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实体景观载体。建筑、塑像、石刻、典籍等蕴含着禅宗的文化

含量。通过现代化技术，如模拟、仿真技术来展示这些实体景观，同

时完善相应的文字解说系统，使游客真正理解、欣赏和感悟禅宗文

化深度。

(2)活动载体。充分利用举行的法事活动这一载体，并与其他文

化资源整合起来，吸引游客参与，使游客沉浸于浓郁、庄重的禅宗

氛围之中，感受到强烈的禅宗文化震撼力与感染力。

(3)自然景观载体。赣西的洞山禅寺、普利寺等都座落于风景秀

丽的深山之中，秀丽的自然风光与悠久的禅宗文化，历史相得益彰，

蕴含着丰富的禅宗文化内涵。通过自然景观，整合自然生态旅游资

源和禅宗文化资源。

2.3 旅游产品的创新

(1)挖掘深层文化内涵。禅宗文化的载体即禅宗人文景观，包括

建筑、雕像、传奇故事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必要把展示和

挖掘赣西禅宗文化精华作为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联系禅宗历史

研究建筑、石刻、雕像、绘画，从总体格局来看禅宗在赣西及全国的演

变，挖掘出体现赣西特色的文化内涵，提升赣西旅游业的文化水准。

(2)打造休闲游产品。随着城市生活的节奏加快，人们喜欢选择

外出旅游来寻求释放。仅仅单纯的走马观花式旅游，由于使人觉得

更疲惫，已经不太适合游客的需要。赣西地区应该利用景区幽雅、

庄严的禅宗氛围，打造禅宗文化休闲及度假产品符合市场的需求。

因为这类产品可以通过引导游客修禅，参与体验参禅生活，在旅游

中抚慰游客的心灵，舒缓日常生活与工作压力。

(3)加强国际交流。东南亚国家与我国有着深厚的禅宗渊源。作

为禅宗祖庭圣地，应该充分发挥禅宗临济宗、曹洞宗、杨岐派宗地

优势，积极组织与各国交流合作，开展中韩书画艺术交流、禅宗茶文

化交流等活动，扩大赣西禅宗文化的影响力，从而推动禅宗文化旅

游的发展。

(4)改变经营方式，提倡参与式、体验式旅游产品。目前，旅游者

的兴趣不再是单纯的游览观光，正从静态参观向动态参与、体验的

方向发展。许多禅宗文化遗产是宝贵的艺术文化遗产，饱含和散发

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举办“禅文化旅游节”，设计“千年舍利近距

离瞻礼、最壮观的传灯法会”等活动，使游客可以一起礼佛，一同参

禅悟道，与万名游客一同祈福。游客通过欣赏、观摩、研究等形式直

接参与到禅宗绘画、音乐、雕塑之中，激发游客动态参与，主动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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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马 山 旅 游 形 象 策 划

乐山师范学院旅游学院 邓健 格桑拉姆

摘 要：《康定情歌》使风景秀丽的跑马山闻名世界，丰厚的情歌文化底蕴吸引着众多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但正是这样一处有着秀美风光

和丰厚文化底蕴的旅游胜地，却遭到部分游客“不到跑马山终身遗憾，到了跑马山遗憾终身”的评价。本文针对跑马山独特的旅游资源

以及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形象策划，并指出了规划方向和基本思路。

关键词：跑马山 旅游形象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5800(2010)09(b) -177-03

因一首“康定情歌”闻名世界的跑马山风景区拥有丰厚的情歌

文化背景资源，知名度极高，景区内高山森林动植物自然资源丰富，

具备极高的旅游开发与利用价值。但由于开发程度低、旅游尚未产

业化，使得这样一座旅游资源宝库并未对康定及甘孜州的经济发

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相反却让许多慕名而来的国内外宾客乘兴而

来、失望而归，对该地区的旅游发展起着负面效应。如何恰当的开

发和利用好跑马山这一宝贵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对其进行有效的旅

游形象策划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 跑马山景区概况
跑马山位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城南，属横断山脉群

