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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体验视角下的区域文化
旅游主题构建研究
　———以河西走廊为例

傅才武　钟　晟

摘　要：文化认同有助于培养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认同体验是旅游体验的高级阶

段。河西走廊地区在中华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多民族冲突与融

合的“锋线”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体验的资源宝库，然而其文化旅游产业 发 展 仍 然 滞 后。
河西走廊地区应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作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题，开展品牌营销模

式创新、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创新、旅游产品与游线组织创新等创新模式，推动区域

整体开发。
关键词：文化认同；文化旅游；河西走廊

文化认同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和竞争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济

全球化时代，人员、信息与货物跨国流动，利用各种精神文化资源实现人们的身份认同、文
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日益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韩镇，２０１０：１０６－１１３）。在世界范

围内，政府大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日益成为培养国民文化认同和 国 家 认 同 的 重 要 途 径。
由于文化遗产或文化景观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上的文化成就，因而以此为

依托的文化旅游能够起到弘扬本国文化、教育本国人民、培育国家和民族认同感的作用。
目前，对旅游与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采用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旅游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族群对本

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行研究（吴 其 付，２０１１：１９１－１９８），在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区域文化旅游主题

构建研究则十分缺乏，少有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旅游主题建构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的关系问题。
本文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体验的视角出发，对河西走廊地区的文化旅游主题进行重

新探索和定位，研究其在中华民族认同这一大视野下的文化旅游主题开发模式，并讨论河

西走廊的文化旅游开发在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意义。

一、文化认同体验在文化旅游主题构建中的意义

（一）文化认同与文化认同体验

何谓文化认同？简单地说，文化认同是对民族集体文化价值观的“同意”。文化认同

包含了三个层次：首先是承认，承认一种文化的合理性、合法性，这种“承认”本身既包含了

对特定文化价值指向的认可；其次是接受，“接受”表明了个体与某一种文化价值之间的同

一性；再次是融入，融入是文化认同的最高境界，为此而做出必要的文化改变，甚至是发挥

积极的作用去创造（欧阳康：２０１０：１－７）。英国学者吉姆·麦克盖根认为，“认同是一种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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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而绝不仅是个别现象。它最频繁地被从民族主义的方面考量，指那些身处民族国家疆域之中的人

们被认为共同拥有的特征”（吉姆·麦克盖根，２００１：２２８）。
文化认同体验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追问和确认的体验过程。我们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是不同文化

的载体，但“我”所以认识到不同文 化 的“我”，是 因 为“我”以“他”为 镜 像，只 有 看 到 别 的 参 照 物 才 知 道

“我”的存在。在施密特的“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思维体验、行动体验和关联体验”五大模块构成的战略

体验模型中（施密特，２００４：６０），文化认同体验既与“感官体验”、“情感体验”、“思维体验”、“行动体验”相

关，又能体现在“关联体验”，通过文化的联通将个人的情感与一个广泛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建立起内在关

联，使个体在民族文化体验中超越个人的感觉而赋予群体共同的价值。
（二）文化认同体验是旅游体验的高级阶段

旅游体验是在旅游世界发生的，是旅游者在顺序地体验了不同的旅游情境之后所获得的主观情感

（谢彦君，２００５：１８９）。体验是旅游活动的本质，任何旅游活动都可以归结到游客从旅游过程中获得的主观

经历、感受与回忆。旅游活动是一种寻找文化差异的体验过程，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旅游吸引力的

重要构成，在旅游体验的初级阶段旅游者寻求和体验的主要是多元文化和文化之间的差异。
文化差异体验的背后深层次实际上是对文化的认同体验，文化认同体验是旅游体验的高级阶段。

有学者将旅游体验归纳为６Ｅ模型，将旅游体验从表层到深层依次分为审美怀旧、文化教育、休闲娱乐、
遁世逃避、社交生活和情感升华６个层次（刘家明、刘莹，２０１０：５５６－５６４）（如图１），文化认同体验是一种有关

社交生活和情感升华的深度体验形式。同时，按照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假设，个体的民

族意识大部分时候处于“本我”状态。特定的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能够促使个体自觉地将自身与其他的

