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三国文化之旅”的几个问题

沈伯俊

　　 〔摘要〕 　开发三江旅游应以 “三国” 为主题 , “三国文化旅游” 或 “三国文化之旅” , 实

际上是三国文化与旅游结合的产物。“三国文化” 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学的、 历史文化

学的 、 大文化的 “三国文化” 观。开发 “三国文化之旅” 应注意 6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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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 11月 , 在四川举行的 “第三届三国

旅游协作区年会” 上 , 我就 “三国文化之旅” 的

名称、 内涵及其开展谈了一些想法。此后不久 ,

我将自己的想法略加整理 , 在 1993年 2月 14日

的 《文汇报》 上发表了 《谈 “三国文化之旅”》

一文。十年来 , 《三国演义》 研究有了新的发展 ,

三国文化之旅也正在打开局面。我自己在深化

《三国演义》 研究的同时 , 一直关注着三国文化

之旅的情况。1997年 11 月 , 在 “第六届三国旅

游协作区年会” 上 , 我应邀作专题发言 , 《四川

日报》 1997 年 12 月 19 日刊登了这个发言。

2000年 9 月 , 在 “许昌市旅游业发展研讨会”

上 , 我就 “三国文化之旅” 作了专题报告。 2001

年6 月 , 在成都举行的 “三国文化遗踪游座谈

会” 上 , 我又作了专题发言 , 《人民日报》 海外

版 2001年 9月 6日发表了这个发言的详细摘要。

这里结合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整个绵阳的情

况 , 再谈几点看法。

(一)开发三江旅游应以 “三国” 为主题

2002年 6月初 , 在 “首届三江文化研讨会”

上 , 我曾强调指出: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绵阳市的

一个部分 , 研究和规划三江文化 , 应该置于绵阳

文化的总体规划之下 , 与整个绵阳文化的发展保

持协调。那么 , 在丰富多彩的绵阳传统文化中 ,

最具特色 、 最富吸引力的是什么? 我认为是 “三

国” 。开发三江、 绵阳旅游 , 可打的牌不少 , 但

最有号召力的 , 可能还是 “三国” 。对此 , 十余

年来 , 我和其他一些学者曾作多次论说 , 这里不

再赘述。

对于三国遗迹 、 景点的旅游考察活动的命

名 , 我认为 , 称之为 “三国文化旅游” 或 “三国

文化之旅” 比较恰当。必须看到 , 旅游决不只是

泛泛的游山玩水 , 决不只是简单的 “吃 、 住、

行、 游、 购、 娱” , 而是一种开心智 、 怡性情、

长知识、 广见闻的综合性活动 , 带有很强的文化

色彩。三国遗迹将历史与现实连在一起 , 旅游更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有对三国文化有所了解

或渴望了解的人 , 才会在武侯祠里肃然起敬 , 在

富乐山上浮想联翩 , 在蒋琬墓和恭侯祠前留连忘

返 , 才会得到乐趣和教益 , 得到人文精神的滋

养。可以说 , “三国文化旅游” 或 “三国文化之

旅” , 实际上是三国文化与旅游结合的产物。

(二)“三国文化” 简释

这里 , 有必要对 “三国文化” 的含义略加阐

释。人们对 “三国文化” 的理解和诠释 , 可以分

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 “三国文

化” 观 (或曰狭义的 “三国文化” 观), 认为

“三国文化” 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

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 “三国文化” 观 (或

曰扩展义的 “三国文化” 观), 认为 “三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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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

总和 , 包括政治 、 军事、 经济 、 文化等领域。第

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 “三国文化” 观 (或曰广义

的 “三国文化” 观), 认为 “三国文化” 并不仅

仅指、 不等同于 “三国时期的文化” , 而是指以

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 , 以三国故事和三国精

神的传播演变为流 , 以 《三国演义》 及其诸多衍

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比之前面两个

层次的 “三国文化” 观 , 广义的 “三国文化” 观

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 , 更便于认知

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当然 , 三个层

次的 “三国文化” 观 , 都有充分的理由自立 , 而

且都有足够的内容可供研究。它们并非对立的概

念 , 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 , 围绕着三国时期的文

化的基本内核 , 层递扩大其范畴 , 共同承担着阐

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在讨论 “三国文化旅

游” 的时候 , 显然应当使用广义的 “三国文化”

