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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遍布全国的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 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观 、茂密古朴的森林 、丰富多

彩的动植物资源和清新宜人的生态环境 , 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了 “回归大自然” 的森林旅

游。在介绍我国丰富的森林旅游资源的同时 , 试图分析森林旅游与文化 、 生态旅游及可持续

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 并建议在有效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 对我国的森林旅游进行有计划的慎

重的开发。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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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森林旅游是二战以后 , 尤其是 20世纪 60 ～ 70年代 , 伴随着人们对环境的再认识运动而迅速

发展起来的。它是人们在有森林的环境里进行的旅游活动 , 也是国内外日益盛行的生态旅游的首要形

式。20世纪 80年代以来 ,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 , 森林旅游迅速风靡全世界。据世界旅游组织统

计 , 在旅游业上每直接投资1元钱 , 就会给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带来 5 ～ 7元的增加收益 , 每直接就业 1

人 , 就会给社会相关行业带来 6人的就业机会 。所以说 , 森林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 , 将对地区经济的

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直接意义 , 还将间接促进民族文化和艺术的保护与发展 。此外 , 高效有序的森林旅

游的开发 , 将有利于扩大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影响 。

1　中国拥有丰富的森林旅游资源

中国地域宽广 , 从南到北跨越热带 、亚热带 、暖温带 、温带和寒温带 5个主要气候带 , 由西向东

地形垂直高度相差 8 000 m 。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多样的地质地貌特征 , 造就了我国丰富多彩各具

特色的优美风光;从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 、 帕米尔高原到东部海域各个岛屿 、 群岛 (包括宝岛台湾),

从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到风光旖旎的海南岛和广袤的南海诸岛 , 从贫瘠的黄土高原到富饶的 “长三角”

“珠三角” , 到处都有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 , 遍布林区的中华 5 000年灿烂历史的众多遗迹 , 以及中华

各民族浓郁的民俗风情 , 共同构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丰富多样的森林旅游资源 。

在中国大陆 , 现代意义上的森林旅游虽然开展得较晚 , 但是随着 1982年 9月我国第一处森林公

园———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成 , 各级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我国冒出来

了 , 进而推动森林旅游事业在我国的飞速发展。到目前为止 , 我国森林公园已达 1 540处 (其中国家

级森林公园503处)
[ 1]
, 各种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1 757处 , 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88

处
[ 2]
, 有 21处自然保护区加入 “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 网络 , 21处自然保护区被列为 《国际湿地

公约》 重要湿地名录”
[ 3]
;张家界 、九寨沟 、黄龙 、 泰山 、 武夷山 、 黄山 、 庐山和峨眉山等 8处国家



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和世界文化自然遗产;此外还应包括许许多多县 、乡和村

的森林旅游风景区以及自然保护小区 、 狩猎场和野生动物园。所以说 , 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国

家森林公园 (遍及全国除台 、 港 、 澳之外的 31个省 、市 、 自治区)为骨干 , 国家 、 省和市 (县)级

不同层次森林公园协同发展 , 具有鲜明特色的 , 融保护与开发为一体的森林旅游体系。

从总量上看 , 我国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 , 但是我国人均占有的森林资源还大大落后于日本 、 美

国 、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然而 , 这些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几乎涵盖了我国不同地域 、不

同气候带森林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精华 , 形成许多融自然与人类历史遗迹 , 具有中国特色的森林生态

旅游资源 。同时 , 这些森林旅游资源的广泛开发 , 使得更多的游人被吸引到 “走近自然” 的旅游时尚

中来 。目前 , 以森林公园为龙头 , 以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物园 、狩猎场等森林旅游区为主体的森林旅

游发展格局日趋成熟 , 森林旅游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旅游的首要形式 , 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特色旅

游。森林旅游事业的发展 , 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固的基石 , 已经成

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小视的重要力量 。

2　文化是我国森林旅游的重要内容

以森林为主要景观的森林旅游业 , 其英文为 forest tourism或 forest recreation (森林游憩)。本文讨

论的森林旅游是指在有森林的环境里进行的游览活动 , 无论其对象是自然 、 生态系统还是人文景观 ,

也不管活动主要目的和活动方式如何 , 统称为森林旅游 。而生态旅游则是指 “人类回归自然生态系

统 , 享受自然 , 了解自然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旅游 。”
[ 4]
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和生态意识的提

高 , 崇尚自然 , 回归自然已成为人们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和要求 , 并逐步成为当今世界旅游业的新时

尚。因为森林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是茫茫林海抚育了早期人类。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

论断 ,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猿人 、 古人 、早期智人 , 还是新石器时代的新人 , 都在草莽未开的森林中

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活。进入阶级社会 (指奴隶社会以后的诸社会形态)以后 , 人们并没有忘记

