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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对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沙琼村人文化生态旅游的具体规划设计实践#探讨 &以人文化为依

托的生态旅游景点'的可持续发展框架体系#以中国古代&天地人合一'与现代社会的&回归自然')&回归传

统'为基本理念#注重人文化传统#保护传统形态#维护和改善整体环境#引入新文化内容#进而对沙琼村生

态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今后西藏林芝地区民族生态旅游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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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的闲暇化

越来越高#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会(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更希望到不受污染的

大自然和传统文化保留得较完整的地区旅游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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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哈尔滨人#东北林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规划研究与教学工作(



假#这给西藏林芝生态旅游业带来了发展契机#

林芝地区位于西藏的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中下

游#具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旅游资源#是西

藏海拔最低)气候最温暖湿润)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是进藏旅游的适应性

平台/

"

0

(

本文将以沙琼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景

观为基础#以传统民俗文化)自然生态旅游资源

为特色#以当今生态旅游与民俗旅游两大旅游趋

势为背景#探讨西藏林芝地区民族生态旅游村的

规划途径和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生态旅游的概述

我国的生态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是与国

外相比较#我国对生态旅游的研究起步晚#到目

前为止#尚未有一个公众认可的理论体系(&生

态旅游!

<91>1A4*KL

"'这一术语最早是由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

O.N@

"提出/

$

0

#至今近
$F

年之久(

尽管经过了多年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与

实践#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其概念的界定依然

模糊#笔者在对国内外有关生态旅游定义和内

涵概括总结的基础上#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做以

下尝试*生态旅游是旅游者在一定的自然区域

或某些特定的文化区域内#以观赏生态环境#享

受自然景观#探索和研究自然景观)野生生物及

相关历史人文景观的同时普及生态知识/

!

0

#以

维护生态平衡为旅游目的#以不破坏生态环境

和地域文化#保护自然和人文生态资源与环境

为准则/

#

0

#在旅游目的地从事观光)度假)休养)

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活动/

X

0

#并使当地

相关的人员和团体在参与旅游活动的同时#经

济上也受益的一种特殊的新型绿色旅游(

二$生态旅游的意义

生态旅游不仅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

品质需求#而且能促进当地及周边经济发展#提

高人们生活水平#达到扶贫的效果#通过对外交

流#促进当地人的社会化教育水平(除此之外#

生态旅游还有助于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

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

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

D

0

(但是#生态旅游

业的发展对环境和资源也形成了严峻挑战#人们

在开发生态旅游业的同时#只顾当前的经济利

益#不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严重阻碍了生态

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鉴于此#开展对生态旅游研

究很有必要(

!!

三$察隅县沙琼村生态旅游规划

探讨

"0

沙琼村概况

沙琼村位于察隅县西南部#海拔在
"X%%

"

"CD%

米之间#森林覆盖率达
DX̀

以上#年平均气

温在
"$e

"

"#e

之间#年平均降雨量达
$%%%

毫

米#无霜期长达
!!%

天左右#终年气候温和#为亚

热带的高山峡谷季风湿润气候(知名的名贵中

药材多达几十种#兰科植物近
"&%

种#森林动物

多达
"%%

余种(

沙琼村是人居住的村落#是人的主要聚

居点#目前常住人口
X!%

多人(优越的气候造就

了该区域特有的高原自然景观#&青青梯田+亚

热带风情+人民居'构成了一副人与自然的和

谐画面#与进藏旅游者对西藏只有&高原高山)草

甸荒漠)寺庙碉楼)经幡经筒'的整体印象形成强

烈的感官对比(沙琼村人独特的生产方式和

习惯是该村的精品人文旅游资源(尽管人尚

未经国家进行民族识别#正式批准为一个民族#

但神秘的族源传说)别样的人风情和纯朴的乡

土气息令人心驰神往#加之独特的饮食文化给远

道而来的游客一种别样的冲击,人银饰)手工

艺品木碗)藤竹编制品)藏刀等也广受消费者青

睐,&回归自然')&回归传统'#探访原生态的沙琼

村#学习欣赏人舞蹈#与人互动#体验最原生

态的人生活#是沙琼村值得开发的重要的人文

旅游形式之一(

$0

沙琼村人文化生态旅游区规划空间总

体布局

规划空间布局与建筑形态以本土人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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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范本#吸取其自身自由的布局结构与原始的

