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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旅游村寨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研究
)))以贝江景区的沟滩屯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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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C要!桂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观依托桂林的旅游发展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在改善当

地生活的同时$其文化景观也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 本文以广西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屯

作为个案分析$从居民感知视觉的角度$综合运用定量的因子分析方法和定性的田野观察法$

对融水沟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动态特点进行了分析$以期发现研究地文化景观变迁的规律$

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开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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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依托桂林这个巨大的旅游集散地!桂北民族

村寨的文化景观资源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在

给当地经济和生活带来改善的同时!也加速了村

寨传统文化景观的变迁" 在这个进程中!旅游是

成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冲突中的催化剂!还是

促进了文化间的融合和发展& 现代文明是否对传

统文明进行着肆意冲击和渗透!而在传统文明的

包容度和承受极限下!两者的调适度在哪里& 当

地的文化景观是否由于旅游的发展开始丧失其地

域的独特性!文化的独特性是否被冲淡&

一%研究现状和研究目的

自 !" 世纪 !" 年代美国学者 ?.+&,将景观的

概念引入以来!对文化景观起源与变迁的研究就

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认为)#文化景观

是由特定的文化族群在自然景观中创建的样式!

文化是动因!自然地域是载体!文化景观则是呈现

的结果"$

0#1国外在研究村寨文化景观方面!从研

究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看!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

社会重构和演变研究%构成要素及其影响研究%结

构和功能研究%保护和规划研究四个方面" 如

?8/=.5- V.4+&>>&和 &̀j,./9 O*U*- 通过对魁北克

南部定居演化的细致分析!尝试解释社会重构和

景观演变的关系0!1

*R.25>*[.U.9.等研究日本西

部村庄文化因素对山区农业景观的影响0$1

*P/&K

I.-9,*)(\&;75.等-!""M.分析 NL 年来西班牙北

部皮科斯日欧洲地区的农村山区景观空间结构的

改变 0N1

* E/5=&,:&-9&,等-!""L.提出在文化景观

变迁中关于规划成果和自然保护的宝贵关系 0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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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对村寨文化景观的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

在村寨文化景观要素特点%景观演化及机理%文化

感知和保护与规划方面" 而学术界对桂北文化景

观旅游影响研究成果则较少!主要分为定性和定

量两部分" 定性研究方面有伍锦昌-!""L.以龙

胜平安寨为例研究民族文化变迁0G1

!对桂北龙脊

梯田景区所造成的社会文化变迁动因的分析0J1

等*定量研究方面有运用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技术

及方法对侗族村寨歌舞文化的研究0M1

"

本文以广西融水贝江景区的勾滩作为个案分

析!从居民感知视觉!运用因子分析探讨勾滩苗族

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具体发生在哪些方面!并从社

会学角度思考研究地村寨文化景观变迁程度和旅

游发展进程之间的相互影响"

二%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沟滩苗寨是广西融水县贝江景区的自然屯!

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县新安乡!距

桂林 #LM 公里!距县城 #(! 公里" 截至 !"## 年 G

月!沟滩共有 JM 户!$$F 人!其中全屯大部分苗族

为半山苗!还有一小部分迁徙过来的汉族" 整个

自然屯耕面积为 #N$ 亩!其中水田 L" 亩!旱地 F$

亩" 在旅游未开发之前!沟滩主要从事的是自给

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主要经济来源依靠竹%木收

入" #FF# 年开发旅游!村民通过民族舞蹈表演%

餐饮%卖手工艺品等各种形式开展旅游经营活动"

近年来!勾滩年均旅游总收入约 #"" 多万元"

沟滩处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到 !"#" 年 J

月为止!依然没有道路通入该屯!居民依然依靠自

古以来的方式划船从贝江进出!而游客也是从码

头下来乘坐游船或者偶尔搭乘村民的船只进出"

