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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实 性 与 商 品 化 
关于云南省广南县稻作文化旅游策划的思考 

文／张鹏杨 王玲伟 

【摘 要】在文化旅游策划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关于文化 “真实性”呈现的争议。作为目的地旅游产业 

发展的前奏，旅游策划必须以 “商品化”的项 目收回投资。广南稻作文化是少数民族的农耕文化，我们在 

对其旅游进行策划过程中通过对政府、旅游经营者、游客、社 区居民的调查，提出平衡 “真实性”和 “商 

品化”冲突的策划思路—— “真实的商品”，策划项 目以 “那”文化为灵魂，以体验为核心，适度进行商品 

化开发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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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游客来说，旅游就是追求不同于平时 

生活状态的感受。所以，不仅要让旅游者 “见所 

未见”、“闻所未闻”，还要尽可能让游客体验到 

“真实性”的事物。少数民族农耕文化本身就是 
一 种独特的吸引物，对于其旅游策划，要保证提 

供给游客体验真实少数民族文化的机会。本文在 

对云南省广南县壮族地区的稻作文化调研的基础 

上，采用人类学中 “真实性”和 “商品化”的视 

角 ，提出 “真实的商品”策划思路，并对策划中 

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

、 稻作文化与休闲农业 

(一)稻作文化的内涵 

稻作文化是指人们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生存和 

发 展 方 式 的 文 化 。在 壮 语 中 ，把 稻 田称 为 

“那”，云南省以 “那”冠名的地点有近千个 ，仅 

文 山州就 有 518个 。壮 族据 “那 ”而做 、赖 

“那”而食、依 “那”而乐，孕育了谷种来源的 

经文、牛王到人间的传说，还产生了稻谷神、田 

坝神等自然神，孕育了丰富的稻作文化。 

专家通过对广南县的稻作文化进行研究 ，认 

为广南是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壮族先民是稻 

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稻作文化主要分布于我国 

南方以及缅甸 、泰国、老挝等地，云南是稻作文 

化的起源地和主要集中地。广南稻作文化历史悠 

久、底蕴深厚、文化价值高、内容丰富、特色鲜 

明、富有吸引力，在具体表现形态上有稻作文化 

遗址、稻作农具、稻田、稻作物、稻作农业设施 

等物质文化形态；精神文化包括大象耕田传说、 

稻作谚语、稻作农事信仰以及稻作农事节日等。 

(二)休闲农业 

旅游是人们以寻求新的感受和业务联系为目 

的，离开常住地到异地短暂停留而不定居和就业 

所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台湾大学在 

1989年第一次提出了 “休闲农业”的概念，认为 

“休闲农业”是利用农村设备与空间、农业生产 

场地、农业产品、农业经营活动、自然生态 、农 

业自然环境、农村人文资源等，经过规划设计以 

发挥农业与农村休闲旅游功能，增进民众对农村 

与农业的体验，提升旅游品质，并提高农民收益 

和促进农村发展的一种新型农业。 

国内研究认为，“休闲农业”是现代农业与 

旅游业相结合的新型交叉产业，它是在充分开发 

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的基础上，以生态 

旅游为主体，把农业生产、新兴农业技术应用与 

游客参加农事活动等融为一体，通过规划设计和 

开发利用，为人们提供观光、旅游、休闲活动的 

场所。 

二、真实性与商品化 

(一)真实性研究 

“真实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因为随 



着时间的变迁 ，客观事物本身也会呈现出内质 、 

形态的不断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 ，真实性是一 

种客观存在，是被用来评判和衡量事物的一种相 

对的标准。 

在旅游的真实性研究中，最早进行研究的是 

国外的人类学家。Smith(1989)认为，“真实性 

是参观访问一个特别类型的旅游 目的地所期望的 
一

种经历 ，被认为有别于旅游者 日常生活的真实 

的非商业化的经历”。在国外，“真实性”几十年 

来一直是被大众和学者关注的话题。在 国内的 

“真实性”研究中，由于旅游人类学起步较晚 ， 

所以大部分研究停 留在理论引介和现象解释上。 

代表人物有张晓萍 (2003)对 “舞台真实”理论 

进行的详细介绍 ，还有杨振之 (2006)的 《前 

台、帷幕 、后台—— 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 

新模式探索》一文等。 

(二)商品化研究 

商品，指的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 

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重属性。旅游商品用来形容 

原先不出售的工艺品经历标价后可以营销的旅游 

产品，它是对真实的民俗文化的污染和破坏。换 

句话说 ，旅游商品可以被称为 “赝品”，被看成 

是 “机场艺术品”①和伪造的民俗纪念品。 

商品化 ，是指以交易为目的，估计事物 (或 

活动)的交换价值，使之成为商品的过程。旅游 

中的商品化主要是文化的商品化，即以交易为目 

的的文化生产过程。同时，旅游文化的商品化是 

文化旅游实现的前提。文化旅游依赖于对 目的地 

文化或遗产的使用或商品化。文化有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之分，其商品化也就包含多种实现方 

