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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开发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展现 ,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得以体现 。通过建设生态和文化旅游景点保护和展现民族传统

文化的同时 ,应考虑如何使之成为现实生活中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 。从环境正义的

角度着眼 ,经济发展 、扶贫 、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都会复合性地影响到生态环境保

护目标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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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eserv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 Case Study of Shuiman Village

LIANG Jing-yu
(Central Universi ty f or Nat ional it ies , Bei j ing 100081 , China)

Abstract:Tourism development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 f national

t radi tional cul ture. It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how national tradi tional cultures
become the vital fo rce in people’ s real lif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ourism develop-
ment . From the view poin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 economic development , pov-
erty reduct ion and fair dist 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are al l conduciv e to the ob-
ject ive of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Key Words:tourism development ;national cul ture;eco logical environ-
ment;preservation

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 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突破

口 ,旅游业 ,特别是文化和生态旅游在许多民族地

区得到扶持和发展。如何通过旅游开发 ,在推动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 ,促进民族地区的文化保护和社会

发展 ,以及避免旅游开发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造

成破坏 ,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进行旅游开发必须考虑的问

题。 2000年至 2002年期间 ,笔者参加了中日合作课题“开

发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及缓和策略”的课题研究 ,并主要使用

参与观察和访问的方法在海南岛五指山市水满乡水满村对

五指山地区的旅游开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田野调查。本

文将以水满村为例 ,介绍海南岛五指山黎族地区的旅游开

发模式 ,探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

关系。

一 、五指山地区的旅游开发
五指山地区是海南岛黎苗等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 ,

长期以来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表 1)。海南岛建省以后 ,

为了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指山地区的县市纷纷以旅游

业作为突破口 ,围绕旅游开发进行了一系列项目建设。其

中五指山市(原为通什市 , 2001年更名为五指山市)政府就

制定了“旅游兴市”的政策 , 2002年 6月 ,在海南省政府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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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中部民族风情旅游和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要求

之后 ,五指山市政府出台了《五指山生态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与《五指山生态旅游示范区总体规划》,围绕民族和生态

两个主题 ,指导建设一批具有参与性、娱乐性和观赏性的生

态旅游项目 ,并计划将五指山地区建设成为“国家级生态旅

游区” 、“国家旅游扶贫示范区”以及“国家热带森林公园” 。

到 2002年 ,已经开发和正在开发的重点项目包括五指山河

谷漂流、五指山最佳观山点、五指山蝴蝶生态牧场、五指山

热带雨林观赏栈道、水满黎族自然村和“盛世太平综合旅游

区”等项目。开发、扶贫和生态保护则成为五指山政府进行

旅游开发的基本原则和途径。

表 1　海南省各市县 2000 年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元)

项目 海口市琼海市三亚市 东方市五指山市琼中县保亭县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3 919 9 268 6 302 5 588 5 430 3 245 3 331

在全省的排位 第1 位第 2位第 6位 第8 位 第 9位 第 18位第17位

农民人均纯收入 3 424 3 753 3 146 2 968 1 802 1 652 1 311

在全省的排位 第3 位第 1位第 7位 第8 位 第16位第 18位第19位

　　说明:海南省 2000年共有 9市 10县 , 其中民族自治地方共 3市

6县(三亚市 、东方市 、五指山市 3市以及乐东 、琼中 、保亭 、陵水 、白

沙 、昌江 6县),其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岛内汉区县市 , 根据 200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数字 ,三亚市和东

方市是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地区 ,保亭县和琼中县

的经济发展水平最低。

资料来源于《海南年鉴 2001》,李应济主编 ,海南年鉴社编辑出

版 , 2002年。

在五指山的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中 ,水满黎族自然村是

五指山市政府首批批准建设的项目之一。水满村是五指山

市水满乡的一个黎族自然村落 ,是海南省海拔最高 ,距离五

指山最近的村庄。村寨布局依山起落 ,视野景观好 ,村内的

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五指山 ,村后距离村庄约 1公里的地

方可以看到五指山全貌 , 2001年已被开发为五指山观景点;