该自然屯是独特的民族旅游地类型!虽然旅游发

展到现在将近 !" 余年!已经处在一个旅游发展的

中期变迁态势上!虽然由于其相对封闭的环境!它

无法像同处在贝江景区的长赖一样快速地获得大

量的旅游效益!但是它的原生态社区和文化景观

却也已经出现了变化!只是比其他旅游地的变化

要缓慢" 就旅游产品来说!它有点像过度开发时

在时髦一时过后的遗留品!虽不再恢复曾经旅游

的黄金期!但是也如小家碧玉!适合不再大刀阔斧

的建设!却能更进一步规范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

弥补了文化景观变迁研究里中期变迁的现实案例

考察地的缺陷" 本文选取其进行文化景观变迁的

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测量指标

论文中文化景观的变迁的测量指标在通过文

献研究和专家意见的指导下!综合了前期梯田文

化景观研究0F1

%中国乡村景观评价的指标体

系0#"1

%传统聚落景观评价0##1和古村落的演化机

理0#!1等对村寨旅游文化景观变迁因素的调查!最

终形成自然%聚落建筑%梯田%服饰%制度精神%歌

舞表演%影响程度 $# 个测量指标体系-表 #." 问

卷采用S5_&,>五级量分法!要求被访居民对每个

测量项目从##/无变化$到#L/变化很大$ 来进

行打分!分值越高则说明旅游对研究地文化景观

变迁的影响程度越大"

表 #C文化景观的指标测量体系

#̂ 降水和河流变化 #̂# 田地总面积的变化 !̂# 民间信仰的变化

!̂ 植被覆盖率变化 #̂! 田地种植作物种类变化 !̂! 表演人员的装扮

$̂ 房屋层数的变化 #̂$ 梯田耕作工具的变化 !̂$ 歌舞表演的主要内容

N̂ 房屋占地面积的变化 #̂N 衣服制作方式的变化 !̂N 伴奏时所使用的乐器

L̂ 房屋功能用途的变化 #̂L 衣服样式的变化 !̂L 音乐的节奏旋律是否改编

Ĝ 房屋使用材料的变化 #̂G 服饰功能的变化 !̂G 演唱时所使用的语言

Ĵ 房屋卫生条件的变化 #̂J 穿着时间的变化 !̂J旅游用水对梯田用水的影响程度

M̂ 建房相关仪式的变化 #̂M 语言结构的变化 !̂M 生活污水对梯田的影响程度

F̂ 梯田抛荒面积的变化 #̂F 节庆习俗的变化 !̂F 生活垃圾对梯田的影响程度

#̂" 保水田面积变化 !̂" 寨老威信的变化 $̂" 游客行为对梯田的影响程度

$̂# 建筑用地占梯田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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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三$数据来源

论文调查的方式主要有问卷调查法%#一对

一$的深度访谈%观察法等" 研究者于 !"## 年 G

月和 J 月两次在广西柳州市融水县沟滩屯进行

调查和补充调查" 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有效!

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现场填写%现场回收*在深

度访谈中!采取以 ! 人为一组的问卷调查小组对

当地建筑工匠%旅游经营能手%村干部%寨老进

行访谈!平均单份访谈时间在 G" 分钟以上" 共

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其中有效问卷率

为 FGe"

"四$数据处理

#(受访者基本情况

论文主要从性别%年龄%学历%本地居住时间%

家庭旅游经营情况及意愿%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和

年收入来考察旅游地社区居民情况" 本次调研样

本男女比例基本相当!样本的年龄层次除了 #L 岁

以下的占 !(#e外!其他的在各年龄段都分布得

比较平均!表明问卷发放的稳定性较高" 被访居

民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以下的最多!占 M!e!说明

在当地教育水平依然不高" 从家庭旅游经营情况

及意愿来看!将近半数的被访居民已经从事旅游

经营活动!!"(Me的居民并不打算经营旅游活动"

被访居民家庭年收入 F$(Ne集中在 # 万元以下!

主要收入来源于务农和外出务工!旅游收入所占

比例为 #!(Le" 从整体来看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因此本研究调研样本抽取比较合适"

!(数据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首先进行样本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对

感知价值维度上测量指标进行可靠性度量分析!

效度检验方法采用[RE和:.,>/&>>球度检验" 整

体样本数1,*-'.72(;P/W2.信度值达到了 "(F#J!

表明研究数据的信度是可靠的" :.,>/&>>球度检

验统计量 ?53k"("#!检验的 V值接近 "!表明 $#

个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样本[RE值为

"(JJ"!大于 "(J!说明考虑的 $# 个文化景观变迁

因子适合因子分析"

三%民族村寨文化景观变迁分析

村寨文化景观作为人们为满足某种需要而对

自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既包括村落-聚落.%道

路%服饰%饮食等物质形态!也包括宗教信仰%思想

意识%政治制度等不可视的非物质元素"

