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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景区旅游吸引力提升研究
!

!!!基于深度旅游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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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黄鹤楼景区是国家首批
'D

级旅游景区之一#但目前面临着旅游文化主题不够明

显$展示载体单一$生态景观效果不佳$旅游者停留时间较短$旅游深度吸引力不足的困

境%提升黄鹤楼景区旅游吸引力#对于顺应国家最新旅游战略导向$提升武汉都市文化品

位$迎合深度旅游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突出历史名楼文化休闲产品的参与性$倡导都

市绿脉低碳旅游产品的宜人体验性$构建旅游信息系统数字化是培育黄鹤楼景区深度旅

游吸引力的适宜路径%

关键词"黄鹤楼(旅游吸引力(深度旅游

一$引
!

言

黄鹤楼具有约
#&""

多年历史#雄踞长江之滨#蛇山之首#背倚武昌城#具有独特的坐

山拥水地理优势#享有&天下江山第一楼'的美誉%自古以来就以&登高极目'的佳境和&千

古名楼'的文化意蕴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对景抒怀#名诗美文源远流长%黄鹤楼景区现由主

楼$南楼$落梅轩等大小
&"

余处景点组成#被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列

为国家首批
'D

级旅游景区#在国内具有最高等级的旅游品牌地位%

!""%

年旅游者接待

量为
#'"

万人次#门票收入为
??$@

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为
??%?

万元#旅游发展水平在武

汉市主要旅游景区中名列榜首%但从收入结构看#仍然没有摆脱以门票创收为主的经营

模式#旅游方式仍以简单的观光为主#对经上千年沉淀的名楼文化内涵体验不深#停留时

间一般不超过半天#与国内外许多运营成功的景区或文化主题公园相比#深度旅游吸引力

明显滞后#因而成为制约其向高端文化休闲旅游景区发展的瓶颈%

二$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研究述评

旅游目的地吸引力主要包括文化$服务$景观环境以及娱乐吸引力等方面!

#能促使

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形成旅游需求#做出旅游决策%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文化内涵和

自然景观差异性是决定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关键要素#

#而创造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设

计原真性旅游产品是塑造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重要途径$

%而且#深入发掘历史文化内

涵#精心打造诉诸旅游者感官系统的体验场景#突出&兴奋点'和&消费点'

%

#诱发深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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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 等"黄鹤楼景区旅游吸引力提升研究

验和心理共鸣#也可有效提升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可见#学术界分别从差异性$文化性$原真性$生态性$

体验性等不同层面提出旅游吸引力提升的对策#充分认识到旅游目的地吸引力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遗憾的是#目前从深度旅游的视角研究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成果还有限#而深度旅游恰恰是提升

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和未来旅游市场发展的主流趋势%因此#本文着眼于黄鹤楼景区在旅游

发展中面临的旅游吸引力不足的困境#从深度旅游的视角探讨黄鹤楼景区旅游吸引力提升问题%

三$黄鹤楼景区旅游吸引力提升的紧迫性

)一*顺应国家最新文化休闲旅游战略导向

!"#"

年中国步入旅游业的黄金时代#,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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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指

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要发挥文化资

源优势'#&培育新的旅游消费热点'

!

%文件从国家战略层面体现了对文化休闲旅游的重视%黄鹤楼景

区既是
'D

级景区又是特大城市中的主题公园#立足已有的品牌影响力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具备发展

高端精品文化休闲旅游景区的实力#有望打造成&都市文化生态休闲'旅游的典范%

)二*提升武汉都市文化品位

城市主题公园或
'D

级景区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吸引物的形象#更是展示城市社会生

活和精神风貌的窗口%黄鹤楼作为以名楼文化为主题的城市综合性公园#是武汉开发最早$规模最大$

效益最好的旅游品牌之一#同时又是武汉标志性都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大都市中心区的黄鹤

楼不仅是旅游者和武汉居民游赏及休闲健身的场所#也是了解城市自然景观$社会习俗$享受旅游文化

的胜地%因此#进一步发挥黄鹤楼景区&文脉
e

绿脉'的优势#对于提升并张扬武汉都市文化品位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三*迎合深度旅游消费需求