自己的发祥地———森林 , 仍然把森林美景和山水名胜作为游览观赏的对象 。

在我国 , 历朝历代都有许多文人学者 、 旅游家 、 地理学家 、政治家及军事家来到森林进行各种性

质的游览活动。“他们在森林旅游过程中留下无数描绘美好自然风光的游记 、 山水诗词和音乐 、 绘画 ,

构成了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人文景观 。”
[ 5]
千百年来 ,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 , 以自然山水和森林

为主要对象的旅游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现象 , 构成我国森林旅游传统的基本内容 。

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 、森林公园以及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宗教名胜 、 始祖遗迹 、风物掌故和民俗

习俗等具有鲜明个性的旅游资源 , 这些都是对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点缀。经过几千年文明的

熏染 , 使这些自然景观早已脱离自然 , 却紧密地与社会和人文积淀融为一体 , 谁也无法将它们与文化

分开 。不用说中华五岳因帝王封禅而天下为尊 , 因文人墨客登临赋咏而神妙无比 , 也不用说四大佛山

因精美的佛殿建筑和神秘的传说故事而灵光活现 , 即便是以景色奇绝著称的黄山 、 庐山 、峨眉山 、天

目山 、 普陀山 、 雁荡山 、 武夷山和天台山等天下名山也无不具有悠久的人文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由于这些自然景观与名人先贤或文化史实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蜚声中外 , 也正是这些异彩缤纷的人文内

涵提升了自然景观的审美品位 。现以素有 “佛国” 之称的浙江为例 , 许许多多的名刹古寺都坐落在风

景优美的森林公园内 , 如普陀山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普济寺 、法雨寺;华顶国家森林公园脚下的隋代古

刹国清寺 , 不但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 , 也是日本 、 韩国天台宗的祖庭;天童国家森林公园里的天童

寺 , 不但是佛教临济宗的祖庭 , 也是日本曹洞宗的祖庭;溪口国家森林公园的雪窦寺为明代 “天下禅

宗十刹” 之一。金华黄大仙祖宫 、 天目山禅源寺 、淳安密山禅寺 、 丽水福林寺 、临海云峰寺和安吉灵

峰寺等都坐落在供游览的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内 , 在这些景区中的各种游览活动 , 严格地说 , 已经

不是单纯的森林旅游了 , 而是在有森林的环境中进行的文化和生态旅游。

还有那些遍布在名胜古迹的名木古树 , 伴随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 、 荣辱与共与自强不息 , 在世

人面前展现出一幅历史的画卷 。素有 “亚洲树王” 之称的台湾阿里山古红桧树 , 究竟何时被尊为 “神

木” , 已无从考证;陕西勉县定军山诸葛亮墓前的 2株 “护墓双汉桂” , 则有案可查;西藏拉萨大昭寺

门前 , 藏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合植的 “唐柳” , 诉说着民族团结的佳话;此外 , 浙江天台国清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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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梅” , 郑成功在台南市植的古梅 , 林则徐在福州西湖桂斋植的桂树 , 以及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先生于 1893年从檀香山引种在故居翠亨村的酸子树等等 , 这些不胜枚举的 、矗立在神州大地的名木

古树 , 像一座座历史的丰碑 , 组成一部完整而鲜活的民族 “编年史” 。无论是商周的古柏和古银杏 ,

秦汉的松和桂 , 隋唐的梅和荔 , 还是宋元的槐和茶 , 明清的樟榕和柳杉 , 都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活

见证 , 他们不仅仅是大自然抚育的产物 , 而且也是融化在历史的绿色文化长河中的国之瑰宝 , 民族之

骄傲 。而这些文化史迹却恰恰正是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立国只有二三百年的新兴的西方发达国

家所无法比拟的 。现代森林旅游开展较早的西方国家往往将其对象限制在 “国家公园” “野生动物园”

等纯 “自然” 的区域 , 而这一概念传到历史悠久的东方时却受到严重的挑战 , 自然与人文紧密结合是

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优势所在。我们在森林旅游的开发中 , 要重视人文资源的挖掘和发挥 , 赋予自

然景点以丰富的文化内涵 , 从而提高我国森林旅游的品位和档次。更为重要的是 , 我们应时时处处为

子孙后代着想 , 如何在开发的过程中有效保护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 , 这一议题随着森林旅游资源的广

泛开发越来越沉重地摆在我们面前 。

3　森林旅游必须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

森林旅游已在我国有了长足的发展 , 但并不是说它的发展已经走到尽头 , 相反 , 它还有十分广阔

的空间。在今后 , 森林旅游必将日益兴隆 , 就在于它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文化享受 , 就在于它在一定程

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某种需要 (如普遍存在的享乐心理), 或减轻了人们由于工作生活而带来的种种压

力。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 人们的收入增加 , 外出旅游有了物质基础 , 使得更多的人走出

城市的喧闹和沉闷 , 去接近享受大自然的那份宁静和新鲜 。拥有丰富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以及众多

名胜古迹的中国 , 有着开展森林旅游的便利条件 , 也有向森林旅游大国迈进的雄厚资本 , 那么 , 我们

何不充分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大力开展有序开发这种高层次的旅游活动?