观。

三国文化的广义性 , 突出地表现在三国遗迹

上。现存的众多三国遗迹 , 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

类型:第一类 , 少量由三国时期遗留至今的古

迹 , 如许昌曹魏故城遗址 、 受禅台 、 毓秀台 、 南

京石头城遗址、 成都刘备墓等。第二类 , 虽然源

于三国历史 , 或与史实大致相符 , 却多少渗入了

《三国演义》 、 三国戏和民间三国传说的内容。比

如 , 绵阳的富乐山 , 虽然源于三国历史 , 但历经

千百年的历史沧桑 , 早已变成一片荒山 , 原貌荡

然无存。经过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开发建设 ,

这里已建成国内名园。其中的主要景点 , 如富乐

堂、 富乐阁、 汉皇园 、 豫州园等 , 虽有历史的因

子 , 却并非三国旧貌 , 而是后人在想象基础上的

创置;而进山路口处的 “桃园结义” 雕塑 , 富乐

堂前的 “五虎上将” 雕塑 , 富乐阁上的 “三国雕

苑” 小样 , 这些人物的造型和关羽的青龙偃月

刀、 张飞的丈八蛇矛之类 , 则明显受到 《三国演

义》 的影响;山上某些景点 , 更显然是民间三国

传说的产物;各处景点的题咏 , 相当大的部分也

留下了 《三国演义》 的烙印。这类遗迹 , 在全部

三国遗迹中占了很大比重。第三类 , 虽有一点三

国历史的由头 , 却因 《三国演义》 和民间三国传

说的影响而与史实大相径庭 , 甚至面目全非。例

如四川广元的 “鲍三娘墓” , 经考古鉴定 , 确系

东汉晚期墓葬 , 但鲍三娘却是民间三国传说虚构

的人物 , 这种 “张冠李戴” 的现象 , 很有代表

性。第四类 , 出自对三国史实的附会 , 或者纯系

《三国演义》 和民间三国传说的产物。如江苏镇

江的甘露寺始建于唐代 , 却因 《三国演义》 中

“甘露寺相亲” 故事的影响而被视为有名的 “三

国遗迹” 。关索本是民间传说中的关羽之子 , 贵

州却有 “关索岭”。梓潼卧龙山上的 “孔明泉” 、

罗江庞统墓侧的 “落凤坡” 、 翠云廊中的 “阿斗

柏” , 都来源于 《三国演义》 和民间三国传说。

这类遗迹 , 为数颇多。由此可见 , 我们今天所说

的 “三国遗迹” , 大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三

国时期的遗迹” , 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

形成的 “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 。尽管它们不

能与三国历史划等号 , 但却寄托了历代人民对三

国史事和三国人物的追慕和缅怀 , 表现了人们的

爱憎 、 理想和愿望。它们的形成演变本身 , 也已

成为历史 ,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心灵变迁

的历程。因此 , 只有从大文化的广阔视野进行观

照 , 才能正确地认识和介绍三国遗迹。

(三)开发 “三国文化之旅” 的几点建议

1.以研究为先导 , 认真搞好规划。应当充

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 , 全面分析本地的旅游资

源 , 突出特点 , 发挥优势 , 逐步发展;既要有地

方特色 , 又要有全局观念。切忌坐井观天 , 兴之

所至 , 一哄而上。这些年来 , 无论是全国范围还

是全省范围 , 在旅游文化的开发中 , 既有在专家

意见基础上认真规划取得巨大效益的成功经验 ,

也有心胸狭隘自以为是浪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失败

教训 , 需要好好总结。就绵阳市而言 , 富乐山的

开发总的说来是成功的 , 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

无论是总体规划还是单个项目 , 都能以研究为先

导 , 尊重专家意见 , 精心设计 , 精心实施。比如

“三国雕苑” , 从内容设计到文字方案到小样制

作 , 都经过专家的深入讨论和严格把关 , 加之雕

塑家的精心创作 , 使整个雕苑达到了较高的水

平。从实际效果来看 , 不仅放大制作的 “涪城

会” 、 “五虎上将” 等作品深受各方好评 , 而且部

分小样 1999年底到台湾参加 “《三国演义》 文化

艺术展” 时 , 也极受广大观众和媒体的关注。不

过 , 客观地说 , 在富乐山开发建设的某些具体问

题上 , 也有对专家意见重视不够之处 , 值得改进

或弥补。当然 , 专家的意见也是见仁见智 , 各有

长短 , 不能不加选择地一律照办。这就需要主事

者高屋建瓴 , 在充分听取各种意见后 , 择善而

从。

2.在景点的维护、 建设上 , 处理好史与文、

实与虚的关系。在 “三国文化之旅” 中 , 史与文

既密不可分 , 又时常碰撞。要在 “心中有数” 的

前提下 , 融通文史 , 兼容并包 , 使历史、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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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相映生辉 , 给中外游客提供正确、 丰富而又

