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 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九四年第四期

论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

— 中国大 西 南—东南亚文化旅游圈的开发和建设

王 路平 宋太庆

文化旅游是当代世界旅游业的新潮流
。

它是集文化
、

经济
、

科技
、

教育
、

旅游于一体的

大旅游
,

具有开放性
、

多元性
、

综合性
、

动态性
、

功能性和创造性六大特色
。

中国大西南—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著名的文化旅游区域

,

丰富的经济资源
,

旖旎的自然风光
,

浓郁的民族风

情
,

众多的文物古迹
,

宜人的气候条件
,

构成了这里独特的文化旅游氛围
,

使这里在国际旅

游中占在显著的地位
。

本文拟就文化旅游
、

大旅游的角度
,

对中国大西南一 东南亚文化旅游

圈作一探讨
,

谨供参考
。

一
、

南海经济圈与南海文化旅游圈

中国大西南 由西藏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广西
、

海南六省区组成
。

这里经济资源和 民族

文化极其丰富
,

与东南亚陆海相连
,

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陆
、

海大通道
。

早在西汉时期我

国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开辟之前
,

这条 由四川经云南至缅甸
、

印度等国的南方丝绸之路就 已

开辟
。

它和后来的北方丝绸之路一样
,

对世界文明作过伟大贡献 今天
,

这里又一次成为当

代南海经济
、

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

东盟泰国
、

新加坡
、

马来西亚
、

印度尼西亚
、

菲律宾
、

文莱六国
,

是当代世界经济高速

增 长的中心地带之一
,

与 日本
、

韩国
、

大中国 包括港
、

澳
、

台 共同组成了当代世界大
“ ”

高速增长带
。

印度支那三国越南
、

老挝
、

柬埔寨随着和平的逐步实现
,

已开始向发展经济过渡
,

并且

正在 日益成为国际投资的兴奋点
。

由于地缘经济规律的作用
,

印度支那三国在经济上将逐渐

与东盟经济集团 “ 合拢 ” ,

成为东盟与大中国的经济文化纽带之一
。

当代世界
,

区域经济迅猛兴起
,

借助 区域经济大视角
,

我们可以预见
,

在中国大西南周

边区域
,

一个充满活力的
“

南海经济圈
”

正在孕育之中
,

它是由中国大西南六省区和东南亚

各国组成 本文所论的
“

南海经济圈 ” 、 “
南海文化圈 ” 和

“

南海旅游圈
”

就是特指的中国大

西南和东南亚各国所组成的广大区域的经济
、

文化和旅游
。

首先
,

从历史发展看
,

大西南是

中国通 向外部世界的必经之地
,

更是中华 民族与东南亚人 民友好的往来的重要通道
,

在历史

上
,

大西南与东南亚经济文化密切交流从未中断
。

其次
,

从地缘条件看
,

中国大西育 和东南

亚可视为一个地理毗连的区域整体
。

以南海为中心的庞大 圆圈型区域
,

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

发展的重要摇篮
,

这里幅员辽阔
,

资源丰富
,

人 口众多 亿人
,

文化灿烂
,

蕴藏着巨大的



经济文化能量
,

是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潜 力最大的地 区之一
。

当代世界经济具有鲜明的地缘经

济特 色
,

在经济一体化
、

文化多元化
、

区域集团化方面
,

处处都可以看到地缘即经济的地理

关系的深刻烙印
。

现在东盟 已率先倡议建立
“
东亚经济集团 ” ,

此举 已得到中国的热烈响应
,

而且
,

东盟 已率先建立了
“
东盟 自由贸易区 ” ,

此举对南海经济圈的形成具有战略意义
。

最后
,

从当前历史机遇看
,

在当今世界总格局有利亚太地 区经济稳定发展与东南亚周边关系大大得

以改善的前提下
,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政府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本国对外开放与促进周边