距离村庄约 2公里处接五指山自然保护区(五指山自然保

护区建立于 1986年 ,保护区总面积 13 435公顷 ,其中核心

区 4 727公顷 ,实验区 396公顷 ,缓冲区 8 312公顷 ,是海南

省目前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横跨琼中、五指山两县市 ,

与水满、红毛 、长征、上安等四个乡镇相邻);村庄人口少

(2000年 10月水满上下村有人口 190 人),开发成本较小;

交通方便 ,村庄距水满乡政府长约 3公里的路程于 2000年

开通 ,从水满乡到五指山市有两条道路可以通公共汽车 ,其

中一条(水满乡 - 南圣 - 五指山市)距离五指山市约为 34

公里 ,距离海榆中线约 28 公里。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 ,使

水满黎族自然村被五指山市政府确立为五指山旅游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五指山风景名胜旅游区的一个重要景区

和景点 ,并成为海南省旅游局旅游扶贫示范点 ,得到了中央

政府以及海南省旅游专项基金的支持。

二 、水满黎族自然村的
旅游开发模式

总体而言 ,水满村的开发模式是政府主导 ,企业运作 ,

社会参与 ,以及生态保护和扶贫并重。

1.政府主导:政府和政策的启动与扶持

政府在水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中起了关键性的作

用。当地政府通过制定政策 、创造条件、扶持企业等方式 ,

解决了制约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一些瓶颈问题。这些措施主

要包括:通过各种途径为旅游开发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建

设 ,品牌打造和宣传 ,投入启动资金对村庄进行包装以启动

企业资金的后续投入 ,并负责对包装项目进行指导、监督和

验收。

政府进行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工作主要包括了利用国

家扶贫资金开通从乡政府到水满村的道路 ,硬化水满村 -

五指山观景点的道路;在品牌打造和宣传方面 ,为推出水满

村和五指山观景点的旅游品牌 ,政府组织和创造各种宣传

机会 ,不仅让当地人进一步认识到水满村 ,而且希望借此将

这一旅游品牌推向海南省甚至全国。比如这些活动包括了

2002年 1月接待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的访问演出;

2002年 4月接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的访问;2002年 4月 15日借举行庆祝“三月三”黎苗族的

传统民族节日之机 ,在包装改造首期工程刚刚完成的水满

上村举行“山寨杯”十大民歌手决赛活动 ,等等。这些活动

吸引了大量来自本市和外地的游客 ,极大提高了村庄的知

名度。为启动水满村的开发 ,政府利用国家旅游专项扶贫

基金对水满村进行了前期包装建设。建设项目内容涉及为

农户建立沼气池 ,修卫生间 ,电路改造 ,水路改造 ,村内道路

硬化 ,拉电话线 ,包装民房(建造民族风格的厨房以及居室

的外包装),修建和改建旅游景观(包括修建传统水车 、山栏

架、谷仓、香炉和壁画 ,搭建对歌台 ,改装仿古水面桥)等;政

府还负责对包装项目进行监督和验收 ,项目的具体规划设

计方案及设计效果图均须由五指山市旅游管理委员会评审

后才能实施。

2.社会参与以及企业和市场的经营与运作

在政府投资完成前期建设工程后 ,五指山旅游开发公

司接手了村庄景点的管理和后续开发工作。在 2002年黎

苗传统民族节日“三月三”(公历 4月 15 日)这一天 ,公司举

行了挂牌仪式 ,并成立了“水满黎族自然村管理中心” 。 5月

1日 ,旅游点开始试营业 ,向游客收取参观管理费。

开发公司采取与农户合作方式管理和运营旅游景点 ,

具体办法是农户出人、出物、出场地;公司出资金 ,帮助和支

持农户进行民族特色产业经营 ,并进行内外投资环境的建

设 ,引资促进景点的开发。政府要求开发公司在一定时间

内分阶段引资建设景点。除村庄内部的包装建设之外 ,水

满村周围的开发项目也陆续开发和建设。其中五指山热带

雨林登山栈道于 2002年 8月份开工 ,首期投资 500万元距

离水满村约 1公里处的蝴蝶生态牧场也开工建设 , “百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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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等项目也在开发建设中。景区内的经营收入分配方式

