉水河是著名的主要水路 ,沟谷

中的路与沟谷文化相关。沟谷关系明显的有大干

溪 ,与沟谷文化相关的有翟家沟、滥田沟、蔡家沟、

陶家槽等地。陆路是人工修造 ,如从后溪场到大干

溪、良土等地的路修建于明清与民国 ,镌刻的“修

路碑记 ”就反映了这一点。从后溪白果柑子园下

凉水潭有一条从山脚直通山顶的石板梯级路 ,活像

玉带飘扬在空中 ,蜿蜒曲折 ,望不到路的尽头。有

与深潭及码头相关的风景文化如搁排洲、渡江口、

后溪码头、长潭码头、肖家潭码头、吴家潭码头、铜

盆潭码头、一两丝码头 ,这些地方在历史上有自然

形成的码头和人工修建的码头 ,各逞其能 ,为人们

进出打开各种方便之门。各自聚族而居 ,从其姓氏

地名即可窥知。后溪镇长潭是酉阳酉水土家第一

寨 ,铜盆潭的传说 :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私自出来游

逛 ,为百姓洗衣服 ,倒下来的洗衣水落人间 ,造成很

多美丽的人文风景。⋯⋯依山傍水进行梯级开发 ,

旅客志得意满。

(十一 )建筑文化 :风雨桥修天下安 ,吊脚楼阁

屹巍然

吸引外来资金投资建设旅游区 ,将促进中国西

部经济更快发展。中国西南民族杆栏式建筑很有

民族特点 ,重庆市酉阳县酉水流域主要的建筑吊脚

楼、贞节牌坊、家族祠堂、风雨桥、墓碑、指路牌、功

德碑等是民族人文的良好载体 ,后溪上寨天井坝总

管府衙旁边有明清皇封诰授金匾竖写白氏老祠堂 ,

堪称一绝 ,是后溪第一祠堂。明朝时期白氏老祠堂

族众头领被皇封诰授白总管 ,子孙世袭。白总管率

领田、彭、白等姓民众东南抗倭 ,东北抗击后金强

兵 ,建立奇勋 ,也付出惨重代价 ,皇帝念其忠勇惨

烈 ,授勋加官。在东北抗金、西南平叛过程中 ,白总

管三个侄女授封一、二、三品夫人 ,男性则授封总兵

等官职 ,皇封诰授给白总管族祠堂竖写金字招牌 ,

这些在酉阳酉水流域传为美谈。[ 7 ]在酉水流域白

姓各有支系 ,后溪今收购组所在地是水巷子长潭白

家祠堂 ,今粮站所在地是彭家祠堂 ,乡政府所在地

是新寨白家祠堂 ,皇封诰授白氏老祠堂在解放初因

名气太大 ,被人拆除 ,作为历史与民族文化的见证 ,

它被拆除实在很可惜 ,学术研究失去了宝贵的实物

资料。

风雨桥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常见的建筑 ,中国

很多民族如侗族、土家族、苗族、汉族等都有风雨

桥 ,它折射出各民族普遍崇尚光明、追求康庄祥和、

乐善好施、求吉纳福、热心公益事业的民族心理 ,有

很大的实用价值 ,可遮风挡雨 ,防御严寒 ,美观大

方 ,富于审美价值 ,是民族民间文化风习的实证。

后溪小干溪青山麻园过河坝的风雨桥又叫粮店桥 ,

上有覆瓦 ,两侧有栏杆 ,各分双层 ,可供坐卧斜倚 ,

观赏风景 ,底部有楼板 ,坚实耐用 ,不会摇晃摆动。

牌坊在中国许多地方盛行 ,龚氏牌坊堪称重庆

酉阳酉水后溪第一牌坊 ,它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与

礼仪文化的折射 ,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下妇女的生

存状况与社会风尚 ,是封建思想的实物体现。它反

映出的文化因素中不乏传统美德与进步因子如纯

正、清廉、洁净、尊严、权威、忠贞不渝、诚实守信等 ,

对树立坚强的爱情与道德意志、纠正不良的社会风

气等有益。

西南民族地区保存有不少军事纪念建筑如贵

州省仁怀市五马镇街头“为民前驱 ”纪功碑 ,再如

酉阳后溪至今仍存的清水堰果勇巴图鲁将军墓堪

称后溪军魂 ,它是仅次于白总管墓葬的将军之墓 ,

是清朝军事与政治文明的产物 ,在碑刻语言文字与

文学上也有价值。

(十二 ) 总管府衙天井坝 , 街邑文化千年

传 ———吸引外来投资开发与建设西部土司文化

中国西南、西北土司制度有名 ,酉阳土司制度

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酉阳

酉水流域后溪一带 ,自从独立长官白象建造后溪街

道开始 ,上街基本成规模。后溪街上至上寨 ,下至

小河坎 ,西至黄土堡 ,东至酉水河东岸 ,南有茶园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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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拱桥 ,酉水河东有花滩子白总管三钉耙挖来堵截