国家与民族进一步共同繁荣的政策
,

共同都赢取 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
,

彼此都十分珍

惜经过若干年奋斗努 力才获得今夭广泛 合作共同进步的好机遇
。

这就为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中

国大西南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合作交流
,

奠定了前所未有和平友好的国

际政治环境
,

为南海经济圈的孕育成熟发展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

我们应该紧紧抓住历史

给予我们的机遇
,

大力开发和建设南海经济圈
。

随着南海经济圈的形成及其内部的商品大流通
,

人才大流通
,

信息大流通
,

势必要带来

文化大流通
,

情感大流通
,

旅游大流通 因此
,

南海经济圈的形成
,

也将是南海文化圈和南

海旅游圈的形成
,

三者相辅相成
,

三位一体
。

而大文化
、

大旅游则起着突出的导向作用
。

“
文化搭台

,

经济唱戏
” ,

充分体现了当代世界大旅游的作用
、

特性和功能
。

这句话还可

以这样说
“
旅游作媒

,

文化搭台
,

经济唱戏
。 ”

随着世界旅游业的长足发展
,

国际性的文化

旅游在当代世界经济大舞台上扮演着 日见突出的作用
。

由世界上各个地 区
、

各个国家举办的

各式各样的世界杯
、

大奖赛
、

博览会
、

展览会
、

讨论会
、

交易会
、

鉴定会
、

电影节
、

艺术节
、

文化节等可以看到
,

文化与旅游结合
,

旅游与经济联体
,

这是当代大旅游的突出特征
。

中国

北京
、

澳大利亚悉尼
、

德国柏林
、

英国曼彻斯特
、

巴西 巴西利亚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六大城

市竭 力竞办 年奥运会
,

除了它的政治影响外
,

更主要的动力是来 自于文化旅游对经济发

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

国际文化旅游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日益为中国大西南和东南亚各国所认识
。

中国大西南各

省区 已将旅游经济作为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来发展
,

提出了
“

旅游大省
”

的战略 目标
,

并且

相继举办海南国际椰子节
、

广西三月三国际对歌节
、

云南西双版纳泼水节
、

西藏雪顿节
、

四

川乐 山国际龙舟文化节
、

贵州国际黄果树山水风光节和名酒节
,

其内容之丰富 形式之新颖
,

气氛之热烈
,

在世界旅游史上也是罕 见的
。

再以贵州为例
,

近年来
,

贵州省政府在国家旅游

局 的支持下
,

先后投资 多万元
,

建设省内主要景点和旅游设施
。

目前
,

贵州列为国家级

重点风景名胜区 个 黄果树瀑布
、

龙宫
、

织金打鸡洞
、

红枫湖
、

舞阳河 国家级 自然保扩

区 个 梵净山
、

茂兰喀斯特森林 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 个 遵义会议会址
、

杨架墓
、

息

峰集中营旧址
、

大方奢香墓
、

毕节大屯山土司庄园
,

镇远青龙洞
、

普定穿洞遗址
、

增冲侗族

鼓楼 省级风景名胜区 个 六仲河 九洞夭
、

百里杜鹃
、

九龙洞
、

招堤
、

百花湖
、

马岭

河峡谷等
。

由此
,

贵州已形成了以贵阳为集散地
,

以安顺为中心的西线 自然风光
,

和以凯里

为中心的东线民族风情两个主要旅游 区
,

国内外旅游人次逐年大幅度增加
,

极大地促进了贵

州经济的发展
。

越南为了刺激旅游业的超前发展
,

已将过去举世闻名而 又属超级秘密的
“
胡志明小道

”

改

造 为
“

战争旅游
”

点
,

甚至大胆地开放了红
、

绿灯 区旅游
,

不惜一切代价刺激发展旅游经济
。

缅

甸
、

老挝
、

柬埔寨则注重大 力扶植和发展佛教文化旅游
,

缅 甸现有佛塔 万座
,

其 中尤以首都



仰光的百米金塔闻名世界 老挝有称为
“

千寺之城
”