民族文化相互区分和相互比较，从与他者的对比中确证自身的存在价值，从而进入到“自我”状态。然

而，在文化认同体验中，通过文化的差异进入到文化认同，构建一种对全人类或全民族具有普世价值的

文化认同体验，个体在这种文化认同体验中获得感悟与升华，激发起对不同民族文化间差异的珍视与包

容，进入“超我”的状态，从而构建起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与精神皈依。

图１　旅游体验层次的６Ｅ模型

（三）以文化认同体验构建文化旅游主题

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都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过

程中，都十分注重对本民族文化认同体验的打造，因而在我国应突出的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体验。
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体验”文化旅游产品体系，对于增强国内不同民族和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

同感，培养民族凝聚力，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提升我国的文化竞争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都

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多个不同民族在长期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的一个整体，不是某个单

一的民族。因而，要打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体验，必须展现出中华民族内各民族不断融合并形成为整

体的过程（郝亚明，２０１１：１－６），将中国“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融入文化旅游的主题之中，
在文化旅游消费中通过柔性教育的方式强化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感。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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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河西走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独特价值解读

河西走廊地区位于甘肃省西部，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南依祁连山和青藏高原，北连巴丹吉林沙

漠和腾格里沙漠，狭长如走廊状，因位于黄河以西，故称河西走廊，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等五市

横列其间。河西走廊自古以来便是沟通我国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多民族不断交锋融合的核心

区域，留下了大量可资利用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旅游资源。

（一）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从汉民族文化的核心中原地区往西，南边是平均海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北边是茫茫的戈

壁滩与沙漠，能够有效沟通中西的唯一大通道便是处于高原与沙漠之间的河西走廊。在中原文化达到

鼎盛的汉、唐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几大古文明如古印度、古波斯、古罗马等，都位于中原地区的西部。由

于当时的海上交通线尚未普遍建立，故河西走廊上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成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最

重要的通道。在河西走廊上发生过的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事件层出不穷，如张骞出使西域、班超出使西

域、佛教传入中国、玄奘西行取经、丝绸之路、马可·波罗游记等。这些事件在世界文明史上都产生过深

远影响，同时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许多新鲜的血液，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多民族冲突与融合的重要“锋线”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河西走廊这一文化区域是促进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重要力量来源之一。

河西走廊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十分独特，虽然地处内陆的干旱型气候带中，但南边有祁连山消融的雪

水，水草丰美，既适宜农耕文明，又适宜游牧文明；同时，由于其独特的沟通中西的通道地位，使河西走廊

在历史上一直处在不同民族交锋与融合的最前线。从先秦至汉初，河西走廊上就分布有匈奴、月氏、乌

孙等众多游牧民族；两汉时期，汉族与匈奴在此激烈交锋；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由不同民族构建的政权

更替频繁，多民族在此逐渐融合；唐代包容的民族政策促使了该地区多民族的进一步融合，至两宋时期

又开始了诸民族与吐蕃、党项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元朝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民族大融

合，明朝汉族与蒙古族在此对立，再经过清朝多民族的交融，形成了今天多民族共存的格局。因此，河西

走廊地区是一部中华民族逐步融合并形成的历史活教材，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形成地。

（三）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交相辉映的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和具体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在人的作用下形成

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河西走廊地区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景观，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长城、古

堡、烽燧、石窟、寺庙等文化遗产与以雪山、大漠、绿洲、草原、湿地为代表的自然环境共同构成了河西走

廊的文化景观，这些文化符号正是中华农耕文化元素的典型代表。著名文化史家冯天瑜先生认为：“文

化元素”指历史上形成并演化着的诸文化事象中蕴藏的富于特色的构成要素。“中华文化元素”，约指中

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包括在与外域文化的交会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

的基本质素（冯天瑜，２０１２）。河西走廊的文化景观无不承载着农耕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印痕，赋予了

中华民族特有的诗性意象，构成了河西走廊文化旅游主题形象的文化底蕴。

（四）河西走廊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独特价值

由于独特的通道地位和多民族间不断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场所，河西走廊地区一直到今天都保存有

独特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此和谐共存，主要包括以儒、释、道文化为主的汉文化体系，回族、哈萨克族为

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由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构成的藏传佛教文化体系。因而，河西走廊地区