东面的大雪山山系，海拔2700米，其山势挺 拔、风景秀丽，分为山

脚、山腰和山顶三部分，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地，而“康定情歌”中张

大哥李大姐动人的爱情故事更让这座山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歌文化

圣地。跑马山曾被朱 基总理誉为“海外仙山，蓬莱胜地”，是生态旅

游和文化体验相结合的旅游景区，有较高的文化与自然旅游价值。

然而跑马山景区开发程度较低，旅游业尚未产业化，游客在游

览跑马山后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不容乐观。本文对2008年8月200位

刚游览过跑马山的游客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游览感到满

意和一般的仅分别占10%和20%,而感到遗憾和大失所望的竟分别

占到了25%和45%之多,可明显观察出绝大部分游客在游览后对跑

马山之行的总体感觉是大失所望，这对于景区形象的塑造以及景

区的长远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需要针对跑马山景区存在的

问题对景区进行系统的形象策划，以克服其存在问题，塑造良好的

旅游形象，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

2 跑马山景区旅游形象策划
旅游形象策划是受企业形象策划的影响带动，在国内旅游业

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在对旅游地

的传统意义的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形象识别和营销系

统。实施旅游形象策划，塑造良好的和特色鲜明的旅游区形象，有

利于提升旅游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拓展

客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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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跑马山景区旅游形象定位

旅游形象定位是通过对旅游地旅游资源的整合、提炼与加工，

塑造其个性化的、对旅游者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形象。跑马山是一座

笼罩在浓厚爱情色彩下、风景优美的名山，同时又位于藏汉文化的

交融地，藏汉结合的独特民俗文化更是引人入胜：

(1) 深厚的情歌文化：“康定情歌”中抒发了青年男女热烈相爱，

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情感，主人翁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一朵溜溜

白云下的倾心相许 是对爱情真谛的完美诠释，这正是当今这个自

由恋爱时代人们所崇尚和向往的，吸引着人们到这座山上进行爱情

的朝圣。

(2)独特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特色：跑马山所在的康定地区自

古以来就是藏汉融合的茶马古道重镇，质朴、奔放、与藏传佛紧密结

合的藏族文化与温文儒雅、传承儒家思想的汉族文化相结合，孕育

出了独特的康定民俗文化。

因此，综合考虑跑马山旅游资源特色、文化背景优势，本文认

为可以将跑马山旅游总体形象定位为——“情歌圣山”。其旅游形

象口号为——“朝圣爱情之旅”。

跑马山旅游形象策划应根据此定位，以发展情歌文化旅游为

主，深入挖掘情歌民俗文化资源，把康巴地区藏汉结合的独特婚俗

融入其中，将跑马山打造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情歌文化旅游胜地。

2.2 跑马山景区形象系统策划

跑马山景区形象系统塑造是一项系统工程，按照旅游CI S原

理，跑马山旅 游形象策划应该包括：精神感受、风情感受、视觉 感

受、消费感受等四个方面。

2.2.1 跑马山景区精神感受系统

这是指跑马山景区的精神理念所产生的系统形象效应，它是

跑马山景区的精神支柱。跑马山作为一座情歌文化名山是目前国内

最著名的情歌文化圣山之一，所以，跑马山的精神感受系统应该是

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沉浸在唯真唯美的浪漫爱情氛围以及当地独

特的藏汉文化氛围中，让他们亲身参与其中，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

爱情故事，给他们留下美好而深刻的记忆。这主要分别从游客刚进

入景区、在景区内游览、离开景区时三个阶段来实现。

(1)景区入口

可事先准备好成对编号的张大哥和李大姐的人偶情侣和单身

小挂件，每对挂件上刻有相同的惟一藏文数字编号，当游客刚到达

景区时，向夫妻或情侣游客中的男(女)赠送相应的张大哥(李大姐)