是开发公司指导农户在公司授权范围内进行自主生产和经

营 ,农户按照合同向公司交纳管理费或者进行股份分红。

旅游公司计划在水满村开发的民族特色产业经营项目主要

包括:建立酿酒作坊、黎药作坊、织锦作坊、水满茶制茶作

坊 、黎家风味餐厅、家庭旅馆 ,等等。到 2002 年 ,已经着手

进行的项目是建立家庭旅馆 ,具体办法是由公司出钱给农

户装修房间 ,公司提供被褥、床等用具 ,农户出房子 ,负责接

待和卫生工作 ,收入由公司与农户分成。游客在农户家吃

饭 ,公司提供餐具并进行收入提成。

3.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和扶贫并重

五指山市旅游开发的建设目标是成为“国家级生态旅

游区” 、“国家旅游扶贫示范区” 。扶贫围绕旅游开发 , 开发

注重生态保护 ,开发、扶贫和生态保护并重成为五指山地区

旅游开发的基本方针。同样 ,水满黎族自然村的开发也注

重了扶贫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首先 ,政府利用各种扶贫资金来启动旅游开发和生态

保护项目 ,进行道路、引水、民房、沼气池、卫生间等旅游和

生态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 ,使村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生

活水平提高。

其次 ,政府进行生态农业的扶贫 ,希望以此增加农民收

入 ,并形成生态农业的景观。比如 2002年海南省计划厅、

五指山市计划发展局给水满乡 1 500亩的扶贫苗 ,鼓励农民

种植益智、竹子等经济作物。其中水满上下村农户分得 300

亩的扶贫苗 ,另有 500 亩的扶贫苗由海南省当地专业研究

机构在该地区种植 ,管理和收入 3年后交由村集体和农户

进行管理和收获。村民非常满意这种扶贫模式。

第三 ,通过旅游开发增加农户的现金收入。在旅游开

发过程中 ,农户通过参与工程项目建设 ,向工程队出售建筑

材料和生活产品 ,向游客出售商品 ,以及参与景区管理和服

务工作 ,进行土地转让等而增加了收入。比如 ,为建设旅游

点 ,公司不定期地雇佣男性村民从事修路、建房等劳动 ,招

募年轻的女性从事招待 、炊事等服务工作 ,村民因此获得了

一些劳务收入(比如 2002年水满村包装工程中 ,建筑队从

当地雇佣大工 10人 ,小工 12人 ,大工每天劳务费 30 ～ 40

元 ,小工每天劳务费 25 ～ 30元 ,月人均收入劳务费 600元

左右)。农民从卖给建筑队的建筑原料中也得到了一些收

入。景点等工程建筑用料除了水泥、砂土、石灰等是从外面

购运外 ,其他一些建筑材料 ,比如木材、竹材都是向当地村

民购买。此外 ,村民为工程队做饭 ,提供住宿 ,公司向村民

购买粮食、肉类、蔬菜等 ,也为村民带来了收入。从 2002年

开始 ,公司还雇佣一些村民协助进行景点的管理和卫生工

作 ,他们的月劳务费是 150元。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多 ,村民

们向游客出售商品的机会不断增加 ,比如 2002年在水满村

举行“三月三”民歌比赛活动时 ,来参观和看节目的人有上

千人次 ,给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商机 ,村民借这一机会 ,摆

摊出售商品 ,生意极为红火。根据笔者对一临时摆摊卖货

的农户的销售情况的统计 ,其一天向游客出售水果的收入

就大约有 100元。公司开发征用土地 ,许多农民得到了青

苗补偿费 ,其中获青苗补偿费最多的一农户被征用了 3. 5

亩地 ,得到青苗补偿费 10 700元。

第四 ,严格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自 1986年建立五

指山自然保护区 ,实施“封山育林”政策以来 ,政府制订了一