的琅勃拉帮佛城响誉四方 柬埔寨的吴哥佛

教城
,

与中国万里长城
、

埃及金字塔
、

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佛塔并称为世界四大奇迹 是世界注

目的佛教旅游胜地
。

东盟各国过去一直都将旅游经济视为支柱产业之一
,

菲律宾的会议
、

新加

坡的服务
、

泰国的人妖
、

印度尼西亚的风光
、

马来西亚的文化
,

一直风靡世界

南海经济圈的各地区和各国不约而同地超前发展旅游业
,

反映飞一个逐渐被认同的道理

大旅游兴大文化
、

大经济
。

中国大西南—东南亚地 区具有世界
·

流的旅游文化资源
。

二
、

南海文化旅游圈的基本特征

相似性
,

环南中国海的海洋旅游

中国大西南和东南亚各 国位于环南 中国海的沿岸
,

同处于热带
、

亚热带气候
,

具有风格独

特的南海海洋风光
,

湛蓝的大海
,

银 色的沙滩
,

柔情的椰林
,

连同异 常丰富的东方文化
,

一起构

成 了东方之梦
,

南海梦幻
。

北海
、

北部湾
、

海南
、

南海诸岛
、

菲律宾
、

文莱
、

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

泰国
,

形成了系列
“
东方夏威夷

” 、 “

南海夏威夷
” ,

也 由此形成了环南梅 柯洋旅游带
。

海洋旅游是国际文化旅游的主导热流之一
,

南海文化旅游圈在此具有无 比潜在的价值
,

它

太平洋南岸 同地中海北岸
、

大西洋东岸
,

一齐构成了世界三大海洋文化旅游带
。

由于地中

海北岸
、

大西洋东岸的海洋旅游开发 已趋饱和
,

因此
,

南海文 化旅游圈
,

太平洋南岸的海洋

旅游将 日益红火
,

逐渐成为世界旅游中心之一
。

这一趋势和潜 在的价值已为有识之士所洞 见
,

一些 国际旅游业 巨子 已开始向中国南海
、

大西南和印度支那进行战略性投资
,

它预示着南海

的海洋文化旅游将象海潮一样席卷世界旅游业
。

差异性
,

南海文化旅游圈的山海经

南海文化旅游圈不仅有世界一流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
,

而且拥有世界极品的高原文化旅

游带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

这里是
“
世界尽脊

” ,

有雄伟的喜马拉雅山
、

迷 人的高山湖泊
,

壮丽的林海雪原和神奇的喀斯特地貌
,

有亚洲最大的瀑布—黄果树瀑布
,

有国内夭然辐射

剂量最低的地方—龙宫
,

有国内最大的脾祠一 打 洞
,

有壮丽险峻的长江三峡
, “

童话世

界
”

的九寨沟和 秀甲天下的桂林 山水
,

有山明水秀的西山滇池
,

景色神奇的路南石林和
“

东

方瑞士
”

的大理景区
,

还有世上罕见的原始森林和气候宜人的春城
,

它们连同这里丰富珍贵

的资源
、

能源
、

物源形成了世界
“ 山珍

”

之最
。

大西南的高原文化与环南海的海洋文化 一道组成了风格奇特的
“

山珍海味
”

