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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都市旅游方兴未艾。由于其在经济增长、城市发展和整合旅游业格局中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都市旅游应尽快付 

诸实施。文化是都市旅游的底蕴和灵魂 ，充分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利用重庆丰富的都市旅游资源，走文化与都市旅游相结 

合的道路是重庆发展都市旅游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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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ity toudsm is ptm~ ng becBIlse its positive roles．which enable dry tourism  tO be put into effect鹊 quickly鹊 possible．dis- 

pl gradually 0I．CCOBO~C g,~ch，city development and integrity oftourism structul~．Culture is the lingering cha．rm and soul of city tourism， 

while aH is rich in city tourism 1-e8o~ ，the unity of the two factors paves an unique wa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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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旅游是近年来旅游业的新热点和发展方向。目前 ， 

理论界学者们尚未就都市旅游的定义或概念达成一致。有人 

认为都市旅游就是以都市风貌、风光、风物、风情为特色的旅 

游。有的则认为都市旅游是 以都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是 

人类对都市风光、都市风情、都市生活、都市购物、都市娱乐等 

旅游需要的实现途径。笔者认为，都市旅游是都市自然景观 

与人文景观的旅游价值的实现过程。 

都市的自然景观包括公园、山、河流和湖泊等都市自然风 

光。人文景观涵盖的内容则丰富得多，包括历史遗迹、街景、 

都市氛围、购物和休闲娱乐的环境等。集合都市的这些旅游 

资源要素 ，满足人们观光、购物、娱乐、体验等各种旅游需求 ， 

便形成了都市旅游。 

都市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人类开发改 

造自然体现得最为充分和突出的表现 ，因此其人文旅游资源 

相对集中，甚至出现了自然旅游资源人文化 的倾向。与其它 

旅游类型相比，都市旅游的景观呈现出明显的重叠交错性 。 

以“山城灯海”为例，很难说它是 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如 

果没有鳞次栉 比的楼房和现代照明设备，灯海难以形成；但如 

果没有山城江城的盆景般的地形 ，这幅美景亦难以呈现。 

一

、都市旅游，势在必行 

首先 ，都市旅游之所以日益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为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动力 ，突出地表现在都市 

旅游对其他相关产业具有强力关联带动性。当前，中国旅游 

业直接就业一人 ，间接就业人数达 5人以上 ；旅游业直接收入 

增加 1元 ，其他相关部门可以增加 4．3元。都市旅游发生在 

产业和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对于拉动消费，提高相关产业经 

济效益，创造就业机会 ，促进城市第三产业发展 ，作用不可低 

估。都市旅游发展得好，可以推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都市 

往往是一定区域内行政 、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交通的枢纽， 

是游客停留中转的基地。重庆周边有许多如诗如画的风景 

点，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养在深闺人未识”，如果都市旅游能将 

客人多留一天，便有机会向他们传达有关的信息，为周边地区 

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其次，发展都市旅游对于整合地区旅游业格局的作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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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都市便利的交通、信息以及餐饮设施，实际上是为地 

