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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乡村旅游正在兴起，赣闽粤边客家乡村旅游的资源十分丰富而独特，旅游资源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因此，客家乡村旅游的发展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其开发意义十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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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兴起，一种新的旅游活 

动——乡村旅游 (Rural Tourism)正呈现 出迅猛发 

展的势头。所谓乡村旅游 “是以农业文化景观、农 

村生存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族习俗为 

资源，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 

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乡村旅游是在人类环境 

保护意识增强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工业化、城市 

化在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也使城市 

失去了人类不可或缺的自然环境。于是，人类在迷 

惘、失落之中对自己原始家园的爱护与珍惜之情油 

然而生。保护生态成为人类的共识。乡村旅游正是 

在人类意识到人类环境的恶化将使人类失去栖息地 

之后，开始成为城市居民青睐与追求的方向，它切 

合了近几年兴起的 “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以及 

“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潮流，具有不可抵御的独特 

魅力。据从 1994年开始的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 

显示，几年来城镇居民一 13游和2—3 13游的比例 

呈逐年上升态势。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利用周末和节 

假13短期出游已超过 55％，他们出游的主要目的 

就是到周边景区和乡村观光、娱乐、休闲。中国国 

家旅游局组织策划的 “95中国民俗风情游”， “98 

华夏城乡游”，“2004中国百姓生活游”等很多主 

题旅游线路和主打项 目体现了中国乡村旅游的魅 

力。2004年 1月 13 13，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郑州 

召开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强调：旅游业发展要有新的 

思想，要围绕 “五个统筹”抓发展，把发展旅游业 

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解 

决 “三农”问题结合起来，积极开发农村旅游资 

源，大力推进农业旅游。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我 

国乡村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在这股旅游大 

潮中，赣闽粤边客家乡村旅游以其独特的自然与人 

文条件，必将大有可为。 

一

、 赣闽粤边客家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 

赣闽粤边区是指以赣州、韶关、梅州、龙岩、 

宁化等几个城市为顶点连结起来的中间地带，大约 

北纬 23．5。一25．8。，东经 114。一117．5。。这一 区域 

绝大部分是山地，人们常用 “逢山必有客，有客必 

住山”来形容客家人的生存环境。从南昌出发往赣 

南赣州方向，或从广州出发往粤东梅州方向，或从 

福州、泉州、厦门出发往闽西、闽西南、闽西北方 

向，一进入客家地区，就会有山高水长的感觉。客 

家山区之山，是与我国西南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或 

西北光秃秃的黄土高原完全不同的，无论是在公路 

或主河流沿线或山间小路旁，几乎每隔一两里，就 

会有一个村落出现，而极少会有相距十几里无村落 

的情形，有明显的山多村落密的特点，形成丰富而 

又独特的客家乡村旅游资源。具体表现如下： 

(一)客家乡村旅游资源的多样性 

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为客家乡村旅游资 

源在时空上提供了多元性结构。从地形、地貌方面 

看，这一地区虽然在总体上都是山地，但是这里的 

山一般海拔多在 1000米之内，而且，在山脉错综 

分布之间，往往还有大小不一的盆地，起伏绵延的 

丘陵，至于河床谷地，也是所在皆是。从气候特点 

来看，这里在总体上处于热带，但由于海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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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地处深山，所以气候变化无常，复杂多样。故 