挂件，以证明他们的情侣身份；对于单身男(女)的游客则可向他们发

放与性别相对应的张大哥(李大姐)单身挂件，而与之编号相对应的

李大姐( 张大哥)单身挂件则随机赠送给下一位进入景区的单身女

(男)游客。

(2)景区内道路旁

可在马道旁山崖上雕刻巨幅张大哥和李大姐的浮雕像，并将

此壁命名为“定情壁”，赋予其在张大哥和李大姐的唯美爱情故事

中两人定情处的特殊意义，情侣游客可以在此根据规格自行选择

花几十、上百元将双方的名字与爱情誓言刻在刻有吉祥藏语的嘛

呢石上，在定情壁边堆成独具特色的定情嘛呢堆，让情山见证他们

的誓言。

各条道路旁可设置具有藏族风情的草坪音箱，循环播放“康定

情歌”等藏区传统情歌音乐，营造具有藏族文化特色的浪漫氛围。

(3)景区内各景点

在下半山，游客可在咏雪亭下喝杯清茶听老康定人和说唱艺

人在此讲述张大哥李大姐的爱情故事、在攀登过程中与对歌的男

女相遇并加入他们的队伍中、在藏饰品作坊中亲手参与制作情侣

纪念品。

在山腰的核心景区跑马坪，游客可在此观赏张大哥与李大姐

的塑像及周围石壁上以浮雕形式再现的张大哥与李大姐爱情故事

中的经典场景、在“海螺石”前投币许下美好的爱情愿望、在情歌风

情展示厅中通过文字、图片、影像、实物了解情歌文化和康巴婚俗。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康定还会举办盛大的情歌文化节，届时

来自全州十八个县的山歌高手将进行热烈有趣的唱情歌、山歌比

赛，游客可以在此参加情歌对唱活动，融入节日的气氛中。

还可以通过网络邀请各地新人到景区举办民俗婚礼，双方共

同策划，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提前在景区网站上发布近期举办婚

礼的日期与安排，游客可以慕名而来、被邀请参观或作为宾客参与

其中，体验真正的民俗婚礼，而不是观看刻意的走秀表演。

在山顶五色海景区，单身游客可以参加集体情侣配对夏令营，

住帐篷、吃藏餐、唱藏歌、跳藏舞，通过各类需男女搭档完成的趣味

夏令营活动结识异性朋友、寻找终身伴侣，而情侣或夫妻游客则可

在 此参加情侣或蜜月夏令营，通过参加各类体验活动增进彼此的

感情。

在景区内，单身游客可以随时留心寻找持有与自己的张大哥

(李大姐)人偶单身挂件编号相配对的李大姐(张大哥)单身挂件的

有缘人，说不定真能在跑马山与自己未知另一半相遇，成就属于自

己的情歌故事。

(4)景区出口

游览结束后，在景区内有幸找到另一半张大哥(李大姐)单身挂

件的单身游客可在出口处凭成对挂件领一份取景区为他们特地准

备的具有藏族特色的纪念品，以纪念他们在此美丽的邂逅。

无论单身还是情侣，游客还可在此购买藏式许愿卡，写上自己

关于爱情的美好愿望挂在出口处的许愿树上。

2.2.2 跑马山景区风情感受系统

风情即风土人情。一个景区的风土人情往往就是这个地区特

定形象的风韵所在，其个性色彩最为浓烈。它包括景区内的风俗习

惯、文化传统、名胜特产、俚语方言等，是激发游客对景区形象意识

最敏 感的部分。风情形象一般是指旅游目的地中惟一并且能够成

为该地形象代表的风情节目或者活动。

跑马山位于康巴藏族地区，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世代在这里

生活耕耘，藏汉人民共同携手开发，千百年来形积淀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形成了独特的康巴藏族风情：