区旅游业格局设定了一个核心区域。以重庆为例，重庆是 自 

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都很丰富的地方，而且二者都有 

自己的“拳头产品”，为什么还要把都市旅游提升到战略高度 

呢?三峡风光和大足石刻是重庆旅游的东西两大板块，但两 

者之间缺乏一个连动板块。以渝中区为核心的重庆都市旅游 

正处在其空白点上。搞好重庆都市旅游 ，就可以有机地联系 

东西两大板块。 

第三 ，从城市的发展看，都市旅游与城市的发展方向基本 

吻合。都市是各种污染相对集中的地方，而旅游的轻污染特 

点，容易为城市所接纳。都市旅游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都市 

现有的面貌和设施等旅游资源要素发展经济。即使为了发展 

旅游业而大张旗鼓进行的城市改扩建工程、交通设施的改善 

以及绿地花园的扩大等工程，本身也是都市健康成长的需要， 

和都市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如重庆渝 中区拟建的枇杷山、 

佛图关观景楼、重庆大轰炸纪念碑等工程，不但可以为都市旅 

游提供新卖点，而且还可以美化城市形象，为市民日常休闲提 

供新的去处。都市旅游是都市 自身发展的需要，为都市经济 

发展提供动力，既提出了优化城市面貌和功能的要求，同时也 

提出了提高市民素质和改善市民精神面貌的要求。都市旅游 

的神奇之处在于可以把一地的某些相对劣势转化成特色和 

优势。以重庆为例 ，山城的地形给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 

带来了诸多困难，但恰恰是这种不便的地形才使人们尽取捷 

径，造就了少有的“电梯缆车文化”，同时也是山城灯海形成的 

必备条件之一。 

第四，就旅游业本身而言，都市旅游代表了旅游业新的发 

展方向。都市旅游是随着近现代城市化的进程而产生的，虽 

然在 20世纪 印 年代的西方已开始了这方面研究 ，但真正成 

为热点并受到广泛关注也只是近几年的事。特别是都市旅游 

对都市经济和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 日益显现后 ，以上海为代 

表的许多大城市都在挖掘其潜力，不愿意错过此旅游业新的 

增长点。都市旅游实际上是都市业发展的一种“围城现象”， 

顺应了游客对都市多样化的要求。在城里人大量涌向自然风 

景区的同时，也有不少城外的人涌入城市 ，感受大都市的气派 

与性格，享受现代化的休闲娱乐设施。 

二、都市旅游。异彩纷呈 

重庆主城区的旅游资源，以人文资源最具特色，且不乏自 

然资源。以主城区的核心渝中区为例，旅游资源的6种基本 

类型(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古迹与建筑、休闲求知 

以及购物类)渝中区全部具备。在 72种国家标准规定的旅游 

资源中，渝中区有 52种 ，占总数的 72％。重庆旅游规划研究 

成果显示：以渝中区为核心的“重庆大都市景区”，无论从都市 

资源吸引力的角度 ，还是从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条件以及旅游 

资源综合价值指数进行评估都名列前茅，分别列第 3、第 2和 

第 3位，评定等级均为 I级。 

7个一级景点各具特色。山城灯海如银河直落九天，奇 

特壮观；枇杷山公园秀美宁静，两江风光尽收眼底；朝天汇流 ， 

中国西部最大的内河港口尽显其繁华和喧泄：八路军重庆办 

事处和重庆谈判旧址 ，凝固着难以忘怀的历史瞬间；重庆人民 

大礼堂，一部列入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经典的作品；人民解放 

纪念碑 ，昨天的精神堡垒与今 日的时尚情感在这里悄然相遇 

相融 除了以上 7个一级景点，还有以巴文化和抗战文化为 

基本线索的二级景点 22个，三级景点 47个 ，内容丰富。 

现代社会景观也在都市展现得淋漓尽致。被称为重庆现 

代社会三道风景线的奥托汽车、山城棒棒军和麻辣烫在渝中 

区最为集中；特色交通工具：过江索道、爬坡缆车和亚洲最长 

的 自动手扶电梯等．，其他城市更是难以寻觅；此外，现代靓女 

风景线、火爆的球市以及繁荣的商贸购物景致编织出一幅生 

动的现代都市氛围图。 

重庆的都市旅游资源不仅丰富，而且有跨度、有 品位 、可 

开发潜力大，国内专家断言重庆都市旅游“捏着一副好牌”。 

然而，守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重庆却被认为“无处可看，无处可 

玩”．而仅仅被当作“过境城市”。 

重庆市渝中区非常重视都市旅游的发展，旅游业被确立 

为渝中区的支柱产业。由于其具有跨部门、跨行业特点，实行 
“

一 体化”管理难度很大，因此渝中区提出了“党政一把手，亲 

自抓旅游”的对策措施。党政一把手亲 自决策把握 ，使旅游业 

能够尽早地步入快车道并形成 良性循环。此外 ，渝中区还邀 

请部分专家学者参加都市旅游研讨会，为旅游业发展献计献 

策。为了使都市旅游落到实处，还组织专家编制了<重庆市渝 

中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探索并把握都 

市旅游的内涵与发展步骤，其中的许多观点和建议贴近现实，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近年来，重庆都市旅游已开始“入轨”，以节庆文化为例， 

确立了“四季歌”的格调 ；冬季的都市旅游文化节，春季的服饰 

节，夏季的啤酒节和秋季的美食节。仅 1999年冬季都市旅游 

文化节期间，渝中区各大宾馆的入住率 比 1998年同期提高了 

约 20％，效果已逐渐显现。但是都市旅游的定位尚不明确； 

旅游文化的核心内容尚未体现 ；都市旅游产品和商品的设计 

包装不够；精品欠缺；宣传力度不够等，急待解决。 

三、都市旅游。文化当先 

都市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多种模式，如文化型、商贸型 、花 

园型、娱乐型等 ，选择何种模式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该城市的旅 

游特色和发展侧重点。我们认为，重庆的都市旅游应该以文 

化为先导 ，以商贸和娱乐为支撑，以都市风情为卖点 ，以都市 

景观为载体，走文化与都市旅游相结合的道路 ，以文化引导旅 

游 ，以文化提升旅游的品位 ，以文化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迄今为止 ，文化的定义已达一百多种。社会学家和人类 

学家比较认同的文化定义也适用于本文，即文化是一个群体 

或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 

义体系具体化的物质实体。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在都市 

旅游中体现为历史遗存(如古迹和名人旧居)、一定的社会生 

活方式(如民俗风情)以及价值判断标准(如对时尚风格的追 

求)。都市旅游通过向游客展示某种文化的物质实体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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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游客对该文化的认识和参与。 