建筑特征#全力创造一种景观乡土化与现代化

高品质旅居环境(以不破坏原有人村落风貌

为基础#着重体现人村落自然性)原始性)文

化性)特色性)神秘性(注重人的文化传统#

改善整体环境#引入新文化内容#将沙琼人文

化生态旅游区建成一个生态优美)民风淳朴)洁

净优雅)宽松惬意的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有机

融合在一起的民俗文化生态旅游村!图
"

"(

图
"

!

沙琼村人文化旅游区规划总平面图

!

!!

!0

沙琼村人文化生态旅游区规划空间结

构

人文化生态旅游区的空间结构由&一环)

三纵)两核心'组成!见图
"

"#主要包括*

一环*利用原有道路系统与新规划道路形成

的规划区主要环线道路(

三纵*利用沙琼村内部原有三条纵道通过配

置不同的当地特色植物体现亚热带风情(

两核心*其一是以沙琼村北入口处的标志性

寨门)旅游服务中心)人文化展示区)小型活动

广场构成的综合管理区为主核心区,其二是由村

文化中心以及新建体现原始)紧张气氛的观景塔

构成的文化活动区为次核心区(

#0

沙琼村人文化生态旅游区功能分区

根据沙琼村西高东低的地形)村落民居聚集

模式)周边自然环境#在不破坏原始村落)挖掘人

文化内涵的前提下#按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旅游项

目布局的紧凑性的原则#将本规划区划分为五个功

能区!图
$

"*综合管理区)停车文化活动区)人民

俗体验区)休闲游憩区)田园文化观光区(

图
$

!

沙琼村人文化旅游区功能分区

!

X0

游览线路设计

游览线路是实现沙琼村旅游产品生产和销

售的基地#通过有效合理的内部线路规划将沙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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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有效的结合起来#实现

旅游者在区域内的良好组织和空间移动(同时

将游客带入一种完全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天人

合一的原始意境(

根据沙琼村地势以及现有民居分布#围绕

&一环')&三纵')&两核心'以及五大功能分区的

总体布局#进行游览路线的设计,形成的游览线

路如下*下察隅镇+沙琼村北入口+人文化展

示中心+村寨首领家+文化活动区+观景塔+

人民俗体验区+休闲游憩区+田园风光观光

区(这样设计可以让游客远离喧闹的现代城市#

直接鉴赏村庄的原始风貌#了解当地的民俗文

化#体验神秘而独特的民族风情(

D0

形象规划设计

总体形象设计为一个山环水绕)整洁恬静)

充满着神秘原始气息的&不是世外胜似桃源'的

人古村寨(内涵有*生态良好)木房错落)桃红

柳绿)田畴婉转)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中印边境上神秘的原始部落(

C0

参与式发展旅游

以当地人为开发主体#运用参与式发展#使

当地人和旅游者加强保护和弘扬人文化以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同时为当地人民提

供十分有价值的经济收入机会#帮助当地人口安

居乐业#并通过保护当地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环

境#造福人部落子孙万代(

村寨居民可以从事景区经营管理)为游客

提供导引解说服务)旅游纪念品出售)人服饰

租赁)歌舞表演)手工艺品制作展示)景区游览

环境治理等方式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可以通

过自愿的方式成立人风情家庭旅馆#为游客

提供体验人生活)休闲度假住宿等服务(根

据察隅县旅游总体规划中预测的近期内沙琼村

不可能形成游客规模#目前只在村寨中选择部

分民居开展农家旅馆#引导游客入户体验人

风情#同时在旅游旺季时#弥补旅游区的床位不

足#以客源市场需求量和居民自愿为原则#逐步

增加农家旅馆#对符合条件的家庭举办旅社并

服务良好的#政府给予一定补助和奖励#鼓励居

民参与到旅游业中#在日后远期规划中可以根

据游客需求在沙琼村南部设立独立的度假别墅

区(

!!