河道筑玉带水花园的河中丘山 ,牛蹄潭活灵活现牛

脚印。上寨有上马蹬、下马蹬、总管花园、上码头、

中码头、下码头 ,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后溪

镇历史悠久 ,汉代为武陵郡辖地 ,南宋绍兴年间置

酉阳宣慰使司 ,属九溪十八峒之酉溪 , ⋯⋯后溪乡

场位于酉水右岸 ,建筑面积 3万余平方米 ,多为清

代建筑 , ⋯⋯青瓦白墙 , 飞阁吊楼 , 玲珑剔透

⋯⋯”[ 8 ]改革开放后 ,一些干部缺乏民族文化保护

的自觉性、意识与素质 ,强令全部拆除砸碎 ,全部修

建成水泥街道 ,千篇一律。青石毁灭 ,皇封诰授金

牌老祠堂白氏宗祠、禹王宫、万寿宫、灵官庙等历史

文化古迹相继被拆毁 ,毁灭了世代相传的古老民族

民间文化。抗金英雄、平定西南叛乱的冉土司白夫

人白再香是酉阳民众喜爱的英雄人物 ,她的英雄事

迹在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 》中有记载 ,她的

美德妇孺皆知 ,家喻户晓。她从小生活的地方上寨

天井坝、凉水井玉印岩古迹至今犹存 ,要加以保护 ,

供游人瞻仰。

(十三 ) 名胜古迹到处有 , 杰士贤能喜争

光 ———吸引外来投资建设旅游区历史精英文化

中国西南地区人才辈出 ,如今重庆酉阳酉水流

域在明清时代是白、彭、田三大姓强宗大族管理、生

活和发展的宝地。白姓第一代祖先白象被当地百

姓尊称为独立长官 ,其墓葬在后溪上寨天井坝杨鬼

塘山洞中 ,其子白永庇夫妇墓葬在生基坪 ,白象之

孙白启圣墓葬在酉水河东响鼓坪 ,夫人彭氏墓葬在

响鼓坪旁段家湾 ,都可作为移民文化实物供游客游

览和文化工作者研究。后溪是历代人文荟萃地 ,明

清时代皇封诰授白总管辖区 ,有关碑刻至今仍存 ,

数量不多但有迹可寻 ,如白总管禁渔无字碑近年在

酉水河岸边被发现 [ 9 ]。禁渔碑四周是浮雕装饰的

花纹 ,粗朴大方 ,中间无字 ,磨得精光。后溪还有不

少少数民族的墓葬和其他遗迹如龙东、长潭等地苗

坟 ,苗坟还有深埋在田坎最底部、最里边的 ,在外边

无法看见里边有墓葬 ,这些都可修复作参观旅游之

用。后溪镇白果村三组杨家沟祖坟偏坎历史上有

梭棺坟 ,笔者小时候还见过 ,可依据旧时模样进行

仿造 ,把古老葬俗呈现在人们面前。后溪上寨铁锁

坟见载于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 》,堪称古代

酉阳州名胜古迹之一绝 ,是名副其实的后溪第一墓

葬。反映等级森严的土司制度的如酉酬镇江西湾

白邦铭总管、白再清总管坟 ,父子二人都是明朝后

期支援辽阳明军、抗击后金强军的骨干人物 ,立下

汗马功劳。后溪桂花树下白总管白文栋坟地 ,后溪

麻园子、风水宝地江西义地堡是后溪移民文化领域

里的墓葬都能体现风水文化。白夫人、邹杰、刘扬、

田品三、刘振之等人是后溪文化史上的名人 [ 10 ]
,是

后溪历史上振聋发聩的民族英雄 ,其遗迹、遗物和

民间传说 ,在民族地区河流旅游文化中可作为精神

资源加以保护与开发。

(十四 )经济文化 :种植园景观、庭院经济景

观 ———吸引外来投资建设旅游区特色经济

中国西南地区庭院经济应当得到发展。如重

庆酉阳县酉水流域传统的经济以农耕为特色 ,与农

业相关的文化主要有 :种植业 ,养殖业 ,制造业 ,加

工业。白果村柑子园的果树种植业在清朝就很有

名 ,大庄、二重岩、石板、新地方等地适宜于种植业

的发展 ,其烤烟种植业就享有盛誉。大干溪的土纸

制造业很发达 ,形成了系列化品种 ,在人文精神和

风俗习惯等方面打上了深刻烙印。茶园坝的茶树

培育与种植在明清很有名 ,但现在并未得充分重视

与发展。

(十五 )酉阳酉水三个镇 :风水文化为纽带 ,人

文景观成系列 ———旅游区经济发展必须通盘考虑

中国西南地区城镇发展必须联合攻关 ,如重庆

酉阳酉水流域的大溪镇老寨轿子山、附近的龙脉问

题等与风水密切相关。传说轿子山下埋葬着许多

远方如贵州省等地远道抬送至此的骸骨 ,据说能佑

其子孙后代出人才。大溪镇犀牛潭、酉酬镇江西

湾、犀牛潭、后溪镇上寨一两丝犀牛潭都是酉水流

域最著名的富贵山水人文资源 ,与其他地方犀牛景

观结合起来 ,共同体现出酉水流域民众的犀牛崇拜

文化现象 ,值得从山水与人文结合的角度进行融资

开发。后溪镇长潭酉水河白虎岩、猛虎跳杆、乌杨

树虎嘴巴等都反映了酉水流域民众的白虎崇拜 ,要

有计划、有组织、科学地开发。对本地民众进行引

导 ,加深对山水人文现象的理解与感悟 ,对外来游

客 ,可通过导游解说、图片宣传等使之了然于胸 ,在

山水自然景观的欣赏中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 ,促进

身心健康。

二、民俗文化的开发与保护
对中国西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要重视

科技与文化的投入 ,提高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 ,建

立必要的旅游研究与科普机构 ,加强旅游环境保护

与整治技术的研制、开发与推广 ,加快西部旅游业

的信息化建设。”注意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综合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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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功能 ”。[ 11 ]以重庆市酉阳酉水流域旅游民俗文化