文化是都市旅游的底蕴。从功能上讲，指都市旅游吸引 

力及这种吸引力的持久性。尽管旅游者具有娱乐、休闲、求知 

等不同的旅游动机，但他们都有一定的收人基础，而且具备在 

生活消费之外的个人可自由支配收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 

次原理，这时的人类需求已不再是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 

需要，而是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包括社会交往的需求、尊重 

需求、求知需求、美的需求和 自我实现的需求，这几种需求很 

大程度上就是对文化的需求 ，也决定了旅游的文化品位。任 

何都市旅游产品都有其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但是蕴含其 

中的文化因素由于满足了人的某些精神需求，而使都市以文 

化整体的形象长存于人们的心中，维持了一种吸引力。提到 

巴黎，人们就会想到艾菲尔铁塔、卢浮宫、凯旋门、塞纳河 、香 

水、时装，还有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就是 巴黎，一个融汇法 

兰西文化和历史的地方。对于去过或没去过的人来说 ，巴黎 

永远是撩不开面纱的新娘，令人顾盼神往 ，这就是文化的魅 

力。都市旅游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文化内涵和持久魅力。 

重庆的都市文化远有古巴渝文化 ，中有抗战文化和红岩 

革命文化，近有现代都市文化，在各个时段都有代表性文化， 

在各大城市中并不多见，重庆都市旅游文化急需挖掘和提炼 

出核心内容，即独特的巴文化和抗战文化。 

巴文化渊源流长，周武王灭殷后封其宗族于此 ，建立了巴 

子国。其问发生了许多象巴蔓子献头拒楚的动人故事。此后， 

形成了重庆地方文化的主体 ，倔强不屈的巴文化正是今 日重庆 

的生命精髓。1986年，重庆被国务院确立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其境内有各类文物、遗迹、遗址12 212处，内容十分丰富。 

重庆抗战文化亦是都市旅游的核心内容之一。二战时 

期，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首都和盟军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 

而蜚声海内外，这种带有历史烙印的知名度 ，令许多城市望尘 

莫及。各界名流和文化人士汇聚重庆，留下了许多旧居(如蒋 

介石宋美龄旧居、宋庆龄旧居 、冯玉祥抗倭楼等)和可圈可点 

的大后方文化。许多欧美知名人士在战争期间都有独特的重 

庆经历，也留下了许多遗迹(如史迪威故居、罗斯福图书馆、美 

国大使馆等)。他们的访谈和回忆录，如同《马可波罗游记》一 

样，吸引着外国游客了解 中国，了解重庆。抗战文化是开启 

港、澳、台及欧美市场的一把钥匙。除了上述两个核心内容 

外，重庆都市旅游文化还涵盖了闻名全国的红岩革命文化 ，以 

“重庆火锅”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及山城登高文化和节庆文 

化等。 

文化是都市旅游的灵魂，此处“灵魂”更接近于“主题”的 

概念，它要求以巴文化和抗战文化为核心的都市文化作为主 

题引导和贯穿于都市旅游的始终。从旅游心理学角度讲 ，客 

观事物如果没有独特的形象、突出的属性，即缺乏刺激强度， 

就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和知觉。知觉对象越清晰、刺激强度越 

大，越容易被游客深刻地感知。因此在设计都市旅游产品和 

构建都市旅游的整体格局时，应有意识地将携带都市旅游文 

化特别是核心文化的因子 以多种形式散布刻画于都市的每 

一 个角落。以重庆为例 ，为突现巴文化 ，可以修缮兴建一批象 

重庆人民大礼堂那样具有标志性和 民族特色的建筑，在节庆 

文化中增加极具巴文化特点的歌舞表演 ；为营造抗战文化的 

浓厚氛围，可在中四路路口建抗战“凯旋门”，塑造抗战纪念群 

雕以及抗战纪念柱。此外，主题文化还可以体现在城市基础 

设施之细微处 ，如直接以旅游点名称命名公交站名，将极具巴 

文化或抗战文化的图形、广告等置于车站站牌甚至城市护栏 

上。强调文化作为都市旅游的灵魂 ，就是留给游客清晰而深 

刻的主题印象，成为其再次光顾此城市时首先联想到的事物。 

文化确立 了都市旅游的基本内涵和品位 ，都市旅游也会 

促进文化的发展。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 ，必须保护修缮 当地 

的文物古迹，发展传统文化，促进 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都 

市旅游的每一条线路都是对城市特定文化的梳理和归纳 ，它 

连缀散落在都市各地的文化点，形成对某种文化的整体认识。 

都市旅游使枯燥无味的书本内容更加生动 ，人们在旅游的过 

程中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和精神的陶冶，增强了热爱祖国、热爱 

家乡的信念。同时，都市旅游也对市民的语言和行为等基本 

素质提出了新的规范 ，有利于提高市民整体素质。 

文化特色是一种招牌 ，文化是都市旅游的吸引源，但其落 

脚点是促进外地人在本地的消费。这就需要商贸和娱乐“两 

条腿”走路 ，商贸和娱乐做得好 ，不但可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 

的需求，而且使都市旅游有了更大的空间。在突出主题，大力 

发展都市旅游的同时，也要处理好都市旅游与城市建设、都市 

旅游与城市管理、都市旅游与都市经济和文化建设、都市旅游 

与环境承载力等关系，才能实现都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