"一$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的各景观因子

演变情况

文化景观的变迁不仅来源于自然中自趋性的

变化!也来源于在间接或直接的社会信息%意识的

影响下!作为景观当地文化一部分的居民的思想%

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文化景观的改变" 自然与人

文引导源在同时作用与反作用的互相推动与促进

中随着旅游开发的发展使得民族村寨的文化景观

发生改变" 在问卷调查中!村民对所提到的勾滩

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程度感知不一!对于不同的

景观的变迁程度的感知程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别" 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因子的描述性统计具

体如表 ! 所示"

表 !C文化景观变迁因子变化的描述性统计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 !(N#" L!G $ #(NLN FG" ! #̂# #(FNG M"M L #(!#! LN! ! !̂# #(J#! JGG " #("F$ GFF F

!̂ !(##L JMF L #($!J JFJ N #̂! !(NNG M"M L #(L#N !#! N !̂! !(J!F #GG J #(N"! MNM "

$̂ !(!J" M$$ $ #($GN M#N J #̂$ !($F$ G#J #(NM! GNL J !̂$ !(JMF NJ$ J #(NLJ MM! "

N̂ !("JL !GM M #(#G$ #J# M #̂N !(MLN #GG J #(LMF $"" F !̂N !(#L" L$J G #($#" "NG M

L̂ #(FGM N!# # #(#MF "GF $ #̂L !(JJ" M$$ $ #(NJL FJJ ! !̂L !(N"G !L" " #($MM L#" !

Ĝ !(NFN G!$ J #(L!F LMF J #̂G $(!!# "L! G #(NMM M#G # !̂G #(M$# LJM F #(#F" MLJ $

Ĵ $("JN NGM # #(NF" "$N " #̂J $(#GM N!# # #(L!J N!J L !̂J #($F$ G#J " "(F$" ""! J

M̂ #(JG$ NN" F #(#J$ FJ$ G #̂M !(F#L JMF L #($#M #NJ F !̂M #(LG$ M!F M "(FMF M!N J

F̂ !(#!J GLF G #(N"M $JJ J #̂F !("N! #"L $ #($F" M#F N !̂F #(G!J GLF G #("MJ N"G $

#̂" !(#$M !FJ F #(N"$ L$G J !̂" !(G#J FJJ L #(N#M !J" L $̂" #(N"G LF$ N "(FLN !GL L

$̂# #(L!G MM# J #("NM J#F J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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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可以看到!勾滩苗寨的文化变迁确实趋于变

迁的中间状态!数据统计中居民感知变化并没有

出现突兀的变迁!总的变迁平均分布指数均止于

#变化一般$的状态!大多数总体变化水平较小!

可是每一个考察的指标却也相对应的发生了一定

的变化"

"二$勾滩苗族村寨文化景观演变的因子

分析

为了对勾滩苗族村落文化景观演变的所有因

子进行总结分析!寻求苗寨村落文化景观变迁的

程度以及主要发生变化的具体方面!本部分采用

?V??(#J 软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并利用正交旋

转法-A.,5U.Y.来解释所得文化景观变迁的因子!

从而建立评价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的评价体

系" 通过总方差解释表-表 $.可知!前 M 个因子

的特征值大于 #!因此!选择 M 个因子作为主因子

就能够包含原始变量 J#(J$Ne以上的信息!表明

因子分析的效果比较理想"

表 $C总方差解释表"部分$

初始特征值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平方和

主成分 特征值 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特征值 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 F(GMM $#(!L $#(!L $(LLN ##(NGG ##(NGG

! !(JJM M(FG! N"(!#! $(!#F #"($ML !#(ML#

$ !(LG M(!LF NM(NJ# !(MMN F($"! $#(#L$

N #(FGF G($L$ LN(M!N !(JM! M(FJL N"(#!M

L #(LG L("$$ LF(MLJ !(GM$ M(GLN NM(JM!

G #($MM N(NJM GN($$L !(GG M(LM LJ($G#

J #(!!N $(FNJ GM(!M! !(N J(JN GL(#"!

M #("J" $(NL! J#(J$N !("LG G(G$$ J#(J$N

CC然后!为了进一步对上述 M 个因子进行解释!

根据正交旋转法-A.,5U.Y.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

荷矩阵!表 N 描述了原始的 $# 个变量与 M 个因子

的关系" 其中!将原始变量标准化后的 #̂ 可以

表达如下)

E# O"Q!LM # P"Q#JL ! P"Q#NL $ P"Q"LL N P

"Q!NM L P"QM#L G P"Q"$M J P"Q#"M M

C-#.