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2002年 4月 ,政府集中收缴了散

落在民间的枪支 ,禁止在保护区内打猎。 2000年我们刚进

入这个地区进行调查的时候 ,还经常可以看见村内村外的

人扛着猎枪进山打猎 ,而到 2002年这种情形几乎已经看不

到了。任意砍山的行为也被严格禁止 ,在 2000 ～ 2001年调

查期间 ,我们还能经常看到有村民砍山种植作物 ,而到 2002

年 ,至少在水满上村 ,村民只能在自己的已开垦的山地上种

植经济作物。

三 、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 、

生态环境的影响
旅游开发正在改变着当地村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并

对当地的文化和生态环境状况产生影响。

1.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的保护

旅游开发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再造和展现。

为了开发旅游资源 ,地方精英积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 ,已经

或正在消失的生产 、生活和风情习俗被重新挖掘 、整理和再

造。比如 , 2000 年底水满村全村 32户中已有 29户所居住

的传统的茅草房被改造成砖瓦房或混凝土平顶房 , 2户已经

打好地基 ,准备建砖瓦房或平顶房。而到了 2002年 ,为了

建设旅游景点 ,这些民居又被艺术化地包装成传统的民居

形式。此外 ,许多传统的生产和生活用具 ,比如水车、山栏

架、传统谷仓等 ,也被重新修建成旅游景点 ,民族歌谣也被

陆续整理和出版。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村民们也意识到民族传统文化的

价值 ,民族意识增强 ,民族认同感逐渐提高。 2000年我们刚

进入该村进行调查的时候 ,感到村民们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

年轻妇女们已经没有学习传统织锦技艺的兴趣 ,也极少看

到村民穿民族服装的情形。而在 2002年 ,村里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学习织锦 ,并形成了一股热潮 ,妇女们在闲暇之际往

往三五成群地相互学习、切磋织锦技艺和传统服饰的制作。

看到有游客到村里 ,她们就会主动穿上民族服装 ,表演织锦

技艺和民族歌舞。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村民的商品观念不断提高。 2000

年调查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感到水满村的村民对金钱的欲

望与我们调查的其他的村落相比较要明显的低(梅崎昌裕 ,

2001)。旅游开发刺激了村民的经济欲望 ,开发工程启动不

久 ,村民们就纷纷建立了个体旅游服务点。在这个 32 户

190人的小村中 ,以前只有 2个没有门脸只对村民提供小商

品的家庭小卖部 ,开发工程一启动 ,村里的小卖部就一下子

增加到了 6个。虽然他们的生意非常清淡 ,主要顾客是村

里的村民和为开发公司工作的打工仔 ,但是村民们憧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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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线路开通所带给他们的商机 ,以及开发将带给他们的