伴随着旅游者出游经历的丰富和信息渠道的畅通#旅游者更注重从文化$历史$地理的角度#观赏自

然人文景观#体验异地生活状态#感受地域文化#追求快旅慢游的舒适和悉心品味的愉悦%昔日走马观

花$到此一游的传统观光旅游模式俨然无法满足当代旅游者高品位的深度旅游需求%黄鹤楼景区目前

多以建筑物$壁画$楹联$匾额$石刻$模型等静态文化载体为主#专项文化旅游活动缺乏#旅游者只能粗

略了解名楼文化表征#无法深入领略千年名楼的文化氛围和历史积淀#更难以直接感受古人登临黄鹤楼

时的人文情怀%而且#景区周边现代建筑物斑驳遍布#区内蛇山山脊$山麓土石裸露#植被缺乏多样性%

登黄鹤楼俯瞰四下#昔日&极目楚天舒'的观景功能大大弱化#视觉污染带来的旅游者游兴锐减不可忽

视%可见#提升黄鹤楼
'D

级景区旅游吸引力必须从深度旅游消费需求入手%

四$深度旅游的理论内涵

深度旅游致力于提升旅游者的消费层次$拓展旅游者的消费领域$延长旅游者的游娱时间#

#结合

现代旅游发展和需求趋势#景区深度旅游内涵体现在文化休闲性$体验参与性$低碳宜人性$信息数字化

等方面%

)一*文化休闲性

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当人均
ÒH

突破
#"""

美元以后#国民文化休闲消费支出和比重会增

大#旅游者在追求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同时#更注重汲取新的文化信息#寻求精神愉悦和心灵满足%因

此#深度开发旅游产品应从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层次发掘切入#突出文化要素的原真性和差异性以及文化

生境的完整性#并注重在旅游休闲产品供给的各个环节#诸如景观$游娱$住宿$餐饮$商品$交通等植入

主题文化元素#营造别具一格的文化休闲氛围#借助文化魅力#创造文化旅游精品#将文化休闲作为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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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深度旅游的首要手段%

)二*体验参与性

深度旅游的主旨"与旅游目的地零距离接触和参与互动#全身心感受自然景观和人文氛围#是一种

感悟并学习的体验过程%

!"#"

年
'

月开园的上海世博园#从外观造型$内部装饰到博览活动项目等各

个环节都充满创意#吸引旅游者身临其境慢慢品味%如德国馆的动力球#能随着观众的喊声大小来回摆

动#当球静止后#呈现地球孕育种子$开花等生命诞生的奇妙生动过程(比利时馆的&巧克力工厂'#演示

巧克力制作的全过程(在环绕卢森堡馆四周的葡萄树阴下#旅游者可感受到充满卢森堡风情的欧式惬意

生活(阿根廷馆内火热的探戈和鼓点#感染旅游者情不自禁参与共舞%世博会以&创意$科技$风情'为全

球旅游者带来一场全新的&体验参与盛宴'#引领中国深度旅游新发展%

)三*低碳宜人性

旅游目的地自然环境质量直接影响旅游者能否进行深度旅游#如大气$声$水环境质量$温度$湿度$

风力等气候条件和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要素%而旅游者密度$服务设施和服务质量的人本性直接影响旅

游者的舒适感%低碳旅游成为追求的时尚#

!"#"

年北欧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利用风能发电$节能减排

等生态建设的优势#将&低碳旅游'作为主打品牌%荷兰推出以骑自行车$漫步取代高碳旅游交通工具#

畅游花海#或在露天美术馆欣赏世界级大师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等低碳和文化体验相结合的旅游活动#受

到旅游者青睐%可见#建设低碳宜人的旅游环境将是全球旅游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深度旅游发展的内

在要求%

)四*信息数字化

数字信息技术也成为吸引旅游者深度游赏的重要支撑%

!"#"

年初在全球引起空前轰动的电影,阿

凡达-#展示高超的
=O

$

@O

数字视觉艺术效果#引爆数字信息展示的热潮%上海世博会专门推出了&网

上游世博'活动#登录
1̂

>

,-+/

网#旅游者可借助鼠标走进&网上世博会'场馆#以三维视角浏览展项#深

度了解各场馆的创意$思路和重点#上海$北京等地的国际性展览也越来越多地将数字化技术融入到生

动的展示之中%可见#随着数字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信息数字化建设将成为增进景区吸引力的

重要途径%

五$基于深度旅游视角培育旅游产品吸引力的适宜路径

从深度旅游的视角提升黄鹤楼景区的旅游品位#必须以培育创新的产品吸引力为着力点%

)一*突出历史名楼文化休闲产品的参与性

黄鹤楼景区人文资源赋存丰厚#拥有传说$名人$诗词$翰墨$聚宴文化底蕴#依托其历史文脉特色#

结合旅游者日益增加的深度文化休闲需求#开发出耳目一新的参与型专项文化休闲产品#是黄鹤楼景区

未来深度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力所在%

#-

名楼名人寻踪之旅

名人是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缩影和文化符号#名景因名人而生而传播#古今中外名人名景旅游是文化

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黄鹤楼&乱世则废$治世则兴'的兴衰起伏的历史脉络#留下了诸多名人的陶醉$

感怀$遐想的印记和踪迹%孙权)公元
#$!

