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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观台森林公园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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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了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概念,构建了一个 两翼对接 模式。在广泛野外调查的基础上, 依据上述理

念和开发模型, 针对楼观台国家森林公园的景观资源特征, 对其深层生态旅游开发进行了系统设计。具体而言,重

点突出了自然山水、生物景观和道教文化三方面设计,揭示了三大类 60个景物的生态文化主题,设计了相应的开

发展示模式和游客生态体验方式。其目的在于,提高森林公园生态文化的展示水平和加深旅游者的生态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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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产品和旅游组织方式, 生态

旅游在上世纪 90年代传入我国后,很快获得了旅游

管理部门、经营者和游客的认可而风靡业界。现在

我国生态旅游区的主要类型包括了海洋、山地、沙

漠、草原、热带动植物等,生态旅游产品涉及了观鸟、

野生动物旅游、自行车旅游、漂流旅游、沙漠探险、保

护环境、自然生态考察、滑雪旅游、登山探险、香格里

拉探秘游、海洋之旅等十大类,向世界推荐开展生态

旅游的森林公园 119个, 《世界遗产名录》中有中国

的风景名胜区 7个、生物圈保护区 19个、植物园 11

个,旅游方式包括了游览、观赏、科考、探险、健身、狩

猎、垂钓、田园采摘及生态农业主体活动等, 呈现出

多样化的格局。但纵观现有生态旅游区开发建设的

理论和实践,无论是从旅游者动机和行为出发,强调

生态旅游的自然属性,还是从旅游认知和责任感出

发,强调生态旅游的环境教育功能和对风景资源、自

然生态的保护, 抑或是从生态旅游开发的目标和方

式出发,强调自然景观的 适度开发 和生态旅游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都仅仅触及了生态旅游

开发的某个或某些侧面, 其相应的开发模式也就未

能完全展示生态旅游全面的深层价值。有鉴于此,

本文在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概

念和相应的开发模式, 并以此为据对陕西省楼观台

国家森林公园的深层生态旅游开发进行了全方位的

探讨,力求从理论到实践对生态旅游开发作一全新

解构,并希望对其他山地生态旅游区的开发建设有

所启发。

1 深层生态旅游的概念与开发模式

我们认为: 生态 具有自然和文化的双重属

性,从前者看,生态旅游必须以旅游区高质量的生态

环境为依托、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区域进行, 对游客的

身心具有康健功能,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人地关系

的和谐,从后者看, 生态 也是一种体验文化和生

存智慧。正是在这两个意义上,生态旅游有深浅层

次之分。浅层生态旅游是在自然区域进行的以不破

坏资源环境为行为底线的旅游, 旅游形式以观光休

闲为主,多具有娱乐、游玩和享受的性质,对自然知

识、历史文化和生态体验要求较低,人地关系也只在



较低的层次上达到了和谐; 深层生态旅游是提高层

次的科普旅游、文化旅游、体验旅游, 追求对自然知

识、历史文化、生态体验的深度获取, 以此形成 师

法自然、天人合一 的生态智慧, 并使人地关系的和

谐融洽上升为整个生态旅游系统的和谐 共赢 。

在实践层面上, 深层生态旅游对应着学习型社会和

体验旅游,强调了景观生态文化的挖掘展示、游客的

生态感知与生态体验,经营者则要尽量做到以人为

本、关爱旅游者, 重点突出和充分展示旅游区的生态

文化内涵,让自己开发的生态旅游产品物有所值, 从

而满足旅游者对于生态文化和生态体验的需求。从

上述意义上讲,从浅层到深层生态旅游,就是生态文

化更丰富的展示、游客的生态体验和感受程度逐渐

提高、旅游收获逐渐加大、生态旅游系统协调发展、

由 单赢 向 多赢 逐渐转进并带动区域经济和社

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从而旅游方式也由单纯的在生

态环境优美的区域进行的自然观光向生态文化的体

验与感受方向发展。为此, 我们必须借鉴生态旅游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注重生态科技的广泛使用, 包

括生态环境检测与保护技术、高科技生态旅游解说

系统、生态环境信息化建设等,以营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荣的优美的生态环境, 用生态科技为深层生态旅