如此巨大的

山海差
,

带来了立体垂直
、

丰富多样的地形
、

气候和生态圈
,

它们将组成极具吸引力的陆海

文化旅游圈
,

阳光
、

沙滩
、

海洋和雪原
、

大 山
、

林海 把游人带入无 比神奇的梦幻境界
。

高原之旅
、

雪原之旅
、

森林之旅
、

春城之旅 主 态之旅是世界山文化之最
,

如果开发得

好
,

它将是南海文化旅游圈的又一个世界旅游奇迹
。

互补性
,

南海文化旅游圈的多民族大文化

中国大西南—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 民族最多的多民族区域
,

拥有世界级的多民族文化

资源
,

拥有几乎包罗万象的人文景观和与之相应的文化类型
,

是不可多得的人类文化博物馆
。

中国 个 民族 中就有 多个生活在大西南中
,

其中有壮
、

傣
、

彝
、

景颇
、

拉枯
、

哈尼
、

傈

僳
、

低
、

布朗
、

阿 昌
、

独龙
、

怒
、

德昂
、

苗
、

布依
、

瑶等 个民族跨国 缅
、

老
、

越
、

泰等

国 而居 东南亚的老挝有老龙
、

老 听
、

老松等族 柬埔寨有高棉
、

占
、

晋农
、

寮等族 缅



甸有缅
、

掸
、

克伦
、

克钦
、

孟
、

若开等族 泰国有泰族 菲律宾有米泌邹
、

泰加洛
、

伊洛干

诺
、

班丝兰
、

米骨等族 印度尼西亚有爪哇
、

马都拉
、

翼他
、

米南加堡
、

马达等族 马来西

亚有马来
、

达雅克等族
,

如此众多的 民族构成 了千姿百态的多国
、

多民族文化
,

成为国际文

化旅游的巨大资源
。

由多民族构成的多民族文化表现 了它的独特性和多元性
。

民族传统节 日是这里 民族文化

的典型表现
,

民族节 日之多之奇之古可居世界之首
。

如苗族有苗年
、

四 月八
、

龙舟节
、

芦笙

会等
,

彝族有火把节
、

赛马节等
,

布依族有三 月三
、

六 月六和查白歌节等
,

水族有卯节和端

节
,

讫佬族有牛王节 侗族有赶坳 节
,

瑶族有盘王节
,

回族有开斋节和古尔邦节
,

土家族有

赶过年节
,

藏族有洛萨节
、

摆花 节
、

雪顿节
、

林卡节
、

洗澡节和燃灯节等
,

壮族有三月三对

歌节
,

傣族有泼水节
,

真是丰富多彩
,

令人叹为观止
。

中国大西南—东南亚 区域的多民族文化中
,

除了它们各 自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和原始文

化外
,

还融合了儒
、

佛
、

道文化 伊斯兰教文化
,

基督教文化和印度文化
,

形成了世界级的

多元文化区域
,

尽管它们拥有一个东方文化或南洋文化的名称
,

但是
,

却拥有西方
、

阿拉伯

和非洲地区所不能具有的丰富文化
。

在这样的文化圈中
,

由于各 民族相对集中里的交错杂居
,

各国各民族文化 自然能够互补共振
、

相得益彰
。

海洋文化
、

高原文化
、

多民族文化
,

不仅构成了南海文化旅游圈的三大旅游特色
,

三个
“ 世界杯

” ,

而且在时空
、

地域
、

经济
、

宗教
、

文化上全方位地互补共振 三位一体
。

振兴南

海海洋圈
,

唱好南海 山海经
,

搞好南海大文化
,

三者结合
,

联成一体
,

取 合开发
,

协作经营
,

共同管理
,

可以预见
,

世纪到来时
,

这里将成为世界旅游中心
。

共同性
,

南海文化旅游圈的佛教文化

在中国大西南和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文化中
,

佛教文化是时间最久
、

影响最大和流传最广

的文化
,

因而在中国大西南—东南亚文化旅游圈中占有重要地位
,

具有较高的文化旅游价

值
。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中国大西南—东南亚区域
,

形成和流传了所有的佛教支派
、

集

中了所有的佛教类型
,

如大乘佛教
、

小乘佛教
、

喇嘛教
、

禅宗佛教和大乘密教等
。

它们或一

度和一直成为该区域某些国家和地 区的国教和 民族宗教
,

如流传于缅甸
、

泰国
、

柬埔寨
、

老

挝
、

云南 傣
、

布朗
、

崩龙
、

低
、

阿 昌等民族 的小乘佛教
,

流传于西藏 藏
、

门巴
、

蒙古
、

满等民族 的喇嘛教 或渗透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中
,

如大乘佛教之于云南 白族

的观音会
、

贵州苗侗彝水的滩文化
、

广西壮族的花僧教等
,

或流传于某些地区和国家
,

如禅

宗之于 中国云
、

贵
、

川
、

桂和越南
、

新加坡
,

大乘密教之于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等国
。

在

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有着灿烂辉煌的佛教文化名胜景区
,