"

!'!

年*安屯戍地江夏#&西南角因矶为楼'#始建黄鹤楼%李

白)公元
&"#

"

&?!

年*寻仙之旅就从黄鹤楼始发#&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

名山游'%岳飞)公元
##"=

"

##@!

年*还军鄂州时#作,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希望&却再来#再续汉阳

游#骑黄鹤'%张之洞)公元
#$=&

"

#%"%

年*任湖广总督时#曾拟重建黄鹤楼#擢升军机大臣后#在黄鹤楼

故址建&奥略楼'%毛泽东)公元
#$%=

"

#%&?

年*在艰难的革命岁月和新中国成立后登临黄鹤楼#抒怀寄

志%黄鹤楼名人文化资源积淀深厚#为黄鹤楼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获得&名楼聚名流$名人传名楼'

之效%随着文化休闲旅游的发展#&赏名楼胜景#寻名人踪迹'将是黄鹤楼文化休闲旅游的重要卖点%

立足黄鹤楼名人文化#在白云阁设置&名人书屋'#收藏黄鹤楼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名人的生平$事迹$

足迹的各种典籍书画#并采用先进数字技术播放有关名人游赏黄鹤楼的历史场景#深度传播黄鹤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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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文化%

!-

名楼诗词研习之旅

无数文人墨客登楼揽胜#为黄鹤楼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诗篇#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使

得黄鹤楼虽历经沧桑$屡毁屡建#而内在的文化意韵却流芳百世%自唐代以后诗词文化是黄鹤楼文化的

主体#崔颢所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成为千载传诵的

名诗%李白以黄鹤楼为主题的诗篇中#,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和,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被入

选,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等传统蒙学读物#孺妇皆知%张之洞入阁之前登黄鹤楼#撰写了&昔贤整顿

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的励志名篇%毛泽东雨中登临黄鹤楼#写下了

,菩萨蛮+黄鹤楼-"&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传世名篇%历代名人以黄

鹤楼为题的诗词#不愧为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里程碑#正所谓&诗以楼名世#楼以诗行远'%依托黄鹤楼

的名楼诗词资源禀赋#名楼诗词研习之旅在以往举办诗词大赛的基础上#创发多种形式"如举办黄鹤楼

杯全国诗词大赛#创作以黄鹤楼为题材的诗词$歌赋$剧目#实景表演#举办黄鹤楼诗学大型研讨会或小

型沙龙#形成黄鹤楼诗学研习$传承$弘扬的磁场#吸引诗词爱好者$研究者踊跃参与#面向大众提升黄鹤

楼影响力%

=-

名楼翰墨笔会之旅

丰厚的翰墨资源传承着黄鹤楼重要的历史信息#极具艺术和历史价值%在黄鹤楼始建的三国时期#

正是汉字书体承上启下演变的重要历史阶段#隶书$真书)楷书*$行书和草书诸体日臻完善#书法大家巍

然卓立#后经南北朝碑刻书法更加繁荣#延续至今%黄鹤楼景区古碑廊汇集了历代名人的诗词$题字书

法真迹碑刻
!=

方#以其特有的章法$神韵给游人以&思接千载'的审美文化情趣%尤其是深得中国古建

筑神韵的黄鹤楼与滔滔长江$隔江对峙的龟山蛇山共同构成一副&江$山$楼'融合一体的天然画卷#吸引

历代名人寄情翰墨#如现存宋代佚名画师所作界画,黄鹤楼-$夏闺所作的水墨画,长江万里图-$元代夏

永的界画,黄鹤楼图-$明代安政文的界画,黄鹤楼雪景图-$清代石涛所绘,武汉三镇图-等名画#为黄鹤

楼奠定了高雅的书画气场%因此#以历来骚人墨客聚集酬唱之所的南楼作为书法绘画的笔会堂#通过家

具$书画$条幅$文房四宝$茶具等室内装饰#展现唐$宋$元$明$清各朝文人书斋风格#营造中国古色古香

的文化氛围#供文学家$书画家聚首切磋和有雅兴的旅游者泼墨挥毫#并聘请书画专家#筛选佳作结集收

藏#以提高游人兴致#并为黄鹤楼历史增辉%

@-

名楼聚宴交友之旅

黄鹤楼不仅是诗词书画艺术创作的对象#也是历代文人雅士和官宦商贾登楼赏景$设宴议事$对酌

传情的重要场所%据,黄鹤楼志-记载#唐永泰元年)公元
&?'

