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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西双版纳村寨生态旅游资源

发展民族地区经济
’

聂泽龙 刘宏茂 段其武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劫腊 66 63 03 )

摘 要 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个方面分析了西双版纳村寨生态旅游资源的特点
.

即秀丽的热

带风光和多样的民族文化
。

以曼么哈尼族村寨为例
.

探讨了生态旅游的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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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
,

是一种以生态学的观点和理论为指导
,

来欣赏
、

探索和认识自然与历史文化

遗产的活动
,

旨在促进旅游业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

、

在西双版纳地区
,

生态旅游资源

丰富多样
、

以热带雨林景观和民族人文景观为其最大特色
,

这在广大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地

区尤为明显 在这些地方开展的生态旅游
,

笔者暂称之为村寨生态旅游
。

1 资源特色

1
.

1 热带雨林景观

西双版纳的山地占了土地面积的 95 % 〔’〕
,

大部伪寸寨靠近或坐落在山地上
,

每个寨子

都有保存完好的几片林子以维系整个寨子的生活
。

这里是一片世外桃园景象 : 清晨
,

朦胧的

雾而
、

婆婆的树影使人产生进入仙境的感觉 ; 当太阳出来后
,

浓雾散尽
,

遍地花草
,

弥漫着

迷人芬芳 二 还能观察到
晌

板根现象
’气

内

绞杀现象
”

‘·

独木成林
”

‘·

老茎生花
”

和
“·

空中花

园
”

等自然奇观
。

这里生活着亚洲象
、

印支虎
、

野牛
、

长臂猿
、

孔雀和犀鸟等近 800 种脊惟

动物
〔3

分布着高达 70 一 80 m 的望天树
、

受音乐刺激而颤动的跳舞草和众多附生兰花等
5 ()( }(j 种高等植物

〔4 〕
、

1
.

2 民族人文景观

西双版纳居住着以傣族为主的 12 个少数民族
。

傍水的傣族村寨
,

依山的彝族寨子
,

半
Ilj腰的哈尼族村庄

,

密林深处的基诺农舍⋯⋯像一颗颗珍珠
,

散落在绿土地上
。

勤劳勇敢的

少数民族
,

在长期与大自然共存的生活中
,

形成了古朴的民族生态文化
。

他们热爱森林
,

把

大象作为民族威武的象征
,

把孔雀视为吉祥
、

幸福
、

美丽的象征
。

他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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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节日以展示 自己
〔”

。

傣族的孔雀舞
、

象脚鼓舞
、

鱼舞
、

刀舞
、

尖 甲舞
,

哈尼族的采茶

舞
、

竹筒舞
,

布朗族的蜡条舞
,

拉枯族的芦笙舞
,

基诺族的大鼓舞等
,

都具有浓郁的民族风

情
〔6 ’

‘
、

2 旅游开发

以曼么哈尼族村寨为例
,

作一下介绍
。

我们与村民们商定
,

将该村的一片面积约 60 hm ,
的热带森林

,

与其村寨一道
,

组成村寨

生态旅游区
。

这片森林的持续利用
,

能对其后方的保护区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
。

在我们项目组的帮助下
,

在林中修建了约 5 km 长的林间小道
,

架设了 10 座独具特色的

独木桥
,

建了 3 座简易休息亭 ; 在公路边修建了旅游服务设施
,

包括具有地方特色的木屋
、

停车场和农民的经销商店 ; 对林中沿道树木作了挂牌说明 ; 对村寨里的年青人进行了导游培

训
,

使他们能更好地参与
。

199 4 一 04
,

旅游区正式投入运行
。

至今
,

已有来自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观光
、

科学

考察 2 万余人次
,

农民通过旅游区获得收入 5 万元以上
。

在旅游业的带动下
,

其他方面也从

无到有
、

从小到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如民族手工艺品
、

森林小产品
、

热带水果
、

餐饮服务

等

3 经验总结

上级主管部门应采取一定的扶持政策
,

引导农民有组织
、

有目的地开展生态旅游
,

发展

农村经济 ; 有限制地开展林内放牧和种植业
,

最终走上生态农业或复合农林业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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