如西藏拉萨有巍峨壮丽的布达拉宫和

历史悠久的大
、

小昭寺
、

哲蚌寺和 色拉寺
,

四 川有普贤菩萨的道场峨嵋 山
,

有名扬天下的乐

山大佛和大足佛教摩崖造像
,

贵州有佛教圣地梵净山和黔灵 山
,

云南有禅宗始祖摩诃迎叶的

道场鸡足山
,

有佛教名山灵鹭 山 点苍 山
,

有风格独具而又久负盛名的大理三塔
,

还有闻名

遐迩的昆明筑竹寺 至于缅 甸仰光的瑞德光金塔
,

泰国曼谷的玉佛
、

卧佛
、

金佛三寺
,

老挝

万象的塔奎寺
,

印度尼西亚的婆 罗浮屠佛塔
,

更是在世界上享有嫉 名
。

这一地区的很多民族

和国家每年还有很多与佛教有关的盛大节 日
,

如藏族的望果节
、

萨噶达瓦节
、

莫朗钦波法会
,

傣族的泼水节
,

白族的三月街 观音市
,

泰国的宗干节
、

三重宝节 敬佛法僧
,

老挝的出



腊节
、

塔变会
,

新加坡的吠舍佳节 简称卫塞节 等等
。

众多的佛教类型
,

灿烂的佛教文化
,

盛大的佛教节 日
,

构成了南海文化旅游圈的显著特

色
,

使南海文化旅游不仅具有绚丽多彩的佛教内容
,

而且具有浓烈的佛教气息和高品味的佛

教艺术享受
。

如果综合开发
,

组织旅游
,

这里将成为世界佛教文化旅游的中心
。

相关性
,

南海文化旅游圈的大纽带

南海文化旅游圈有一条千万年来 自然形成的无比巨大的文化纽带
,

这就是华人文化
。

早

在唐代
,

中国南方的海上 民族不断地航海
、

迁 徙
、

开拓
,

与东南亚各族人民一道开创了大西

南—东南亚文化圈
,

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
。

当时中国高僧义净 一 还从海上丝绸

之路到达东南亚
,

并著有《南海寄归内法传》一书
,

记录了东南亚的佛 教
、

地理和民间习俗

世纪初
,

明朝政府还派郑和组织庞大般队七下西洋
,

创造了南海经济文化圈蓬勃发展的局

面
。

近现代
,

无数的中国人又一次涌 向东南亚
,

与东南亚人民一齐
,

为开发
、

建设东南亚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
。

今夭
,

海外华人 集中于东南亚
,

在某些地区和国家占有相当比重
,

如

在新加坡
,

近 都是华人
,

马来西亚的马来亚地区近 是华人
,

泰国有近 写的华人等
,

华人已成为东南亚繁荣的基石之一
。

华人文化
、

汉字文明由此成为中国大西南—东南亚的文化血缘纽带
,

既有千万年来的

友谊深情
,

也有数十年的恩恩怨怨
,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

随着东南亚的繁荣和对中国的理解
、

认识
,

现在
,

中国
、

东南亚又恢复千万年来的 “ 胞波
”

兄弟关系
,

尸而为重振国际南方大贸

易
,

再兴国际南方大旅游创造了条件
,

为南海文化旅游圈的崛起
,

开辟了壮丽的康庄大道
。

三
、

再兴南方大旅游
,

重振南方大贸易

中国大西南—东南亚处于当代世界环西太平洋大
“ ,

型高速增长带上
,

如果说 日本是
“

龙头 ” ,

中国则是巨龙的
“

心脏 ” ,

东盟就是
“

龙尾 ”

这条腾飞的眨龙 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三

大经济
、

文化中心之一
,

与北美
、

西欧并驾齐驱
。

现在
,

东亚与北美的贸易已大大超过北美

与西欧的贸易
,

而且
,

东亚四小龙贸易也超 付 丫 日 本的贸易
,

穿亚 内部的贸易更超过了东亚

和北美的贸易
,

如此强劲的环西太平洋人冲刺 需要无比强 劲的人才流
、

商品流
、

信息流作

动力
,

而南海经济圈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高迷增长区域之一
,

更加需要强劲的人才流
、

商品

流
、

信息流作动力
,

因此
,

再兴南方大旅游
,

重振南方大贸易
,

不仅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理想
,

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巨大需求
。

为此
,

我们向中国大西南—东南亚提出建立 “ 南海文化旅游

圈
”

的建议
,

以此肩负起引发南海经济圈
,

再兴南方大旅游
,

重振南方大贸易的历史重任
。

第一
、

建立
“
南海经济文化圈

”
论坛

由中国大西南各省区和东南亚各国的各界人士组成
,

激请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日本
、

港
、

澳
、

台以及美国的各界人士作为特邀代表 共 就南太平洋
、

南中国海的经济文化发展
,

进

行协调
、

研究和预测的工作
,

共同就各项开发项 目提供咨询与建议
,

就各种争纷提供舆论导

向和仲裁意向
,

为建立南海经济文化共同体而做出开拓性的工作
。

第二
、

成立
“

南海文化旅游圈
”