的开发与保护为例 ,其内容涉及花灯等民族民间文

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创新 ,要依靠群众、依靠外出

工作、生活和深造的各种人才献力反哺。

花灯戏 :中国花灯文化源远流长 ,影响深远 ,酉

水流域花灯文化多从湖南辰州和常德、湖北汉口、

江西吉安等地流传过来 ,是中华民族文化融会贯通

的结果。随着时代前进与区域转移 ,花灯文化内容

有变异和创新 ,为中华民族文化充实、进步、创新与

多样化提供了动力与新鲜因素。花灯文化保护可

借鉴重庆市酉水流域秀山县的做法 :如组织成立花

灯歌舞团 ,外出演出赚取利润 ,“1984年重庆歌舞

团编演的秀山花灯《蝶双飞 》出访过美国、西德、缅

甸等国 ,蜚声海外。”[ 12 ]举办大型节目演出 ;每年召

开花灯学术研讨会 ,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教授与

学者从理论角度进行探讨 ;在群众中普及花灯文

化 ;扎根于本土文化 ,兼顾现代文化娱乐的受众、品

位与要求 ,扩大影响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自然

文化遗产资源。

花鼓戏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传播范

围广 ,影响大 ,早已走出国门 ,迈步海外 ,其题材丰

富 ,受众很多。花鼓戏在酉水流域民间又叫三棒

鼓 ,是集娱乐、祭祀、庆祝、宣传、教育、传授技艺、新

闻传播等于一体的民族民间文娱活动。[ 13 ]这是新

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仍然保存完好的民族民间文

娱活动 ,有较大、较全面的综合价值。重庆市酉水

流域的花鼓戏在酉阳酉水流域大溪、酉酬、后溪三

镇保存得最好 ,最有代表性 ,与花灯并称渝东南

“双花 ”。可组织民间文艺爱好者成立花鼓队 ,在

节日或其他庆祝活动中一展身手。

土家织锦 :是巴文化与楚文化结合的产物 ,与

巴宕板盾蛮的织锦文化相关。2009年盛夏 ,世界

人类学大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湘西美术家协会

田明研究员的土家族织锦全长 76. 6米 ,赢得世界

范围内的著名人士盛誉 ,重庆市酉阳县酉水流域土

家族织锦可借鉴 ,对民族工艺加以开发和创新 ,走

向世界。

玩龙灯 :中国号称龙的国度 ,中国人及海外侨

胞都号称龙的传人 ,龙文化精神根深蒂固 ,对龙的

景仰与爱戴早已深入中华民族每一个子孙内心深

处 ,玩龙灯是龙崇拜的一种表现 ,这是中华龙马精

神在渝东南酉水流域的传承。

打绕棺 :是楚文化与巴文化结合的产物 ,酉阳

酉水流域历史上巫风盛行 ,与湖北省巴东县撒哈叶

嗬近似 ,值得保护。

讲春牛 (春牛戏 ) :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结合

的产物 ,有“隋炀太子不认母 ”等题材 ,演化为民族

民间风俗活动 ,在伦理道德上有教育意义。

请七姑娘 :是华东文明西传的新型文化 ,在后

溪历史上盛行一时。七姊妹是七个仙女 ,她们主宰

人间富贵荣华与生老病死 ,预示吉凶祸福。

摆手舞 :是巴文化与楚文化结合的产物 ,与巴

渝舞相关 ,融进了楚文化中的阳春白雪 ,又与三千

多年前“巴师勇锐 ,歌舞以凌殷人 ”密切相关。

2009年 ,重庆市酉阳县土家族摆手舞获得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利权。

赶仗 :是江西、湖南、湖北与武陵五溪文化结合

的产物。

对歌 :酉阳后溪山歌是山地与农耕文明的产

物。这些保存在今渝东南酉水流域的民俗文化 ,必

须经济效益、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加以科学

的研究、利用、充实、改造与保护。

旅游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必须通盘考虑。有

学者认为 ,在国际产业转移中 ,重庆面临着机遇和

挑战 ,“重庆还有库区的对口帮扶、后期扶持、生态

保护和对渝东南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扶持的特

殊政策 ,这也将有利于承接产业转移。”“作为新兴

直辖市 ,重庆贫困区县较多 ,受正规国民高等教育

的人口比例偏小 ,市民的平均文化素养、知识技能

与东部 ,甚至与西部一些中心城市相比 ,尚有一定