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幸福生活(Liang , 2003)。看到有游

客进村 ,村民们会主动向游客们兜售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

特色的产品 ,如水满茶、黎家米酒、野生蜂蜜 ,等等。在与外

来人的接触中 ,村民的经营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比如他们改

变了过去进行商品买卖时可以赊债的做法。以前村里的小

卖部允许赊账 ,即便对外来人也是如此 , 开发工程启动后 ,

因为屡次发生外来人不及时还债甚至赖账的情形 ,村民就

不再允许外来人赊账了。

总之 ,在水满村的个案中 ,旅游开发的确促进了民族传

统文化的挖掘和展现 ,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旅游开发过

程中也逐渐得到体现 ,传统文化为村民们带来了经济收益 ,

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 ,并积极地改变着村民的精神面貌。

但在调查中我们也注意到这一个案所揭示的一个在原生自

然式的文化和生态类旅游开发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即在通

过建设旅游景点来保护和展现传统文化的同时 ,如何使传

统文化成为现实生活中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这一问题。民

族文化是不断发展变迁的 ,人们的生产、生活和风情等文化

内容是适应自然和社会条件的一种结果 ,传统的自然和社

会条件消失后 ,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相应变化 ,与此相连

的风情和习俗等民族文化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具体到水满

村的个案 ,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 ,一些与传统生产方式相联

系的文化内容也发生了改变。比如 , 20 世纪 80年代以后 ,

由于实施了封山育林的政策 ,村民们放弃了刀耕火种的生

产方式 ,以前范围广阔的茅草地被次生林覆盖 ,建设传统茅

草房所用的茅草在当地已经很难采集到 ,如果建设茅草房 ,

就要从别处花高价购买茅草 ,茅草房建成后 ,每年还需要定

期维修。 2000年以后 ,村民因为采集不到茅草 ,建房屋如果

没有足够的钱购买瓦片或水泥板做房顶 ,就干脆用铁皮做

房顶 ,建传统的茅草房反而变成了一种非常奢侈的行为。

在建设旅游景点的时候 ,开发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

了这种情况 ,但大多与茅草有关的景观 ,在当地的气候条件

的作用下 ,仍然因为找不到原料 ,不能及时维修 ,建成不久

就已不堪入目。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 ,就是因为这类文化

景观已经不能成为村民们现实生活中的内容 ,在现实生活

中是没有生命力的。在旅游开发中 ,这类景观或文化内容

只能是通过较高的代价 ,以样板的形式展现。而另一些传

统文化内容 ,比如织锦、制作传统的民族服饰、米酒酿造等 ,

因为村民们都能参与制作并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收益 ,自

然成为他们的生活内容 ,因而就成为有生命力的东西。所

以 ,民族传统文化要在发展中保护 ,就必须成为民众现实生

活中有生命力的东西 ,这种生命力就是以生态环境条件为

基础的 ,能为当代民众带来福利 ,有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条

件 ,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参与 ,并且不

会破坏生态环境、危及后代人的生存权利。那些不能成为

民众现实生活内容 ,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东西 ,比如刀耕火

种的生产方式 ,为了展现其历史存在和历史面貌 ,政府与相

关机构和组织以及开发商可以通过特别的途径以样板的形

式进行展示 ,但不可能被大范围开发、恢复和保护。另外 ,

在旅游开发中 ,因为外来因素的干预 ,许多本来有生命力的

传统文化 ,比如村民运用传统生态知识应对社会变迁的自

主性和主动性减少了(Oht suka , 2003)。

2.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保护

保护生态环境不可能仅仅通过制订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就能达到目标 ,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着眼 ,经济发展、扶贫、社

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都会复合性地影响到生态环境保护目

标的实现。而所谓环境正义就是主张“少数民族及弱势团

体有免于遭受环境迫害的自由 ,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 ,资源

的永续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 ,以及每个人 、每个社会

群体对干净的土地 、空气 、水和其他自然环境有平等享用权

的权利。在程序上 ,环境正义主张充分的资讯、公开听证 、

民主参与、赔偿以及生态复原的权利。”(纪骏杰 , 1996)

水满村的旅游开发有许多符合环境正义理念 ,有益于

生态环境保护的做法。比如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政府利用

旅游扶贫基金为农户建立沼气池、修建卫生间、建造节能

灶 ,改变了村民传统的使用燃料的方式。在过去 ,薪炭材是

当地木材最主要的消耗源之一 ,根据“中德海南热带林保护

和恢复项目”的测算 ,村民一天的耗柴量一般在 15 ～ 25kg ,

村民的燃料木柴主要来自村庄附近的山林(中德海南热带

林保护和恢复项目管理办公室 , 2000年)。村民使用沼气池

和节柴灶后 ,减少了对森林资源的消耗 ,从而减少了破坏森

林资源的行为 ,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旅游开发过程

中 ,农民的现金收入增加 ,生活条件改善 ,也使他们减少了

对森林资源的依赖 ,减轻了对五指山自然保护区生物资源

的破坏。此外为促进旅游开发而铺建道路 ,为村民修建供

水、排水系统等做法都有助于增加当地村民的福利 ,提升村

民的生活水平 ,从而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但旅游开发中也出现了一些有违环境正义的做法 ,从

而成为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因素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旅游开发使村民能够支配使用的不可再生资

源———土地越来越少 ,村庄发展的主动权被开发公司控制。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五指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扩展 ,以