(1)婚俗：藏 族人婚 俗丰富多彩，而深受藏汉两种文化洗礼的

康定婚俗更是别具一格，婚礼前需举行订婚礼，届时双方父母要向

新人互赠订婚礼物并为新人祈福；婚礼日期必须情德高望重的活

佛“打卦”占卜后方能决定；婚礼当天新人家中的火炉或电炉一定不

能熄灭，以象征今后的生活红红火火，新人在婚礼过程中需身着藏

汉两种礼服，先后顺序自定，穿藏服时需佩戴上名贵的玛瑙、藏刀

等藏饰，婚宴上新人需互唱情歌，双方亲友中能歌会舞者也要分别

演唱祝福吉祥的山歌，仪式结束后，在场宾客向新人献上洁白的哈

达，表示美好祝愿；婚宴结束后，亲友们要在新人家中狂欢三天三

夜，畅饮青稞酒、跳起欢快的锅庄舞为新人祝福。

(2)服饰文化：康巴藏族服饰以其自然环境条件和人对美的追

求而衍变发展成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服饰。康区藏装分农区与牧区

两种，藏族的长袖袍款式大方，实用，日遮体夜御寒，有男女之分，也

《中国商贸》 CHI NA BUSI NESS&TRADE
Tourism 旅游经济研究

178



有冬夏之别。康区藏族讲究戴帽子、包头帕，脚下过去主要穿靴，靴

必有筒。藏族人佩戴的围腰，藏语称帮典，是由棉、毛、丝织成的、有

多彩条纹的纺织品，它是藏族的一种特殊标志。康巴传统藏族服装

予人以雍容华贵之美，各种装饰品绚丽昂贵——由金、银、铜、珊瑚、

玛瑙、翡翠、松耳石等精工细制而成，故一套衣装饰品价值可高达

10万元。

(3)节庆：藏族节日多与藏传佛教有关，传统节日有藏历新年、

燃灯节“四月八”转山会等，其中以跑马山的“转山会”规模最大，最

具吸引力。“四月八”转山会藏语名为“奔觉达娃”，译意为“十五倍之

月”，相传在此月内做善事一件、颂佛一声可得十五倍之功德，清代，

明正土司于农历五月十三日在“登托”山坪祭把山神，并举行赛马

会，远近农牧民中骑术使住者，都前来参赛，场面十分壮观。渐渐的，

赛马会便与佛诞相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四月八”转山会。人们在这

天到跑马山踏青、转山、烧香、搭起帐篷“耍坝子”，届时山顶会有藏

戏、唱山歌、跳锅庄、晒佛、赛马等活动，游客可亲身参与其中，感受

藏族风情。

2.2.3 跑马山景区视觉感受系统

视觉感受系统是景区最直观的部分，一切视觉景观都可以成

为形象的直接体现。跑马山作为情歌圣山，其视觉感受系统大致可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实施：