式，比如直接销售 、现场表演、口头解说、游客 

体验等。在丽江，是以古城建筑空间、纳西古乐 

和东巴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旅游商品。 

(j)真实性和商品化的关系 

在最新的研究中有一个更综合的观点 ，认为 

真实性和商品化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概念。商 

品化的过程不一定会破坏文化产品，无论对于当 

地居民还是旅游者，文化商品都可以看作是营销 

的标志。真实性和商品化还存在鉴定并明确的问 

题 ，是本地居民、政府机构还是旅游者来鉴定旅 

游中的真实性，其中的关系还处在一种主观的模 

糊判断阶段。 

三、真实的商品：“那”文化旅游策划思路 

旅游者通常希望在旅游过程中看到独特的少 

数民族文化，当然他们期望的是 “真实”的体 

验。但作为大众旅游的时代，环境会对文化有潜 

在的冲击。我们在广南县调研过程中了解到 ，当 

地居民希望从旅游业中获得经济利益，这种盼望 

程度超出他们对 “真实文化”的 “警觉性”，一 

些自发的商业行为已经脱离了 “真实”的范畴。 

但是，当地政府在旅游开发中并没有将经济 

发展建立在对文化进行保护的基础上 ，商业化行 

为和 “博物馆化”的开发 ，不能使本地区文化走 

上可持续的发展之路。“那”文化的开发本身存 

在一系列矛盾和压力 ，“真实性”和 “商 品化” 

问题尚未被当地政府所考虑和重视。其实，商业 

化的一些行为会成为保护文化资源、复兴本土文 

化的一种机制。所以，作为策划一方，要综合考 

虑各种因素 ，提出对 “那”文化旅游策划的新思 

路——即真实的商品，就是指在策划中，考虑对 

政府机构 、社区居民、旅游者的研究，对他们进 

行问卷访谈 ，了解他们对 “真实性”的观点和态 

度 ，从而找到一个平衡点。 

四、“那”文化旅游策划中的关键所在 

策划 “那”文化旅游项 目，需要综合考虑各 

种群体的意见。关键是使 “真实性 ”和 “商品 

化”在各个群体中的认识达到一种平衡 ，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府 

政府政策和决策会影响旅游发展。在对民族 

地区的旅游策划中，要遵守政府的管理规定 ，同 

时也要提高政府对文化管理的重视程度。当地政 

府对 “那”文化开发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借助旅游 

业带动当地经济，通过旅游产业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赋予其 “使命”意义。过去，农业是广南地 

区农 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政府应该认识到旅游开 

发对就业 、文化保护和改善当地居民生活的积极 

作用。 

(二)旅游经营者 

旅游经营者要更加关注如何让游客感受到更 

多的 “那”文化 ，以 “真实体验”吸引和满足旅 

游者。在景区内，工作人员要保持传统壮族服 

饰 ，尽管一些员工不是壮族 ，但要将民族服打造 

成工作服，体现出民族特色。在传统耕作习俗的 

表演中，不能单纯强调表演和娱乐 ，而应是真实 

性的展示。通过强化和提高民俗表演团体的文化 

素养，尽量为游客提供 “尽量原真性”的表演活 

动 ，并可鼓励游客参与稻作农耕活动，赋予文化 

表演真实性和教育意义。 

(三)游客 



 

可以预想 ，旅游者会对广南独特的 “那”文 

化充满兴趣，但大部分人还是不太了解 “那”文 

化的内涵。他们在参观游览之前还不会对这方面 

的文化知识进行准备 ，在游览中的了解也可能是 

肤浅的。但通过策划手段，完全可以使旅游者成 

为 “文化旅游者”。例如，在农事谚语中选取通 

俗易懂的部分进行介绍 ，在景区中增加游客解说 

系统，通过预先设计的民俗生动展示 “那”文化 

内涵。 

(四)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是策划中调查的重点，也是最大的 

利益相关者。事实上 ，旅游开发的行为对他们影 

响最大。社区居民对此意见不一，形成两派。一 

派是居民主动寻求游客和投资，认为旅游商业化 

具有生命力，能够带动本地区的发展；一派认 

为，开发行为会破坏他们原有的 “生活状态 ”， 

会使他们接触到 “不愿接触的人”，“做不愿做的 

事”，可能看到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被蚕食。因 

此在策划 中要考虑双方意见 ，对于寻求商业化的 

居民，鼓励他们参与景区运营，但应注意商业化 

的 “度”，让他们以 “真实性”的状态与旅游者 

接触 ；对于不愿进行旅游开发的居民 ，可设置 

“后台区”，减少旅游活动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五 、结论 

过度 “商品化”的旅游开发会降低旅游项目 

的吸引力。广南稻作文化旅游策划要以 “真实的 

商品”为思路，将真实性的框架运用于旅游策划 

中。旅游 目的地 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于 “真实性” 

和 “商品化”都有不同的理解甚至有 冲突的观 

点。基于旅游策划的视角 ，“真实的商品”策划 

项 目是以 “那”文化为灵魂 ，以体验为核心，适 

度进行商品化开发和运营。稻作农耕文化旅游的 

真实性 ，并不仅是开发地内在固有的特性，还有 

许多归属于外表化的状态。 

在处理 “真实性”和 “商品化”的关系中， 

旅游策划必须保证向游客提供真实的旅游经历 ， 

若无法做到这点 ，则是失败的旅游策划。同时 ， 

考虑到旅游者对 “真实性”的理解不同，因此在 

策划中，一是要使旅游吸引物尽量保持真实性的 

呈现，例如展示原始的耕作农具、营造原生的旅 

游环境；二是提供高质量的文化观赏活动，如请 

当地农民进行 “官撒种”等民俗表演；三是提供 

真实性的旅游纪念品，使纪念品不仅具有商品功 

能 ，也具有文化展示的功能。 

综上 ，在文化旅游策划中面临 “真实性”和 

“商品化”的冲突问题 ，本文提供了一种策划思 

路 ，以期达到一种平衡。但是，任何策划只有对 

文化进行深人研究，真正理解文化 “真实性”的 

内容，才能做出更优的旅游策划。 

注释 

①机场 艺术品 (Airport Artworks)，是指为 了迎合机场游客 

的需要 ，通常对旅游 目的地的一些传统手工艺品进行改良，包 

装成体积较小、便于携带的旅游纪念品，这些机场艺术品通常 

也不再是手工制品。而是大型流水线作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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