CC其余的 $"个原始变量标准化后的表达式的获

取方法与上述类似!此处就不一一列举" 而文化景

观变迁程度则以主因子的贡献率作为权重来进行

计算!因此!综合文化景观变迁程度可以表示为)

RO"Q##N GGR# P"Q#"$ LMR! P

"Q"F$ "!R$ P"Q"MF JLRN P"Q"MG LNRL P

"Q"ML M"RG P"Q"JN "RJ P"Q"GG $$RMC -!.

CC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 "(N 的因子载荷是显

著的!因此!表 N 中仅保留了因子负载大于 "(N 的

数值" 由表 N 的旋转后的因子解释矩阵可以看

到!解释矩阵经过定量分析对文化景观的变迁进

表 NC旋转后的因子解释矩阵"整理后$

%# %! %$ %N

因子 载荷 因子 载荷 因子 载荷 因子 载荷

!̂J "(MN! !̂! "(JNJ !̂ "(LNG #̂N "(J"M

!̂M "(JM !̂$ "(M#J F̂ "(LL! #̂L "(JL

!̂F "(GGJ !̂N "(G!J #̂" "(LNF #̂G "(JN!

$̂" "(M"F !̂L "(JGM #̂# "(LF$ #̂J "(JM!

$̂# "(M"! #̂! "(JG$

#̂F "(NFM

%L %G %J %M

因子 载荷 因子 载荷 因子 载荷 因子 载荷

$̂ "(LGF #̂ "(M#L M̂ "(NGJ #̂M "(L##

N̂ "(J$L Ĝ "(G$ #̂$ "(GMM !̂" "(JG$

L̂ "(J#J !̂# "(GGG

Ĵ "(NGL !̂G "(N#G

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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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分类" 可以看到!公因子 %

#

-^

!J

%^

!M

%^

!F

%

^

$"

和 ^

$#

.主要集中在旅游的发展对梯田景观的

影响上" 可以理解为由于旅游的发展%游客量的

增多%公共设施的局限!可能不可避免地为村寨的

生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旅

游负面影响因素" 公共因子 %

!

-^

!!

%^

!$

%^

!N

和

^

!L

.代表了旅游发展中村寨本地的民族习俗中音

乐文化景观变迁!将其命名为民俗音乐因素"

公因子%

$

-^

!

%^

F

%^

#"

%^

##

%^

#!

和^

#F

.描述了

环境与梯田方面的感知评价!可以将其命名为梯

田环境因素" 从%

$

也可以看出!苗族的节庆习俗

的变化和田地的耕作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关联!这

和苗族节日本身的起源和发展也是相一致的!各

民族节日的发展在其起源之初更多的来源于对收

成的祭祀和对收获的庆祝" %

N

-^

#N

%^

#L

%^

#G

和

^

#J

.解释了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旅游的发展条件

下!村寨中古老服饰的制作样式%功能和穿着的时

间是否随之变化!将其命名为服饰文化因素" %

L

-^

$

%^

N

%^

L

和^

J

.则描述了村寨中的建筑随着旅

游的发展其文化景观是否发生了变迁!可将其命

名为聚落建筑因素"

%

G

-^

#

和 ^

G

.可以看作是自然方面的变化!

而房屋使用材料也是和降水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

的!因此可将其命名为自然文化因素" %

J

-^

M

%

^

#$

%^

!#

和^

!G

.中!建房相关仪式的变化和民间信

仰的变化可以理解为信仰方面的因素!而梯田耕

作工具的变化以及演唱时所使用的语言则是民俗

相关的因素!因此!可以将其命名为民俗信仰因

素" %

M

-^

#M

和^

!"

.!描述的主要是由于受到一些

外来的不同族群中主体文化的影响!造成旅游地

文化景观的一些感知变迁!可将其命名为外来文

化影响因素"

至此!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评价体系可以

总结如下)旅游负面影响因素-%

#

.%民俗音乐因

素-%

!

.%梯田环境因素-%

$

.%服饰文化因素-%

N

.%

聚落建筑因素-%

L

.%自然文化因素-%

G

.%民俗信

仰因素-%

J

.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

M

." 勾滩苗

族文化景观变迁程度每一个标准化后的原始变量

可以通过公式 # 系列与使用因子分析得出的因子

的线性关系进行计算!而综合文化景观变迁竞争

力则可以通过公式 ! 来进行计算"

"三$居民对各文化景观变迁的感知程度

在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

体系后!为了定义居民对各景观变迁程度的感知!