协作机构

由中国大西南各省区和东南亚各国的各界人士及旅游人士组成
,

对南海文化旅游圈进行

科学的总体规划
,

协作开发
,

以实现最佳分工
、

规模效应和公平竞争 同时增强协作功能
,

发

挥区域整体优势和加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

由于南海文化旅游圈的海洋文化旅游圈
、

高原文



化旅游带和 民族多元文化旅游 区三者之间具有巨大的互补性
、

共振性
,

因此
,

完全可以形成

整体规划
,

垂直分工
,

协作经营
,

联 合开发
。

由此形成一条龙的南海文化旅游圈
,

努 力使太

平洋南岸
、

环南中国海沿岸
,

成 为 世纪的世界旅游文化中心
。

第三
、

设立
“

南海经济文化基金会
”

为了使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的开发事业公开化
、

合理化和国际化
,

设立
“

南海经济文化

基金会
” ,

通过这 个基金会
,

实现经济
、

文化
、

旅游
、

商贸
、

科技
、

教育的一 条龙
,

形成一个

国际经济文化中心
。

第四
、

开展南海文化旅游圈的旅游活动

根据地缘规律
,

可以因时因地开展三线旅游
,

如开展东线旅游 广西—海南—南海

诸岛—菲律宾 南线旅游 四 川—贵州—云南—印度支那三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印度尼西亚 西线旅游 四 川—西藏
,

云南—缅甸
。

除开展常规旅游之外
,

积

极创造条件 发挥资源优势
,

可以开展专项旅游和系列旅游活动
,

如 略教 亨化旅游
、

民俗旅

游
、

考察旅游
、

探险旅游
、

烟酒茶乡旅游
、

自然保护区旅游
、

溶洞旅游
、

度假旅游
、

疗养旅

游
、

山区徒步旅游
、

海洋旅游
、

跨国旅游等等 在开展旅游活动的同时
,

充分利用物产资源
,

积极发展旅游商品
、

旅游服务
、

努 力提高旅游经济效益
。

现召 东盟各国已联合成立了
“

东亚

旅行协会 ” ,

提 出了发展
“

整体一位旅游 ” 口 号和计划
,

大规模升 展
’

西 国 旅游和专项旅游
,

为开展南海文化旅游圈的旅游活动创造了条件
,

做出了贡献
。

越是民族性的东西
,

越具有世界性 越是个性的东西
,

越具有国际性
。

当代世界大旅游
,

具有鲜明的国际性
、

文化性和创意性
。

为了使南海文化旅游圈落到实处
,

我们还需要有一系

列的
“

南海国际文化旅游
”

的创意
。

比如
“ 东方夏威夷

” 、 “ 南海夏威夷
”

系列

在中国海南
、

越南北部湾和沿海岸
,

以及东盟各国沿海岸
,

建立共同的
、

风格独具
、

风

味各异的
“
夏威夷系列

” ,

建立风光迷 人
,

多姿多彩的海洋公园
,

使之成为 南海国际海洋文化

旅游的系列基点
,

实行一条龙服务
,

使世界游人
,

在较短的时间内
, “

体验整个南太平洋
。 ”

山海梦幻
、

森林丛林椰林
、

生态之旅系列

将南海文化旅游圈的山海差
、

林木差
、

地域差形成强烈的旅游差
,

由此使世界游人生出

无穷的旅游乐趣
,

在较短的时间内
,

体会到
“

山珍海味
”