成为体验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了解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宝库。同时，也是了解中华民族

形成、融合与发展的最佳历史活教材，成为培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绝佳区域。在这一地区，丰富的

文化遗产、独特的文化地理景观建构了一种“精神容器”：“涵容与负载着人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理性觉

知、文化认同、心灵归属与情感寄托。”（庞 立 生、王 艳 华，２００９：８－１１）对于中华民族的个体而言，这一特定文

化地理区域蕴含着族群的历史源流和自我识别的意义。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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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西走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一）河西走廊文化旅游资源富集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滞后

河西走廊地区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是甘肃省对外最突出的文化形象之一。甘肃省最重要的

文化资源都集中在河西走廊地区，武威、张掖、敦煌等３城占了甘肃全省历史文化名城的３／４；国家四大

线性遗产中的两条———长城、丝绸之路即在走廊之上；在甘肃全省的７１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河
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四市占了２８处，超１／３①。因而，提及甘肃，最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旅

游吸引力的就是河西走廊。然而目前，甘肃省的旅游产业发展在全国还比较滞后，２０１１年全省接待入

境游客人数仅９万人次，在全国３１个内地省、市、自治区中排倒数第三②；同时也缺乏较为响亮的文化

旅游品牌，广大的河西走廊核心地区还处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盲区”。
（二）河西走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是河西走廊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资源承载力有限，尤其是水资源匮乏，土地荒漠化严重，制约

了河西走廊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二是河西走廊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多为历史上留存下来的长城、
古城、石窟、寺庙等遗迹，而古城遗迹又以夯土结构居多，风化十分严重，其他遗迹中留下的许多精美文

物也非常容易遭到破坏。三是河西走廊地区深处我国西部内陆地区，其所在的甘肃省和周边省区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我国中东部地区还有所滞后，文化产业发展的要素资源薄弱，距离主要市场也较远。因

而，在河西走廊地区应致力于发展生态型的现代农业、林业和文化旅游产业，走一条生态产业和文化旅

游共同带动的发展道路，文化旅游产业应该成为甘肃省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

四、基于文化认同体验的河西走廊文化旅游主题建构

（一）基于消费者感知体验的河西走廊文化符号系统

一个区域的文化旅游主题首先在于其鲜明的文化符号系统。文化符号是指具有某种特殊内涵或者

特殊意义的标识，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特文化的抽象体现。文化符号包含了

物质基础表现、思想制度感知和核心文化体验三个层次（万雪芹、安塔娜，２０１１：２１－２４），是区域文化旅游主题

的核心要素。消费者在对商品和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过程中，文化符号起着十分基础的作用，是消费者最

原始也是最深刻的感知体验。因而，一个区域对外展示其文化旅游主题形象，必须首先基于鲜明的文化

符号系统。
河西走廊地区有着鲜明而独特的文化景观，是构成其文化符号系统的基础。在语言文化符号中，运

用大家熟悉的古典诗词和语句，结合河西走廊独特的文化意象，凝练出鲜明而又通俗的文化旅游宣传语

句，并突出“寻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主题，如“河西生态走廊，中华文明长廊”等。在视觉文化符号中，

把河西走廊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景观抽象化和符号化为中华文化元素，如长城、古堡、雪山、大漠、绿洲等

都可以提炼出抽象的文化符号，再组合成河西走廊的视觉文化符号或ｌｏｇｏ。在音乐文化符号中，基于

河西走廊地区具有地域特征和多元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创作出河西走廊自己的音乐文化符号。通过

语言、视觉、听觉等各种感官，构成河西走廊鲜明而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形成“寻找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的对外文化旅游主题形象。

（二）民族认同体验式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创新

河西走廊地区是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带，拥有大量的地面文物，同时也有许多文物和遗址因为长期的

风化而极其脆弱，因而必须创新河西走廊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模式（傅 才 武、陈 庚，２０１０：９３－９８），在

遗产保护的基础上注重文化旅游产品的体验性、文化性和生态性，通过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的创新

再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体验。对于河西走廊地区的大量古遗址，考虑到其脆弱性，采用遗址公园模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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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保护和利用，积极申报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严格保护遗址原状，新建旅游设施应保证游客与遗