我们通过对各分因子的变迁度均值进行加权平均

值来测量!其具体公式如下)^

D

b-^

#

ĝ

!

g2

^

-

.H-!各主因子具体变迁程度如表 L 所示"

表 LC勾滩苗寨文化景观变迁体系下各景观变迁测度

%# %! %$ %N

#(L"$ J#G !(L#M MLJ !(#$G !NN F $(""$ G#M

%L %G %J %M

!($NJ !NM !(NL! LJL #(F!L $L# !(JGG MMN

在勾滩苗寨的居民感知程度上!认为变迁程

度最大的是服饰文化因素-%

N

.和外来文化影响

因素-%

M

.!这与访谈结果相一致!其中服饰文化

是物质文化的变迁!而外来文化影响因素则是非

物质要素的变迁" 访谈中!村民认为服饰发生较

大变化更多是由于游客的到来" 村中除一些老年

人!年轻的村民更愿意穿着跟随外界的服饰而非

自己的传统服饰!他们认为非传统服饰更方便也

更具有社会融入感" 但是由于旅游发展!青年们

有时也愿意穿着传统服饰!因为可以更好地吸引

游客或者参加表演" 由于穿着目的的不同!所以

穿着时间也不再局限于婚嫁和节庆" 受到外部主

体文化的影响较深的是语言结构和寨老威信!较

之传统苗寨!勾滩地理位置偏僻!与外界交流少!

村寨内部的语言更多的仅以苗语为主!连移民到

此的外地汉族也通晓本地苗语" 但在与外界交流

的增强和政府教育力度的增大后!勾滩苗寨目前

除七八十岁年纪较长的老人外!不仅都能使用本

民族的语言!也能用汉语与外界进行各项生活事

务交流!有些人还能讲几句简单的英文" 而在勾

滩!不像其他苗寨所有事务都由寨老主持!作为由

半山苗和汉族共生的移民村寨!它最早是没有寨

老的!村中的第一个寨老则完全是因为旅游开发!

由村民推选出歌舞表演中最擅长吹葫芦笙的芦笙

队队长担当"

其次!民俗音乐因素 -%

!

.%梯田环境因素

-%

$

.%聚落建筑因素-%

L

.和自然文化因素-%

G

.也

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勾滩的民俗音乐继承了

传统的苗族音乐!但是却在传统上有所发展" 整

套苗族六管芦笙!包括高%中%低和倍低音" 勾滩

苗寨的芦笙舞集词%曲%舞为一体!包括迎宾曲%团

结舞%踩脚舞%多耶舞等特色苗族舞蹈" 在保留传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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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芦笙种类的基础上!表演队成员吸收其他苗寨

中舞蹈师傅所教所授!在词曲舞蹈上进行了小的

改编!但基本仍以祖辈流传下来传统的苗寨舞蹈

为主" 在这种变迁中!民俗音乐虽然也和民族服

饰一样发生了变化!但是其根本是不一样的" 民

族服饰作为一种外在性的文化展示!它成长于该

民族的生产生活!它的印记是其民族生活文化的

表现!但当它裸露在另外族群的文化包裹下!是很

容易遭受更迭的" 只要其文化主体的意愿以直接

或间接的方式被影响!它的改变只需要把一种服

饰褪去!换上另外一种服饰!这种服饰文化的改变

便完成了!而且是彻底的!它只是民族的一种形"

可是民俗音乐是一个民族内在生命力与灵魂的体

现!它不仅根植于生产生活!更是焕发着整个民族

的神与魂" 形易动神难迁" 也正由于如此!所以

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民俗信仰的变迁度

相对前两者就更小"

在梯田环境感知方面!村民认为变化更多的

是在于旱田和水田间的变化!村中田地偶有由于

居民外出务工而抛荒!大多由家中老人打理或者

是请留在村中的其他村民帮种!植被覆盖面积也

发生较小变化" 勾滩的聚落建筑外观上至今仍为

桂北地区典型的干栏木构传统建筑!由山脚到山

腰平地而起!呈整体集中%局部分散的空间形态!