而，不论是温带植物，还是亚热带植物，都能在这 

里种植、生长。客家地区耕作方式的多样性、动植 

物种类的丰富性又使各地形成各自不同的农事习俗 

与传统。这种复杂的地形、地貌与气候多元化的动 

植物种类与耕作方式与农事习俗传统赋予了客家乡 

村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的景观与风貌，可以更好满足 

各方游客需要。 

(二)客家乡村旅游资源的文化独特性 

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对客家地区的物质生产与 

生活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且对客家民系的精神生 

活、民俗风尚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魅力独 

特的客家文化。 

纵横交错的山脉河1iI，把客家地区从总体上天 

然地与周边地分割开来，北与鄱湖流域分开，东与 

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这一天然独立的地 

理单元，一方面为客家文化的历史形成提供了空间 

条件，另一方面又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 

色和民系个性，提供了保证。长期以来，以客家方 

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很少发生变化，客家民系在总 

体上能够持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并把自己与周 

边的其他民系迥然区别开来，周边的湘赣系文化、 

闽海系文化与广府系文化对客家系文化也很少发生 

影响，这种环境的封闭性使得传统文化能够在该地 

区沉淀下来，并且不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而流失。客 

家文化之所以具有独特的魅力，就是因为它从民居 

建筑、风俗习惯、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方面保留 

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的遗风遗俗，许多研究者认为 

“客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2l，同时， 

客家地区乡村地域广阔、景观多，又由于大中城市 

不多，受工业化影响较小，绝大部分地方还保持着 

自然风貌。独特的传统文化与自然风貌和谐相处， 

使得客家乡村旅游在活动对象上具有独特性。古朴 

的村寨围楼，原始的劳作形态，土生的农副产品， 

传统的民风民俗，清越高扬的山歌，咸、香、肥的 

风味饮食，古韵浓厚的传统节庆、服饰等等无不为 

游客提供 “古、始、真、土、野”的独特的客家乡 

村田园异趣。 

(三)客家乡村旅游资源文化层次上的高品位 

性 

有的学者将客家文化归结为 “移垦社会的文化 

形态，浓厚乡土情谊的文化、圆的文化”[3I，封闭 

的地理环境使得客家地区积淀了丰富淳厚的民俗文 

化。举凡建筑、服饰、饮食、方言、信仰、文艺等 

诸方面无所不包，置身于客家乡村地区，围龙屋， 

土楼的建筑神奇、民俗文化的古朴庄严，客家山歌 

的悦耳动听等等无不折射出客家文化的悠久历史与 

深厚内涵，这大大强化了客家乡村旅游的知识性与 

生动性。有人说： “遗产往往是永远的旅游吸 

引”。L4】近年来安徽黟县的西递村，宏村等成为旅游 

者瞩目的焦点，被誉为 “时代无意之中遗留下来的 
一 幅历史画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观光旅游。 

客家乡村地区独特的民居建筑、节庆习俗、民间信 

仰等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潜在的历史文化吸 

引力与上述地区相比毫不逊色。比如：客家民居建 

筑是中国五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之一，也是世界上 

最具有魅力的民居建筑之一，无论是粤东围龙屋， 

赣南土围，还是闽西土楼都会令观光者留连忘返。 

它们独特的风格、神奇的色彩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 

客、学者，甚至美国军事专家。 J 

(四)客家乡村旅游资源的游客主体行为的可 

融入 性 

乡村旅游是包含观光、娱乐、康疗、休闲、购 

物、科学考察、访祖、教育等在内的多功能复合型 

旅游活动，导致游客在主体行为上具有很大程度的 

融人性、参与性。L6J6在客家乡村旅游活动中，游客 

的可融人性尤为明显。游客不仅可以坐在绿树掩映 

的客家乡村小院下棋、品茗、读书，参与客家乡民 

生活起居，还可以直接参与农事活动，品尝独特的 

客家农蔬瓜果饮食，从中体味劳动情趣，更能使广 

大旅客那种猎奇、寻求刺激的心理得到极大满足。 

客家汉剧、采茶戏、提线木偶戏等等品种繁多的 

客家民间艺术活动足以让参与其中的观赏者目不暇 

接，表现在这些客家民间艺术活动中的勤劳刻苦、开 

拓进取的客家精神与艺术震撼力，更让观赏者如痴 

如醉。在客家地区节151繁多，如春节、清明节、中元 

节、田园节等等。此外还有神灵生 151，如太阳生 151， 

浴佛节、灶神生151等等以及各种婚丧寿庆礼俗，各个 

礼俗节庆都有自己可让游客参与的活动内容，激起 

旅游者的悬念与兴趣，使旅游富有知识意味。 

大山养育了客家人，给予了客家人山的灵感与 

大山之子的性格。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现代化进程 

使许多古老文化消失殆尽，而赣闽粤边客家乡村至 

今仍是一方保存完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充满神 

秘气息又朴素自然的清净世界，优美的自然环境， 

依山水而居的客家围居土楼村寨、多姿多彩的民俗 

节庆活动，清越高扬的客歌山歌，风味独特的客家 

饮食，朴质美观的工艺品与服饰等等，不仅是一道 

道美丽的风景，更是展示着客家人完好古朴的文化 

传统与生活方式。正是客家乡村自然与文化的多样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宜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第 26卷 