然而 , 我们提倡的绝不是单纯的游览森林。走向自然 , 不仅是在森林生态环境里的走走看看 , 而

是有更高层次的 , 包含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森林生态旅游。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

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 。换句话说 , 就是指经济 、 社会 、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 它们

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 , 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 , 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 、淡水 、海洋 、

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 。它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保护资源 、 保护生态环境的协调一致 , 是为了

让子孙后代能够享有充分的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我们知道 , 今天科学技术迅速发展 , 增强了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 给人类社会带来空前的繁荣 , 也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 , 但

是盲目地开发和无序的利用和开发已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 大自然已经向人类敲起了不太友

好的警钟 , 可怕的沙尘暴只是其中之一 。

据国内外各种媒体报道 , 在我国的许多名山大川旅游区 , 有些个人或公司正打着开发 “生态旅

游” 的招牌 , 盲目兴建各种旅游服务设施 , 进行着违背生态旅游基本原则的活动。这些无序的开发明

显地改变了原有的自然或人文景观 , 使许多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 、 森林公园以及历史文化遗产 ,

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有专家指出:“生态旅游在许多地方确实已成为生态破坏游” 。比如说我国

首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张家界 , 曾因在主要景区内兴建大量商业建筑而被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出

示红牌 , 勒令整改
[ 8]
。其他如九寨沟和峨眉山等景区内 , 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破坏生态的现象 。所

以说 , 不经过充分论证的盲目开发 , 只会造成现有旅游资源的浪费和破坏 , 最终导致绮丽景观的逐渐

消亡 。

面对我国脆弱的生态系统 , 哪怕是一点点的掠夺也会造成损毁和破坏 , 并将导致不可挽回的损

失。我们要珍惜大自然赐予的宝贵财富 , 忽视保护的开发无异竭泽而渔。决策者更应该全面认识到森

林旅游的深刻内涵 , 任何形式的开发利用都应该在尊重遗产的前提下进行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 , 现

阶段我国森林旅游资源的开发 , 决不能在破坏生态环境和付出各种人文代价的基础上实现 , 我们决不

能走有些国家已经走过的 “先破坏 , 再整治” 的老路
[ 9]
, 我们完全有能力处理好这一矛盾 , 也能作到

“先规划 , 后开发” 的有序发展
[ 10]
。

所以说 , 我国的森林旅游开发利用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 应以保护为主 , 保护和开发利用相

196 浙 江 林 学 院 学 报　　　　　　　　　　　　　　　2004 年 6月



结合 。大力发展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 重点开发特色鲜明 、 区位和文化优势明显 , 有大中城市依托

的国家级 、省级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旅游 。而且 , 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开发要搞好规划工作 ,

合理布局 , 突出重点 , 开发森林旅游精品热线。进一步丰富森林旅游的文化内涵 , 提高森林旅游服务

水平 , 尽量满足不同群体和不同层次人群的多重需求 , 并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永续利用之路。

4　结语

日益严峻的自然环境形势以及各种生态灾害 (如水资源危机 、 气候干旱 、 沙尘暴以及持续不断的

洪涝灾害等)频繁发生 , 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 提倡森林旅游 、 文化旅游和生态旅游 ,

我们认为将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 , 也将为林业以及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当

然 , 不适当的经营管理 , 过度看重经济效益的作用 , 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号而进行的 “生态破坏游” 必

将遭到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

因此 , 我们在大力宣传森林旅游的同时 , 要特别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 , 更要长期不懈地向国民宣

传森林对人类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 , 保护和爱惜森林 , 就是保护和爱惜人类自己 , 也是与保护生

物多样性 、文化完整性和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认识到这一点 , 就是认识了森林旅游和生态

旅游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内涵。然而 , 对此问题的关注 , 我们不仅要喊在口头上 , 而且要扎扎

实实地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进一步为我国丰富的森林资源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永续利用

之路 , 则是我们的终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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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rest touris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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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est parks and natural reserves all over China featuring beautiful sights , dense forests , rich plant and

animal resources and pleasa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ke more and more tourists back to the forests for tourism.

When introducing the rich resources of forest tourism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orest tourism and culture ,

ecologic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analyzed.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forest tourism in China should

be developed with plan and care on the basis of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Ch , 10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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