差距 ,导致重庆创新人才、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相

对短缺。在产业结构方面 ,重庆第三产业的业态和

规模发育不够好 ,除生活性服务发展与东部地区相

比尚有差距外 ,生产性服务发展更落后 ,需要在承

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不断向国际和东部先进企业学

习 ,以满足开放经济的需要。”[ 14 ]以此为基础 ,笔者

认为 ,中国西南地区河流旅游文化的开发与保护 ,

能促进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处于主动地位 ,广大

民众在生产、生活和斗争中使用的各种工具体现了

民族文化的内涵与特质。同样如此 ,重庆市作为中

国年青的直辖市 ,渝东南酉水流域的农具、家具、猎

具、渔具等是宝贵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

体 ,不能让其失传 ,要有意识地加以开发、利用与保

护 ,使之在民族文化的苑囿里大放异彩 ,使在国际

产业转移中大有作为 ,造福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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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 tegra tion of developm en t of tour ism industry in west Ch ina

and propaga ting na tiona lity culture
———Taking Youshui drainage basin of Youyang Tujia and M iao Nationality Autonomous

County of Chongqing as an examp le

BA I Jun2kui1 , ZHU De2dong2

(1. School of L itera ture and Journalism ,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2. Editoria l O ffice,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nationality culture is faced to be marginalized, however, using nationality culture as tourism resources de2
velopment can p romote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nationality areas and is helpful to carry on and p ropagate nationality cul2
ture. But sing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nationality areas has high cost and is short of attraction, so the tourism re2
sources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for examp le, taking drainage basin as ligament and so on. This paper, in detail, dis2
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Youshui Tourism Zone and especially clarifies Culture Theme of this Zone and Culture Theme of indi2
vidual tourism points and their connection.

Keywords: west China; nationality area; Chongqing; river; tourism industry; Youshui drainage basin; nationality culture; Tu2
jia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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