性、独特性、高层次性与可融人性，使它成为一份 

不可替代的珍贵遗产，具有较高的文化、科学、观 

赏与休闲价值，将为客家地区打造又一极具吸引力 

的旅游产品。 

二、赣闽粤客家乡村旅游的客源市场优势 

(一)地缘优越的国内客源市场 

我国发展乡村旅游的时间虽不长，但很快成为 

城镇居民周末和节假日休闲度假的好场所。赣闽粤 

客家地区邻近城市密集，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闽 

南沿海的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带及北部赣 

江鄱阳湖平原地带。本区亦有不少规模中等的城市 

如赣州、韶关、梅州、龙岩等以及大量的小城镇。随 

着交通状况日益改善，必将为客家乡村旅游提供源 

源不断的城市客源。具体来说可以细分为以下五个 

客源市场。 

1．工薪阶层周末假 日度假旅游市场。我国实 

行每周5天工作制以来，人们可支配时间明显增 

加，给近距离旅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周边城市中 

的上班族、打工族在周末走出城市，投身乡村休闲 

已成为一种时尚。这部分客源的出游，大多数是以 

单位组织或同学朋友聚会的方式进行，通常数量较 

大，为适合这一旅游时尚潮流所做的客家乡村旅游 

开发，势必有很大的市场发展潜力。 

2．城市中老年人市场。城市中的大部分居民， 

尤其是中老年人来自农村，对农村有一种特殊的乡 

土情绪，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则更为浓厚，各个阶层的 

人都与农村、农民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到乡村去 

寻根问祖、探亲访友是常有的事。因此数量庞大的 

城市老年人是客家乡村旅游不可小看的客源市场。 

3．城市知青市场。知青市场是对20世纪60年 

代以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乡运动，”“五 

七道路”等历史事件所形成的潜在旅游市场的统 

称。_7】当时下放到客家地区的知青具体数量无法统 

计，但绝不会少。现在那些有幸回城的知青也已步 

人中年，他们对 “第二家乡”有着特殊情结。针对 

这部分人，开展形式特别而又适合情感需要的客家 

乡村旅游，必然大受欢迎。 

4．城市学生市场。乡村是一个教育学生的大 

课堂，一部百科全书。尤其是客家乡村保留完整独 

特的传统习俗，勤劳刻苦、开拓进取的客家精神， 

更能使学生从中认识自然、认识历史，认识城乡关 

系，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而且在强调 

素质教育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生不再满足于课堂 

学习而热衷于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探询与体验。 

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些适合城市学生这种修学需 

要的旅游项目，寓教于审美、寓教于娱乐、寓教于 

劳动，也是客家乡村旅游开发值得探讨的问题。 

5．城市中的富裕群体市场，包括个体业主、 

企业家、商人等，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相对比较 

富裕的游客群体到乡村去，除了放松身心之外，主 

要是利用乡村的环境与地理优势用以招待客户、联 

络感情。在出游形式上，这部分客人大多 自己有 

车，甚至在乡村有自己的庄园、别墅，经济宽裕， 

是目前乡村旅游比较重要的客源对象。 

(二)得天独厚的海外客源市场 

大众旅游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旅游兴趣正在分 

化，这是旅游走向成熟的标志。发达国家的旅游者 

对传统的那种“3S”旅游以及城市观光的兴趣，开始 

被更差异化的旅游需求所代替，据专家调查英、美、 

日、德、法、澳等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地把“与当地人 

交往，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当做出境旅游的三 

大动机之一。_8』国外学者历来对中国客家民系评价 

很高，称之为“东方犹太人”；客家文化研究也历久不 

衰。因此，客家乡村风光与生态环境，独特的建筑、 

服饰、饮食、方言、信仰、文艺等这些表现客家文化差 

异性的东西，强烈吸引着日本、韩国、东南亚、澳洲及 

欧美外国游客，并由此形成了外国游客在客家乡村 

地区独特的旅游方式。 

在开拓客家乡村旅游的海外客源市场时，尤其 

不能忽视海外客家华人，客家人分布在 8O多国家 

和地区，总人口约500万。另外香港的 125万，澳 

门约 10万，台湾约 460万。 [9]他们不但关注侨 

居地的建设和福利事业，更有不忘 “根”的传统， 

因此数量庞大而又经济实力雄厚的海外客家人群体 

是客家乡村旅游得天独厚的客源市场。客家地区是 

我国著名的侨乡。如何开发客家乡村旅游资源，利 

用客家传统文化，唤起海外客家人的亲情、乡情， 

发扬华侨、华人、港澳台客家同胞回乡寻根、旅 

游、支援和建设家乡的传统美德，是摆在广大客家 

人面前一项重大课题。围绕这一点各级政府可谓各 

显神通。1989年广东梅州市举行广东梅州客家联 

谊会成立庆典暨世界客属联谊大会，1990年又成 

功地举办了首届客家文化节，得到很好的效果。事 

实可以证明，充分开发海外客家人客源市场必将极 

大地推动客家乡村旅游的发展。 

三、发展赣闽粤边客家乡村旅游的意义 

(一)丰富客家文化旅游的内涵、推动客家地 

区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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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生态旅游是现代旅游 