四$沙琼村生态旅游资源保护与

开发的对策建议

"0

合理规划"规范管理#实施旅游资源保护

生态旅游的开发必须要有科学合理的规划

方案和规范的管理体系#这不仅是开发取得成

功的保障#也是预防资源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的重要举措(沙琼村作为较原始的村落#生态

旅游资源脆弱#抗干扰能力和恢复能力较差#我

们应该开展对生态旅游区环境容量和旅游活动

对旅游资源!自然和人文历史"产生负面影响的

研究(在旅游开发活动中#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消除或减少污染#维护当地生态平衡(从远处

着眼#注重居民参与传统文化保护与弘扬#合理

开发)有效控制#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0

政府组织开展教育活动#增强村民环境保

护和资源保护意识

由于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村民大多没有意

识到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

一定污染(随着游客的进入#带来了大量垃圾和

生活废水#同时也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可能#

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坏(部分游客因

缺乏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意识#也会对野生动植

物造成一定影响#对沙琼村生态环境也造成严重

的污染(政府开展日常教育活动#对村民进行培

训#增强他们保护资源环境的意识#同时也可以

使村民成为对外来游客进行宣传环保知识的讲

解者和环境行为的监督者(

!0

增加投资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加快特色

产品研发

沙琼村的基础设施仍然处于较差状况#研发

的特色产品质量不高#结构单一(要加快生态旅

游业的发展#只靠国家)援建省和政府扶持的资

金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吸引招商引资的工作

机制#积极招商引资#争取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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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开展民俗旅游活动#使当

地居民主动)自愿参与到旅游开发中#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和提高特色产品研发质量(

#0

突出特色#传承民俗文化

民俗旅游开发的基础或依托是独特的民俗

文化#人民俗是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

传承的生活文化(在规划时#结合人的地域背

景和文化传统来深入挖掘其身后的文化内涵和

文化精神#要力求做到旅游项目与传统内涵的统

一#要突出人文化特色#强调神秘)原始的气氛

以及亚热带田野风情(无论内容还是房屋建筑

的格调)造型)色彩都维持人民俗的本来形态

来展示#真正体现人民俗的原始风格和&不是

世外胜似桃源'气息#从而给游客以神秘)真实)

原始的心理感受(

X0

加强宣传#提升品牌

沙琼村地理位置偏僻#加上历史原因#长期

处于不开放状态#国内外广大游客对当地的了解

甚少#因此要充分利用一切舆论工具进行宣传(

人是一个至今尚未被确立的少数民族#他们有

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它独特的服饰文

化)生活文化)建筑文化)歌舞文化)生产文化)习

俗文化等对外界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充分

挖掘人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内涵#开发制作出

优秀的人民俗旅游产品尤显重要(在沙琼村

的民俗旅游开发中#就可选人饮食文化)服饰

文化)建筑文化)农耕文化)手工艺品制作文化的

精华制作出精细的旅游产品(要求的不是在规

模和数量上的求大求多#而是要求质量上的提

高#以特色提升自我品牌(

五$结
!

论

西部旅游热逐步兴起#西藏林芝地区虽为香

格里拉生态旅游的腹地#但相关的生态旅游研究

非常滞后(本文通过对察隅县沙琼村人文化

生态旅游村规划的分析和实践研究#呼吁生态开

发与生态保护并行#在西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

中#首先要关注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一定要合

理#这样才能优化配置生态资源,其次#必须加强

对传统民俗文化和环境的保护#在不对生态环境

构成威胁的前提下#确保传统民俗文化的延续和

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再次#要提高林芝生态

旅游规划规范性#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的生态旅

游资源属性#对生态旅游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并

且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生态旅游规划体系十分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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