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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古村落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其旅游形象有着不可比拟的优

势，也是游客选择旅游景点的一个重要因素。黔东南古村落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地理位置偏僻，存

在旅游形象宣传不到位、知名度不高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选取黔东南部分古村落进行研究，探讨影

响黔东南古村落旅游景点宣传与旅游形象设计等相关因素，深入挖掘古村落的旅游资源特色，有助于提

升黔东南古村落的旅游形象，甚至提升所在区域的旅游竞争力，扩大当地景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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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黔东南古村落基本概况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

这里有独具民族特色的风雨桥、苗乡侗寨等古村

落，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极其丰富。黔东南的古村落

全部是苗族或侗族人口，截至 2018 年底，共有 409

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占全国 6799 个

的 6.01%，占贵州省 725 个的 56.4%，位居全国地州

市级第一 [1]。

 二  黔东南古村落基本特色

黔东南古村落有着云贵高原独具特色的旅游

资源，呈现出无与伦比的当地民族风情特色。

（一）民族特色

黔 东 南 境 内 居 住 着 苗、侗、汉、布 依、水、瑶、

壮、土 家 等 33 个 民 族，少 数 民 族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80.2%，其 中 苗 族 人 口 占 42.7%，侗 族 人 口 占

29.9%[2]。苗族或侗族的古村落众多，如大利侗寨、

占里侗寨、文斗苗寨、三门塘村、隆里古城、镇远古

镇等古村落，突出了独特的黔东南苗族、侗族等少

数民族特色。

（二）森林特色

黔东南森林植被丰富，有“地球绿腰带”的称

号。苗侗人民始终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甚至制定

相关的村规民约和民间契约来保护森林。如文斗

苗寨有“百年环保第一村”的称号，村子里有 600 多

棵参天古树。大利侗寨四周枫木、楠木、红豆杉等

古木葱茏，竹林掩映。

（三）亲水特色

黔东南境内大小河流非常多，有 2900 多条。

古村落大多依山傍水而建，例如天柱县三门塘村就

建在清水江岸边，镇远古镇也建在舞阳河两岸等，

这些都体现了黔东南古村落亲水的特色。

三  黔东南古村落旅游形象

虽然黔东南古村落在贵州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且在全国地州市级也有一定的地位。然而，受贵州

山地地形的影响，交通不便，地理位置偏僻，经济相

对落后，很少人知道这些独具民族特色的古村落。

但是，交通不便也有优势。如东部发达地区为了发

展，过度开发古村落，很多古村落商业化严重。而

黔东南地区的古村落破坏不算严重，保存得相对完

整，这为重塑黔东南古村落的旅游形象，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资料。

独具民族特色的黔东南古村落，也还存在着一

些问题。

首先，宣传力度不够。如贵州省天柱县三门塘

村，从 2005 年起，到目前为止，获得了“全国文明村

寨”、“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称号，纵使享有这

些名号，却一直默默无闻，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的

影响，古村落旅游的形象传播效果并不显著，以致

它的知名度不高，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

其次，缺少旅游形象宣传口号。独具特色的旅

游形象宣传口号能够让游客对当地旅游景点印象

深刻，也是吸引游客来当地游玩的有利因素之一。

黔东南古村落历史悠久，地方民俗文化丰富，如肇

兴侗寨、大利侗寨、占里侗寨、文斗苗寨、三门塘村、

隆里古城、镇远古镇等，这些古村落各具特色，地域

性和民族特征也非常明显。如三门塘村的建筑、民

族文化突出；镇远古镇的石文化和水文化很有特色

等。由于没有脍炙人口、朗朗上口的口号，以至于

这些古村落的传播力度不够。

最后，当地旅游产品创意不足。古村落本身是

凝聚和传播文化的载体，黔东南古村落有特色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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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宗祠、风雨桥、民俗资源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吸

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但“看山只是山，看水只是水”，

旅游产品没有创意、分散且单一，大多是些观光产

品，如吊脚楼、古树、牌坊等，这些单一的旅游产品

使游客无法参与进来。

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黔东南政府、群众等对古村落旅游形象的宣传

不够重视。反观国家在古村落方面的宣传是非常

重视的，如组织开展与古村落相关的评选，在参加

评比的过程中，可以塑造旅游景区形象，打出旅游

景区名气。东部地区的很多古村落获取了一些称

号后，得到了快速的传播，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提高

了当地村民收入。黔东南古村落资源与东部地区

相比并不逊色，但宣传力度不够，因此还应高度重

视，加强旅游形象宣传。

与周边地区的旅游产业整合度不够。黔东南

古村落的游客稀少，大多是本地人，外地游客寥寥

无几。与周边旅游产业缺乏整合，是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如果能与周边古村落、旅游景点等连成一条