及开发公司不断征用集体土地 ,使村民能够自由支配使用

的土地越来越少。村庄变成旅游景点以后 ,村庄发展的主

动权被开发公司控制 ,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受市场

影响的旅游收入 ,减少甚至有可能失去利用传统的生态知

识应对变迁和发展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而这些传统知识是

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和村民们稳定的生活水平的维持的

(Oht suka , 2003;梅崎昌裕 , 2001)。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虽

然目前这一地区的人口密度不大(根据地方政府 2000年的

统计 ,水满乡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35. 4 人),但村民仍

对可耕种土地的减少表示了担忧 ,对不依靠农业能够生活

下去的前景没有信心(Liang , 2003)。

其次 ,开发和土地流转中个人和村集体的利益受损或

没有充分实现使村民们产生不满。比如 ,开发建设工程截

断了灌溉农田的水渠 ,影响了一些村民的水稻种植 ,他们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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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水稻减产甚至没有收获;开发建设工程占用了一些村

民的农田 ,这些农民没有及时获得青苗补偿;一些农民的住

房因为工程建设而被拆除 ,没有给予及时的解决;村民对土

地转让使用的补偿费用 ,比如村集体的土地以 100元 /亩转

让给开发公司的转让价格也表示出疑义。

第三 ,游客在给村民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不能回

收利用的“旅游垃圾” 。这些旅游废弃物留在村民们生活的

家园 ,危害着当地的生态环境。而当地的村民对这些危害

也缺乏认识 ,不但没有抵抗这类危害 ,而且因为旅游业的发

展越来越多地销售和使用能产生这类垃圾的商品。

第四 ,旅游开发加速了许多野生稀有资源减少的速度 ,

损害了后代人的利益。在水满村的旅游开发中 ,我们看到

开发刺激了村民的经济欲望 ,在有市场需求后 ,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野生资源的价值 ,在经济利益驱动下 ,村民希望用野

生资源换取经济收益的愿望也增强了。于是外来者和当地

村民往往根据市场需求进入山中采集野生资源 ,但在采集

和加工手法上比较粗糙。以水满茶的获得为例 ,人们采集

野生茶的手段非常粗放 ,常常为了采到茶叶 ,把树枝 , 甚至

整棵树砍断。这样山中高大的茶树越来越少。在调查中我

们了解到 ,以前山中有许多高大的茶树 ,采茶需要爬树等体

力和技巧 ,因此上山采茶的男人居多 ,但现在山中的大茶树

越来越少 ,村里的男人不愿意专门为采茶进山 ,进山采集野

生茶叶成为女人们的事情。女人大多不会爬树 ,就砍树采

茶 ,对野生茶树的损毁更加严重。而且根据当地的传统习

俗 ,野生资源共有 ,谁发现就归属于谁(梅崎昌裕 , 2001;良

警宇 , 2001),村民们对于外来者进行采集和砍伐的行为一

般不会制止 ,野生水满茶因此而迅速减少。

四 、结论
水满村的个案表明 ,旅游开发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

挖掘和展现 ,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也得

到了体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村民们民族意识增强 ,民族

认同感、商品观念不断提高。当地政府为促进旅游开发 ,解

决制约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一些瓶颈问题而利用各种途径投

入资金进行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 ,以及在开发中扶贫的许

多做法都是符合环境正义理念 ,有助于提升当地村民的生

活水平和福利 ,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 ,水满村的个

案也揭示了在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关

系方面应注意考虑的两方面问题:一是应考虑在建设生态

和文化旅游景点保护和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 ,如何顺

应变迁了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使传统文化成为民众现实生

活中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其次应注意到经济发展、扶贫、

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都会复合性地影响到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的实现 ,为了真正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必须要实现

社会正义 ,保证当地居民在发展问题上的知情权、自主权和

参与权 ,以及合理补偿因开发而给村民造成的损失。在开

发过程中 ,应当使每个人 ,即当代的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 ,

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 ,平等地享受环境的资源与空间。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 ,实现经济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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