址的物理隔离，同时引导游客更好地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有条件的区域可在遗址保护范围之外，仿照

遗址原有建筑风格新建旅游设施，开发参与体验式、生态式的文化旅游产品，使游客亲身体验遗址所处

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活。河西走廊地区还具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划拨专项经费对其进行保护和

传承，同时采用节庆活动、演艺、影视等模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旅游项目结合起来，丰富文化旅游

产品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娱乐性和吸引力。
（三）民族认同体验式文化旅游产品规划设计

河西走廊地区的中华民族认同体验以遗产为载体，包括线性文化遗产载体、点式文化遗产载体和自

然遗产载体。以长城和丝绸之路为代表的线性文化遗产载体最能体现出河西走廊地区的文化特质，通

过长城可以清晰地体验到不同历史时期民族交锋的锋线，丝绸之路代表着东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河

西走廊地区散布着大量的点式文化遗产，如古堡、石窟、寺庙等，它们也是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冲突、融
合过程中在某个区域集中留下的历史印记。河西走廊地区的自然遗产，如雪山、大漠、草原、湿地、农业

景观等，既形成了河西走廊地区独特的景观和视觉形象，又是河西走廊文化遗产存在的背景环境，自然

与文化在此已紧密地交融。因而，河西走廊地区民族认同体验式文化旅游规划的总体思路为明确认知

这三类遗产的特性，以自然遗产为环境依托，通过线性文化遗产构建区域旅游线路，以点式文化遗产为

旅游节点，使其最终形成为面、线、点紧密结合，自然与文化充分交融的文化旅游产品系列，提炼中华民

族文化认同体验的载体，是形成河西走廊独特文化旅游品牌的有效途径。
（四）民族认同体验式旅游线路组织创新

整体规划河西走廊区域中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有关的历史文化遗迹，以兰州作为主要旅游集散地，
从兰州出发，经乌鞘岭、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玉门、最后至敦煌，形成一条完整的河西走廊文

化旅游线路。在这条旅游线路中，突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体验”的主题，以考察横亘在河西走廊上的历

代长城、烽燧、古堡等军事遗迹为主，感受和体验那个时期的边塞豪情，民族之间的激烈冲突与逐渐融

合，思考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感受藏族、蒙古族、回族、裕固族等多

民族的文化与风情，领悟中华民族由多民族融合而形成的特性，培育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体验”的核心旅游线路之外，同时穿插其他附属文化旅游线路。首先是丝绸

之路，重走张骞通西域之路和马可·波罗进入中国之路，寻找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河西走廊地区共同

留下的历史遗迹，感悟那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其次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原线路”，沿途包括敦

煌莫高窟、张掖大佛寺、马蹄寺、天水麦积山石窟、甘南拉卜楞寺等汉传及藏传佛教寺庙，重走玄奘西天

取经道路，体会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和路线。再次是“河西生态走廊”路线，依托独特的自然景

观，开发河西走廊的生态旅游产品，包括祁连山雪山冰川风光、湿地绿洲、森林草原、丹霞地貌、戈壁荒漠

等多种地理地质景观，以及葡萄园等生态观光农业产品，欣赏河西走廊地区多样的自然风光，感悟自然

资源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这三条附属的文化旅游线路与核心文化旅游线路互为补充，共同展现中华

民族文化认同体验的主题。

五、研究结论

第一，河西走廊的文化资源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具有独特性。河西走廊作为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文
化旅游主题”，已经突破了一般文化旅游项目所具有的“文化表层”的范畴，与隐藏在文化表层之下的深

层文化结构联系在一起，使２１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因此，河西

走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文化旅游主题的建构具有了国家战略意义，必须是一种国家层面上的顶层设计。
第二，文化地理意义上河西走廊具有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独特价值，是２１世纪建设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战略性资源。２１世纪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首先是文化 崛 起，在 参 与 世 界 民 族 多 元 文 化 竞 争

中，能够支撑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精神文化资源正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特别值得国家和民族广泛

注意和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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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体，具有“超我”的特征，能够为文化旅

游产业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产业价值。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体验”为主题，进行河西走廊地区的整

体文化旅游开发，打造出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形成黄金旅游线路，既是推动甘肃省等西部地区实现发

展方式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贯彻落实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

园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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