年*黄鹤楼已是江夏名士&游必于是#宴必

于是'的重要场所#酒宴尽兴之余#灵感激发#佳篇美文迭出#如&江边黄鹤古时楼#劳置华筵待我游')白

居易*#&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黄鹤徘徊古人别#离壶酒尽青丝绝')顾况*以及,江

汉宴别-)宋之问*等%可见#古黄鹤楼承担着聚宴游娱的重要功能%以此文脉为基础#将景区内原紫竹

苑餐厅整修为高雅$节能$环保的餐饮点#借鉴国际新兴生态精品餐馆设计理念#推广太阳能$生物质能

等新型节能设施#同时选择原生态无公害蔬菜$水果$药材$花卉$景观植物#运用到屋顶装饰$空间隔离$

菜单食品供应之中#从生态和文化内涵上#打造真正绿色经典鄂菜餐馆#减少环境污染负荷#创造竞争优

势%以黄鹤楼高雅宴会品牌#吸引消费者在此举办同学聚会$师生聚会$战友聚会$同乡聚会$亲友聚会$

生日聚会$婚礼庆典等活动#满足消费者聚首$美食$文化宴娱享受的需求%

'-

鹤苑文化养生之旅

中国自古视&鹤'为吉祥鸟#是长寿的象征#称之为仙鹤%仙鹤与黄鹤楼的渊源最早见于,图经-"&费

登仙#尝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后有&辛氏酒店费子安玉笛吹响#白云飘落#黄鹤飞出#跨鹤腾

云'的美丽传说!

%&仙人黄鹤'传说借助诗人的美名和朗朗上口的诗文#引发人们认知遐想%赋予黄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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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更加神秘的色彩%景区内,黄鹤归来-铜雕和,九九归鹤图-浮雕更是仙鹤文化的现实点缀%因此#将

仙鹤文化元素引入黄鹤楼景区#符合黄鹤楼的历史文脉#更能增加黄鹤楼的灵性和旅游者的响应性%由

此立意以仙鹤文化为主题#在主入口门区之东地势低洼处#构筑由池塘$溪水$沼泽$滩地形成的人工模

拟自然湿地系统#驯养一批较能适应武汉生态环境的鹤科和鹭科物种#营造人与鹤和谐共处的&鹤苑'#

让鹤在黄鹤楼景区永久落户%利用仙鹤所蕴涵的&长寿$幸福$吉祥'的文化寓意#设置展示仙鹤美姿的

&鹤立鸡群'$&仙鹤出水'#象征长寿的&鹤寿千岁'$&松鹤百年'$&仙人乘鹤'以及&升鹤台'等景点%鹤苑

景题和标识牌均用鹤书体书写#配以古琴演奏#太极拳习练#围棋$象棋对弈#养鸟观鸟等休闲娱乐活动#

并以乔灌木有机配置#由植物景观自然衔接#营造怡情养性的佳境#体现浓郁的鹤文化养生趣味#吸引广

大旅游者和市民品味鹤文化养生真谛%

)二*倡导都市绿脉低碳旅游产品的宜人体验性

黄鹤楼是江南三大名楼中唯一一座山地名楼#依蜿蜒蛇山而建#形成风格独特的都市风景园林和自

然山林绿脉#担负着武汉城市环境优化$居民日常游憩和旅游者生态体验的多重功能%

#-

都市风景园林游憩之旅

黄鹤楼景区依托蛇山#以主楼为园林主景#楼台亭阁$塔坊轩廊$雕塑石刻错落有致散布其间#奇石

拱桥等小品点缀(古树名木以及百松园$梅园$杜鹃园$紫薇园等人工植物群落生机盎然(长江滚滚$蛇山

逶迤$大桥飞架$三镇交汇风光等胜景天然组合%以黄鹤楼景区现有的园林景观为基础#打造都市风景

园林游憩之旅产品#需采用自然风景式造园手法#形成有别于一般城市公园的都市风景园林%在蛇山东

部南麓缓坡#分散铺设小片可践踏的草地#并辅以朴实素雅的亭棚#遍植适生的乔木和花灌木#营造良好

的四季生境%春景"以木兰科植物为骨干树#亭名"&束素亭'#寓意源于明朝眭石,玉兰-诗曰"&霓裳片片

晚妆新#束素亭亭玉殿春'(夏景"以石榴为骨干树#亭名"&晴香亭'#寓意源于宋朝欧阳修,西园石榴花

开-诗曰"&最怜夏景铺珍簟#尤爱晴香入睡轩'(秋景"以桂花为骨干树#亭名"&露华亭'#寓意源于唐朝皮

日休,天竺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诗曰"&玉颗珊珊下玉轮#殿前拾得露华新'(冬景"以腊梅为骨干树#亭