的共鸣
。

避暑度夏旅游胜地 系列

中国大西南和东南亚很多地方地处亚热带地区
,

冬无严寒
,

夏无酷暑
,

四季如春
,

气候

宜人
,

如中国的昆明
、

贵阳
,

印度尼西亚的万隆
,

菲律宾的碧瑶
,

泰国的清迈等等
,

把它们

串联起来
,

组成春城之旅
,

将使世界游人享受到风韵各异的春国情调
。

南海世界文化之旅系列

在南海文化旅游圈建立世界文化之旅走廊
,

将华人文化
、

汉字文明
、

多民族文化
、

佛教

文化
、

多国文化
、

多教多派文化
、

原始文化与区域文化整合起来
,

形成一条南方世界文化之

旅走廊
,

使世界游人在较短时间内和较小的空间里
,

体验到南海世界文化的神奇与魅力
。

南海国际文化节 系列

从时间
、

地域
、

项 目上
,

在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内建成各种世界文化旅游中心
,

举办不

同的国际文化节之旅
,

既各具特色
,

又在时间
、

空间
、

线路上顺理成章
,

如西藏的宗教
、

云



贵的 民俗
、

海南的环岛
、

新加坡的会议
、

马来西亚的文化
、

越南的战地等等
,

都可因人
、

因

事
、

因地
、

因俗而建成国际文化旅游的各个项 目中心
,

这些南海明珠联串起来
,

就是一颗南

海国际文化旅游巨星
。

总之 开展中国大西南—东南亚文化旅游
,

建设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
,

通过
“
旅游作

媒
,

文化搭 台
,

经济唱戏
” ,

多方协作
,

多方联 合
,

总体开展
,

规模经营
,

共同管理
,

从而为

形成
“
南海 自由贸易区 ”

创造 条件
,

这小 又是可行的
,

而且也是急需的
。

环西太平洋大冲刺
,

东亚
、

东南亚的复兴
、

崛起
,

是当代世界经济文化的一大趋势
,

而再兴南方大旅游
、

重振南

方大 贸易已成为现实的急需
。

由于 中国大西南—东南亚在经济地缘
、

文化血缘和宗教亲缘等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相

似性
、

互补性
、

差异性
、

共同性和相夫性
,

因此
,

南海经济圈
、

南海文化旅游圈将随着和平

的实现
、

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流而 日益成为现实
。

现在
,

东盟各国已开始出现大举直接投

资中国的新动向
,

也出现了中国—东南亚的双向旅游
、

贸易热
,

由此可以预计
,

中国—
东南亚旅游将在 世纪走向峰巅

,

而南海国际文化旅游也将走向峰巅
。

世纪大旅游
,

呼唤

南海国际文化旅游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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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根本体现 要实现对 民族学生潜能和创造 力 开发
,

使他们通过教育建立对 自身充分的
“
价值

”
和

“

信心感
” ,

从而实现 民族教育的神圣使命 就必须在 民族教育中彻底抛弃那种人

为降低教学标准
,

降低教育质量的行为
。

反之提出比汉族学生更高更严的要求
。

德国教育人类学 中强调的
“

将人置于教育中心
”

即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终结 的理 沦

是建立在教育心理学的科学基础上的
。

教 育心理学提出的教育规律之一
,

是必须给予受教育

者充分的刺激和压 力
。

只有这样
,

才可能充分启动思维器官
,

使人的智能和潜能充分运动
,

完

成吸收和发挥 乃至创造过程
。

反之
,

在施教时
,

不予以充分的刺激和压力
,

许多思维器官

将处于沉睡和静止状态
。

轻而易举获得的知识
,

也会使部分或大部分器官处于酣睡
,

如此不

能实现全面培养和造就人才的 目的
。

综上
,

我们从美德两国教育人类学家那里获得的启示是
,

在实施中国民族教育时
,

是否

应填补两个空 白
,

一是在设计 民族教育的宏观工程时
,

引进
“
文化

”
这一因素

,

充分考虑少

数民族学生来和去的广阔文化背景 二是在进行具体教育时
,

引进
“ 人 ” 阴 因素

,

充分研究

少数 民族学生的群体特点和个体特点
。

从这两个基础 出发 让民族教育实现突破和飞跃
。

中国的改革寓示 着中国社会的全面飞跃
,

在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中
,

人永远是最根本的

因素
。

时代已进入非向土地要财富
,

而是向人的大脑索取财富的新的历史时期
。

中国民族教

育 包括汉族教育
,

当面对此历 史呼唤
,

象美德两国教育人类学家那样
,

在汹涌澎湃的改革

大潮 中
,

首先完成对 自身学科的探讨和建树
。

以提高民族素质
,

增强民族 自信心和价值感
,

造

就现代化人才为神圣天职
,

方可无愧于 民族和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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