在建筑外观上保留了传统的样式!建筑内部整体

布局也并无太大改变!但是民居内部较之祖辈也

发生一些小的改变" 以贝江对岸有目前村中唯一

特许经营的旅馆为例!经营者为当地苗族!其建筑

形式仍采用传统式的木楼外形!而房屋内部设计

却采用更适应于游客的标间式设计" 其洗手间独

立连接在传统木楼后采用传统木楼外形!但内部

则是水泥建筑实质现代结构" 它本身的景观形态

美观度并没有遭到破坏!但居住条件则得到较大

改善" 目前村中正在筹建的另一家旅馆建筑也采

用此类形式" 究其原因!这不仅是为了更适应游

客的需求!也是由于游客带来的思想%生活习俗等

方面的冲击中所产生的改变!而村民自己外出务

工中受到外界社会环境冲击的影响也促使他们在

返回村寨中带来这些改变*而村中两三栋不和谐

的水泥建筑则是由于村民对更舒适的生活的追求

所致!跟木楼防火的局限性存在一定关系!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观!但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

的愿望也不至于阻止!也可以在水泥楼外贴上木

板来保持美观" 村中建筑也必须进一步提高消防

力度" 村民普遍认为房屋卫生较之祖辈条件要好

一些!比如早期游客到村中做客无法接受传统民居

中的茅厕!而现在的民居是在厕所方面很多做了改

善" 自然文化中降水和河流方面整体变化相对较

小!房屋材料的使用方面则依然以传统木楼为主!

也有村民会在原木上刷上透明漆!但是村民反映其

美观性在使用几年后不如原木材料散发自然光泽"

而变化最小的则是旅游负面影响因素-%

#

.

和民俗信仰因素-%

J

." 村民普遍认为旅游发展

对勾滩的负面影响较小!村中景区内部有专人打

扫!到勾滩的游客大多很有素质!他们的到来对梯

田和环境的影响也较小" 村民对于能和游客一起

分享本民族文化也充满自豪感!游客的进入对村

寨的农耕生态形式的冲击不大!种地和竹木等经

济作物等自给自足的农耕形态依然是农民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较之同类旅游地而言!勾滩是

旅游负面影响最小的一个旅游村寨" 在民俗信仰

方面!勾滩苗寨依然沿袭大年三十祭拜祖先的传

统习俗!建房的日子%地基和风水都要请村中师公

看过!不会随意动工" 由于勾滩梯田依山而落!单

位面积较小!地理位置不太方便!生产以及农活中

使用的工具并没有太大改变!依然采用农耕为主!

较少使用机械"

四%讨论和结论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勾滩苗寨在旅游开发

过程中由于内部和外部影响!其旅游负面影响%民

俗音乐%梯田环境%服饰文化%聚落建筑%自然文

化%民俗信仰和外来文化影响等各方面的文化景

观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因此!要想可持续地

发展旅游!在保护民族文化景观中应当重视以下

几个问题)

-#.做好旅游规划的编制" 规划要切合当地

实况!深挖地方文脉!培养文化的自我传袭能力!

加强对民族文化%习俗等隐性的%不可再生的文化

景观的保护!强调文化个性!保持地方特色" 文化

对感知产生影响!感知方式和感知过程的变化同

时也引起规划方法和特定景观价值的变化0#$1

!所

以居民应当参与规划的前期展望!拥有更多的话

语权!规划的编制也应该更重视居民对自身文化

环境的看法"

-!.加强旅游地居民的文化自觉观念" 村寨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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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的开发会促进旅游地的经济发展!在面

对旅游发展对当地传统文化的冲击时!要加强对

居民的思想教育%引导和宣传!提高本民族的民族

认同感!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在旅游带来

经济效应的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引导

本地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预期!形成良

好的旅游服务氛围!并保证居民以主体身份参与

旅游发展并分享成果"

-$.不能谋短利舍长益" 在旅游开发过程

中!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来谋取短期利益"

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行为!文化景观发展要

引进市场机制!才能很好地运作" 可是在发展的

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对传统文化的

保护!只有完整的原生态的文化景观被保存下来!

才有可能更长久地开发更多的文化景观资源为旅

游业发展所用!否则的话则只能是#无水之源%无

木之本$"

但是保护也绝不是阻止其变迁!保护和创新永

远是同步的" 在条件允许的背景下!也应鼓励实现

传统与现代%本族与异族文化景观的大融合与发

展!不应一律排斥!也不应是全盘吸纳" 应当建立

合理的%融合的多元结构!要求文化形式上的传统

化和思想体制上的现代化相融合!对古%今%中%外

的文化景观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弱化旅

游开发中产生的劣势影响!而加强其优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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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W&! .;X&//.;2*X(;>2&&Y>&->*0>25;>,.-;0*,U.>5*-(

>*9 ?083&)

R5.*&>2-57=5//.3&* 7+/>+,.//.-9;7.W&* >,.-;0*,U.>5*-* 0.7>*,.-./8;5;* :&5K\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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