产业链，提高旅游产品整合度，可以扩大其影响力。

四  加强黔东南古村落旅游形象的措施

旅游形象体现当地旅游景点的特色，所以，对

古村落旅游形象的研究，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民俗

风情，塑造黔东南古村落的旅游形象，还应当加强

与当地民族文化内涵的联系。因此，选取黔东南部

分古村落的旅游形象进行研究，来把握古村落的基

本策略：

（一）  推出“黔东南”古村落品牌

黔东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有肇兴侗寨、地扪

侗寨、文斗苗寨、三门塘村、隆里古城、镇远古镇等

409 个古村落，可以打出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品牌。

也可以利用影视视频进行宣传，如《相约未知地带

贵州阳开苗寨》，是 2016 年 4 月法国播出的纪录片，

吸引了 523 万法国人观看，该纪录片讲解古村落的

整体风格，对古村落的旅游形象起到了很好的宣传

效果，体现了苗寨的特点，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凸显“黔东南”古村落特征

旅游景点要凸显特色，要有自己的风格和别

人无法替代的产品。黔东南有非常多的古村落，如

大利侗寨、占里侗寨、西江千户苗寨、文斗苗寨、三

门塘村、隆里古城、镇远古镇等古村落都各具特色。

天柱县三门塘村可以围绕民族风情大做文章，毕竟

三门塘村的刘氏宗祠、古碑、石拱桥等侗族风情独

具一格，堪称北部侗族方言区露天民俗博物馆。再

如西江千户苗寨，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

居村寨。走进村子，可以看到一排排的木结构吊脚

楼、穿着苗族服饰、佩戴银饰的姑娘等，把当地的民

族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统筹古村落组织机构

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人们追求精神上的

享受，追求心灵的栖息地，因此，黔东南各级政府和

旅游、文物等部门应着力把古村落旅游景点打造成

人们向往的地方，尽量保持文物的本源性，因为古

村落体现了一个村寨从古到今的信息，也寄托了人

们的感情。各级政府应成立统筹协调的组织机构，

保证古村落旅游的有序进行。

（四）加强古村落旅游形象宣传

古村落旅游形象是黔东南对外宣传的重点，旅

游形象是突出旅游产品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地旅游

景区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之一。黔东南的古村落

非常有特色。因此，我们可以组织开展拍摄与黔东

南古村落相关的影视作品，在参加影视比赛的过程

中，也可以进一步宣传黔东南古村落的景区。

（五）开发古村落旅游产品

开发古村落有创意的旅游产品，应该把创新和

发挥当地的特色结合起来，深入了解当地的民俗风

情，根据旅游者的需求，创造出游客喜欢的旅游产

品。如北京开展的“做一天北京人”的“胡同游览”

项目，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风俗习

惯。黔东南古村落可以根据自己特色，创造出有创

意的旅游产品，让游客参与其中。多进行创新，使

创意性、民族性、文化性产品推动黔东南古村落鲜

明夺目的旅游形象传播。

五  结语

黔东南古村落旅游形象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

旅行中，可以让大众看到、了解到古村落的历史文

化、民风民俗、建筑特色等。当前，应坚持古村落的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古村落的传承与社会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息息相关，也与政府的重视和大

众的宣传密不可分。因此，让古村落从社会、生活、

大众中汲取自己发展所需的营养，来加强黔东南古

村落的旅游形象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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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技能与水平进行提高，使游客能够对乡村旅

游有更好的印象，增强乡村旅游对社会群众的吸引

力，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四  结语

在乡村旅游过程中，应当发挥经济与教育的双

重作用，不能一味地进行经济效益的提升，而忽视教

育功能的发挥。所以，应当充分提高对乡村旅游教育

功能的认知，在推广中加强对教育文化内容的展现，

促进乡村旅游功能的覆盖性与加强社会认知。完善

乡村旅游设施的基础建设，提高乡村旅游的社会形

象，避免游客被传统乡村的面貌与形象所限制，通过

提升服务能力与乡村面貌建设，增强游客游览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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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新乡村旅游业更好地为增加村民收入服务，加

速村民脱贫致富，有更多机会选择不同的就业方

式。新乡村的建设为乡村旅游业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乡村旅游业与新乡村

建设相辅相成，在发展乡村旅游业的过程中，可以

将乡村良好的形象宣传出去，促进乡村的基础设

施的改造，改善村民的精神面貌，也促进着精准扶

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政府和村民要把

握机遇，发挥乡村的独特优势，努力推进乡村旅游

的全面发展，让乡村旅游在新乡村建设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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