(1)景区大门：在进山处建设独具藏族特色的景区大门，使游客

一到景区便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受到浓浓的雪域特色，留下

良好的第一印象，并对接下来的旅行充满期待。

(2)景区建筑：景区内建筑应统一以康区藏族文化特色为主，例

如，“木雅锅庄”的“庄房”、“康定锅庄”的“大院坝”等，样式墩实、方

正、厚重、庄朴，色彩鲜明，满含民族精神的主旋律，游客置身其中，

可以更真切的体会到康区质朴的民族风情。可以建设有藏族特色的

饭店，以“XX锅庄”的康区特色命名，除了提供一般性饭店应有的一

切服务项目外，饭店内陈设、用品及员工服装都应以藏式风格设计。

(3)旅游地名称：跑马山旅游形象的对外名称应以强调其情歌

文化内涵，以“朝圣爱情之旅”为基本口号，树立起跑马山情歌圣山

的独特地位与形象，有利于对外促销。

(4)旅游标志：跑马山旅游资源的标志应以张大哥李大姐为主

体，以山林和唐卡画中的云彩图形为背景进行设计，可以突出其情

歌文化与自然风光相结合的特点。

(5)旅游吉祥物：旅游吉祥物旨在加深游客对旅游区的认识，

起到强化旅游形象的作用。旅游吉祥物多以可爱的动物小精灵为

主，也有卡通娃娃的形象或历史人物形象。作为情歌故事的主角，

选取张大哥和李大姐形象的藏式卡通娃娃来做跑马山的吉祥物

十分合适。

(6)旅游形象代言人：可邀请电视剧“康定情歌”中男女主角的

扮演者：著名演员陶红和胡军担任景区形象代言人，他们在剧中扮

演的张大哥和李大姐为爱情大胆追求的形象感染了许多人，与景

区形象相符合。　　

(7)旅游地户外广告：户外广告有助于提升 景区形象，跑马山

处在318国道上，交通方便，关于跑马山旅游形象的户外广告牌应

考虑立在道路的入境位置。醒目的广告位、高原风光的背景、张大

歌李大姐深情相依的形象、充满魅力的旅游景区名称、简洁诱人

的广告用语，能起到非常有效的 视觉冲击，产生良好的广告效果。

同时，也可以考虑在成都、重庆等旅游客源地设立灯箱、公交站牌

等户外广告。

2.2.4 跑马山景区消费感受系统

消费感受系统实质是景区所提供的旅游服务感受，往往是最

涉及游客利益的，通常是直接反映最强烈，印象最深刻。分析跑马

山景区资源优势，要把它打造成为最具情歌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

的消费：

(1)饮食文化：藏族人以糌粑、土豆等为主食，肉食以猪肉、牛肉

为主兼羊肉，喜欢将牛肉风干使用。藏族喜饮茶，不可一餐无茶，以

金尖茶、砖茶为主，将砖茶熬出的青茶与酥油、鲜牛奶、干核桃仁等

混合后，在特殊的藏式茶桶内用力搅拌而成的酥油茶更是藏族人

每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品。

值得一提的是，跑马山景区位于藏汉结合地区，其饮食文化融

合了藏汉两种民族特色，形成独特的风格，藏族的酥油茶和汉族的

米饭、藏族的锅盔和汉族的凉粉等特色搭配吃法，一定会为游客带

来不一样的特殊感受。康定还有一种以啤酒、雪碧和酥油等混合煮

成的称为“琼擦”的酒精饮品，暖胃驱寒，也是其饮食文化的一大特

色。

(2)交通条件：游客出行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衣食住行,对景

区而言,景区的交通，环境设施就显得尤其重要。跑马山景区内现已

有步行、缆车和骑马三种主要上山方式，在完善步行道和缆车两种

方式的基础上，应重点发展骑马上山业务，组建规范的马队，为游

客提供专业的赶马服务。

(3)旅游服务：旅游服务形象是旅游目的地的一面旗帜，应加强

景区综合管理，加强对景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努力培养他们的

创新意识和服务自觉性深化他们的敬业爱岗精神，同时提高他们

的文化修养、业务素质和外语水平，景区及各旅行社、宾馆、饭店的

服务应强调突出藏族文化和情歌文化特色，回归自然、返朴归真。

(4)旅游地纪念品：跑马山的土特产品主要有松果、野生菌、野

生蕨菜等，这些都是可以晒干后长期保存并便于携带的食品，方便

远道而来的游客购买和携带。同时，藏区特有的银碗、藏刀等生活

用具、情歌信物和唐卡等艺术品也都是绝佳的纪念品选择。

总之，跑马山旅游形象策划应根据自身旅游资源特色并考虑

当代旅游发展主要趋势，以发展情歌文化旅游为主，深入挖掘情歌

民俗文化资源，把康巴地区藏汉结合的独特婚俗融入其中，将跑马

山打造成为国内外著名的情歌文化旅游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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