发展的主流，客家乡村旅游是客家文化旅游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依托丰富的客家乡村景观意象与文化 

景象，将文化旅游与生态旅游有机地融为一体，深 

化了客家文化旅游的内涵，拓展了客家地区旅游的 

新的形式、内容与空间，并以稳定和强大的市场推 

动客家旅游的蓬勃发展。 

(二)密切区域问旅游的协作关 系，促进大区 

域旅游一体化，提升客家旅游的知名度与吸引力 

20世纪 9o年代中期，我国香港旅游协会，广东 

省旅游局和澳门旅游司联合组建“珠江三角洲旅游 

推广机构。”近年来，三地旅游界在开发旅游资源上 

协调配合，全力构建“粤港澳大旅游区”。粤港澳旅 

游界正在向更高层面和更广阔的空间加强合作，以 

实现互惠互利和共同繁荣，粤港澳区域旅游产品市 

场的形成，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效益。Ira]闽粤赣边客 

家地区与“粤港澳大旅游区”，不仅有地缘上的优势， 

而且有血缘与文化上的天然联系，发展客家乡村旅 

游一面可以吸引“粤港澳大旅游区”的资金、人才、技 

术等对客家乡村地区的全方位投入更有效地保护客 

家乡村旅游资源，改善和优化客家乡村旅游环境，另 
一 方面，也可以优化“粤港澳大旅游区”的整体旅游 

环境，为其扩大旅游容量与增添新的旅游功能项目。 

从而有效地促进大区域旅游一体化，使之成为资源、 

环境、市场共享，优势互补，结构稳定、良性循环持续 

发展的旅游大系统，这样就客家区域旅游而言，也有 

利于提高知名度与吸引力。 

(三)改善当地的“三农”现状，推进 当地农村经 

济现代化 

闽粤赣边客家乡村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开发 

迟缓等原因，经济十分落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政 

府的扶持开发，在当地客家人民的辛勤努力下，客家 

地区的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时至今Et， 

仍属欠发达地区。以广东梅州市为例，七县一区中， 

就有三个县被评定为国家级贫困县，赣南赣州市的 

贫困县就更多了，与邻近经济发达的潮汕地区、珠东 

三角地区、闽南沿海地区相比，差距Et益扩大。Lllj 

如何加快客家乡村经济建设，让客家人尽快脱 

贫致富，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乡村旅游是 

现代旅游业向传统农业延伸的新尝试，它可以促进 

客家地区农业的综合开发，从而形成新的产业，推 

进农村经济技术合作交流，吸引外来资金，扩大农 

业生产经营范围，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高 

农产品附加值。同时，由于乡村旅游发展的需要， 

使客家乡村通讯、交通、卫生等基础设施以及生产 

设备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从而提高当地农民的经 

济收入与生活质量。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有利于农村 

富余劳动力分流，投入其他旅游相关行业，并促进 

乡村服务意识增强与服务质量的提高，从而促进当 

地客家人落后封闭的观念的调整与改变，使客家乡 

村文明进步。而且，乡村旅游是农业与旅游业的相 

互渗透，是在原有农业生产与资源基础上，通过经 

营方式的调整，不破坏原有生产形态，以原汁原味 

的乡村风貌、农业生产、村民生活吸引游客，因而 

初期开发投资成本少，难度低，使之开发易于启 

动。这对于经济落后，资金缺乏的当地客家乡村发 

展经济尤为可取，并且乡村旅游的开发本身亦将成 

为客家农村经济的新增长点。所以说，发展客家乡 

村旅游对于推动赣闽粤边客家地区农村经济现代化 

与全面快速发展，意义非同寻常。 

总之，乡村旅游是赣闽粤客家地区的一道多彩 

的旅游亮点，充分利用其资源与市场优势，并合理 

地开发与保护它，将会使异地游客永远眷恋着这份 

上苍赐予他们的自然与文化的厚礼，而客家村民也 

必将借乡村旅游走上充满希望的致富与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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