生动的知识。仍以富乐山为例 , 这些年来在景点

的设计开发上 , 已经注意了文史相通 , 虚实相

生。而对为什么要建成皇家园林格局 , 其中哪些

是历史上实有的 , 哪些是后人根据历史创置的 ,

哪些来源于民间传说 , 哪些是虚实结合的 , 还应

进一步了然于心 , 并注意收集相关的野史佚闻、

民间传说 , 适当用于艺术表现。这样 , 不仅有利

于景点的维护和继续建设 , 而且能正确解答中外

游客提出的问题 , 可以增加游客参观的兴趣。

3.形式多样 , 情趣丰富。应当把景点的参

观与民俗文化、 饮食文化 、 参与性娱乐等多种形

式的活动结合起来。如在富乐堂观赏三国戏曲 ,

在恭侯祠参观蒋琬生平事迹展 , 在梓潼参加群众

性的三国故事会 , 在三江湖面观赏水上运动表

演 , 参与 “草船借箭” 娱乐 , 在定点餐厅品尝

“三国菜肴” 等等 , 都将使游客兴趣盎然。

4.点线结合 , 配套成龙 , 走联合开发之路。

单凭一个地方的资源和力量 , 影响是有限的;游

客总是希望以较少的时间 , 看较多的地方。因

此 , 必须打破封闭状态 , 联合发展 , 才能对中外

游客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 获得较好的效益。

这里所说的 “配套成龙” , 既可以是相邻地

区三国景点的连线式组合 , 也可以是三国景点与

其他旅游项目的 “拼盘式” 组合。就连线式组合

而言 , 可以以三江 、 绵阳为枢纽 , 与罗江庞统

墓、 绵竹双忠祠 、 梓潼七曲山 、 剑阁剑门关等景

点组成旅游专线 , 互相支持 , 开展专题性的一日

游、 二日游。就拼盘式组合而言 , 可以在不同范

围内设计:在绵阳市区 , 可以与平阳府君阙 、 子

云亭 、 李杜祠、 越王楼等名胜组合;在绵阳与毗

邻地区 , 可以与德阳孔庙 、 艺术墙、 广汉三星

堆、 江油李白纪念馆 、 广元皇泽寺 、 千佛崖 、 九

寨沟 、 黄龙寺等组成多条线路 , 以适应不同旅游

群体的需要。

这里所说的 “联合” , 包括:(1)旅游部门

之间的联合。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 但在线路的

设计 、 景点的介绍、 项目的推介、 旅行社的互相

扶持等方面 ,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2)旅游

部门与交通部门的联合。旅游的发展极大地受制

于交通 , 这是显而易见的。绵阳目前已是四川省

的第二大城市 , 在全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 在全

国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 公路 、 铁路、 航空都很

便捷。应当充分利用时代赋予的有利条件 , 把绵

阳的 “三国文化之旅” 乃至整个大旅游搞活。比

如 , 有了成绵高速公路 , 绵阳至成都车程不足两

小时 , 完全可以开辟成都—绵阳的一日游、 二日

游活动 , 这将大大增加游客的数量。同样 , 有了

成绵高速公路 , 绵阳便成了前往九寨沟 、 黄龙寺

的最佳路径 , 完全可以把游绵阳与游九寨黄龙组

合在一起。而发挥机场的优势 , 则应积极争取港

澳台同胞和国外游客 , 使过去停留于想像的旅游

项目变成现实。(3)旅游界与学术界的联合。20

世纪 80年代以来 , 除了各地文博单位有所发展

之外 , 还陆续成立了一批学术团体。如湖北省及

下辖的荆州市 , 四川省及下辖的绵阳市、 梓潼

县、 广元市 , 江苏的镇江市、 邳州市 , 浙江的富

阳市 , 山西的清徐县等 , 均已分别成立省、 市、

县级 《三国演义》 学会 (清徐县为罗贯中研究

会);河南许昌有三国文化研究会;成都、 襄樊、

汉中等地均有诸葛亮研究会。这些学术团体拥有

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家 , 还有许多熟悉本地历史

文化 、 具有较高水平的学者。旅游部门可与这些

团体联合 , 就 “三国文化之旅” 的宣传、 设计、

组织等方面共同努力。在对外宣传和接待国外高

规格团队时 , 还可聘请知名专家作顾问 (日本、

韩国在旅游中早已如此)。这对提高 “三国文化

之旅” 的层次 , 扩大其影响是大有益处的。

5.大力开发客源。在客源对象上 , 应当坚

持以国内旅游为主 , 先国内后国际 , 以国内带动

国际。在开发国内客源上 , 潜力极大 , 可作的事

很多。比如 , 全国在校大学生很快将达到近千万

人 , 他们是最活跃的旅游群体。如果与学校的团

委、 学生会加强联系和合作 , 完全可以组织相当

数量的学生投入三国文化旅游。这项工作再扩大

到本地或毗邻地区的中小学 , 那就更可观了。除

此之外 , 上述的几个 “联合” , 广泛的宣传 , 多

种形式的组织 , 面向工薪阶层的价位等等 , 都是

应当认真考虑的。

6.培养一批素质较高的导游 、 解说人员。

他们应该对三国文化比较熟悉 , 对本地的景点了

如指掌 , 对相关的知识也有较多的涉猎 , 善于激

发游客的观赏兴趣。其中一些优秀者 , 还可成为

这一领域的小专家。他们将使整个旅游大为增

色。

开发 “三国文化之旅” , 任重道远 , 前景广

阔。

(责任编辑　邹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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