名"&金蓓亭'#寓意源于宋朝黄庭坚,戏咏腊梅-诗曰"&金蓓锁春寒#恼人香未展'

!

#寓情于景#情景交

融%周边留有一定的视线通廊和步行通道#游人穿行其中#心情愉悦#并可作为武汉市民婚纱照$生日

照$聚会照等纪念性的摄影地标%

!-

都市绿脉低碳环保之旅

蛇山从长江边自西向东蜿蜒至大东门#是武昌中心城区一道难得的缘山绿脉#维系着武汉都市的碳

平衡%在蛇山南坡全线建筑物搬迁工程即将完工#显山透绿工程实施之际#以增强都市绿脉的碳汇功能

为着力点#进一步丰富$完善蛇山山脊$中东部山坡及山南植物景观%依据植物生态习性和土壤地貌特

征#科学合理搭配乔$灌$草#将常绿阔叶的香樟$常绿针叶的松$柏以及落叶阔叶景观树#如银杏$重阳

木$枫香$栾树$马?木等植物#塑造姿态$色彩之美#利用园林芳香植物如桂花$兰花$腊梅$栀子$月季等

营造嗅觉体验(用繁花植物如紫薇$蜜蒙花$海棠$杜鹃$绣线菊等成片种植#进行林相色带色块的改造#

形成林缘景观多样#立体复合式的人工模拟自然群落景观#与道路南面的建筑形成明显对比#与北面山

体形成一道自然的过渡带#让&蛇山融于城中'

#

%依托稀缺的都市绿脉资源#在休闲绿地入口处#设立

树形碳足迹计算器#旅游者可自主进行碳足迹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开展碳汇林认养或栽种活动#增加景

区的碳汇林蓄积量%以自行车和徒步为主要交通方式#开展植物科普环保活动#满足旅游者的低碳环保

体验需求%

)三*构建旅游信息系统数字化

黄鹤楼景区地处武汉大都市#信息技术和人才资源集聚#加强数字信息化建设以实现景区保护$展

示$服务和管理的现代化#拓展国际客源#吸引深度旅游者#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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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数字化保护系统

数字化保护系统是基本保障条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

;̀E

*#获取数字化地形图$

正射影像图和数字高程模型等#为景区提供实时$动态$详细$可靠$精确的地理数字信息%同时分期分批

实现录像资料管理$视频监控信号共享$多级联动机制$监控传输切换$故障检测与报警$电子地图$图像显

示$防盗报警$信息交换等功能#达到对景区客流$交通$环境实时监控和调控#保障景区的生态安全%

!-

运用数字化展示技术

高科技的展示技术直接影响着文化产品展示的效果和感染力#在黄鹤楼景区落梅轩运用
@O

科普

剧场展示形式#在
#$"

度的环形银幕上放映出具有立体效果的黄鹤楼历史纪录影片$黄鹤楼故事影片

等#根据影片情节营造身临其境的场景#营造让旅游者#感受黄鹤楼
#&""

多年的历史%同时#在景区经

典景点运用声光电$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设计展示#在黄鹤楼旅游网站采用
M1\=O

技术设计三维展

示系统#增加旅游者网上的直观$生动感受%

=-

搭建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

结合黄鹤楼的旅游实际需求#建立包括电子门禁系统$

H̀E

定位系统$无线集群指挥系统$旅游电

子商务系统等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建立电子门禁系统#实现景区票务数字化管理#整合电脑现金售票

与网上票务预订系统(建立
H̀E

定位系统对相关人员及车辆进行实时定位和通讯指挥调度(建立无线

集群指挥系统进行个呼$组呼$紧急呼叫和自动转接等通讯联系(建立旅游电子商务系统为各类客户的

网上订购和交易服务#并积极开展网络营销等%整体上#通过数字化管理服务平台#提升景区的服务效

率以及信息获取$快速反应$协调组织$防灾减灾的应急管理能力#迎合旅游者日益增强的现代化信息服

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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