游开发提供操作平台。

目前,我国森林公园的生态旅游开发大多数处

于较浅层,旅游景点开发带给旅游者的仅是良好生

态环境、优美的自然景观,游客的旅游活动尚限于休

闲观光等较低层次,远未达到生态旅游开发的深层

水平。基于以上认识,深层生态旅游开发,一方面要

充分挖掘和展示旅游区的生态文化, 满足旅游者对

生态文化和生态体验的需求,强化环境认知教育, 以

适应学习型社会和体验旅游的要求, 促进人类生态

智慧的发展;另一方面促成生态旅游系统各要素之

间的相互协调, 缓解各种利益所有者之间的冲突与

对立,促进经营者和旅游者的双向互动及多种责任

的落实,以达成旅游系统的高效和谐和旅游产业可

持续发展。深层生态旅游开发是生态保护与旅游经

济的有机结合形式,它体现了人类社会生态文明的

发展和人们的旅游文化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由观

光休闲向文化体验的演进, 它与体验性学习、知识经

济和学习型社会相适应, 是体验经济的时代背景在

旅游开发方面的一种反映, 是更深层次的旅游形式,

使旅游文化和旅游价值的内涵有所加深。

为达成上述目标, 同时也针对浅层生态旅游开

发中的常见弊端, 我们从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角度,

构筑了深层生态旅游基于文化体验的 两翼对接

模式 (图 1)。如图 1所示, 从经营者的景点文化开

发到旅游者的生态体验获取, 两翼 对接在深层生

态旅游开发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中, 经营者

的景区景点开发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①适宜的

景观开发和美化; ②最佳的景观生态文化展示;③对

游客的关爱服务和对社区的贡献。旅游者的生态旅

游活动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①景区生态文化的

感知与体验; ②对景区资源环境的保护与责任;③对

社区文化的认同和对发展的贡献。以往的旅游活

动,由于忽视了生态文化的认知和游客生态体验的

获取,致使旅游需求满足程度不足,旅游者感受和体

验效益下降, 产生了旅游者抱怨;由于忽视对景区资

源环境的保护和责任, 破坏了景区的旅游资源和生

态环境, 人地关系的和谐更无从谈起, 产生了旅游地

社区对旅游活动的抵触, 影响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通过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 两翼对接 模式, 促

进了生态旅游系统的和谐度不断提高和景区生态文

化展示及旅游者生态体验的不断加深,从而推动了

生态旅游向更高层次的文化体验和系统协调转化。

我们认为,深层生态旅游开发将标志着生态旅游正

在逐步摆脱传统的生态观光与休闲模式, 向着 21世

纪深层的生态文化与体验为主体的方向发展。

图 1 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 两翼对接 模式

F ig. 1 Them ode l of connecting the tw o w ings of

deep eco tour ism deve lopm ent

深层生态旅游开发成败的关键是游客生态体验

的获得。所谓 体验 是主客体通过相互作用创造难

忘经历的过程。在旅游活动中景区是舞台,景观资源

和游览项目是道具,生态科技是支撑条件,围绕着游

客的观赏游览、参观学习和参与见闻创造值得游客回

忆的经历即为体验旅游。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

景名胜区不仅是环境优美的地段,更包含着地球历史

演化、生物生态进化及人文历史活动丰富的内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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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历史文化学习的博物馆和

实验室,因此,其旅游开发也绝非是呆板的景物观赏

和泛泛的休闲放松。要使游客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千奇百怪,自然选择的精巧和生物进化的

多样性,历史文化的久远与博大精深。自然历史与生

态文化的深层挖掘、巧妙展示和生态旅游的参与性、

体验性是必须予以妥善规划。旅游景区生态文化的

可识性 (U nderstandable)、易感受 ( Impressive)和参与

性 ( Participatory)是深层生态旅游开发的核心,也是促

进游客生态文化感知、增强和丰富生态体验获得的关

键。同时,随着学习型社会和体验性旅游的兴起,游

客的生态旅游活动已不满足于浅层的观光休闲,而希

望通过全身心多方位的参与,充分认知和感受自然历

史和生态文化, 将每次的生态旅游看成身心放松、知

识学习、精神快乐、境界提升的过程。楼观台森林公

园的自然山水资源、生物资源和道教文化资源十分丰

富,完全可以通过深层生态旅游开发得到更完美的展

示和更深刻的体验。

2 楼观台森林公园概况

陕西楼观台国家森林公园,位于秦岭北坡中段

的周至县境内, 距西安市区 70 km。森林公园区位

优越, 北有环山旅游公路通过, 北有西宝南线的 310

国道, 西有 108国道,南有户 (县 )莱 (子坪 )公路, 园

内有旅游公路与林区简易公路 6条 70 km, 游客可

达性强。森林公园开发历史较长, 1982- 02批准建

立,是中国西部第一个省级森林公园, 1992 - 07晋

级为 国家森林公园 ,经营面积 27 587 hm
2
,规划为

东楼观、西楼观、田峪河、首阳山和木子坪五个大区,

共有 12个小景区、200余处景点,是自然山水、森林

景观、人文历史融合俱佳的旅游胜地。自森林公园

建立以来,森林生态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 2004年

接待国内外游客 15. 6万人次, 直接生态旅游效益

1 872万元。与此同时, 公园在动植物繁育、生态环

境保护、带动社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

用,是陕西省文明森林公园和西安市十大最佳景观

之一, 多次被评为西安旅游 三优一满意 单位。但

是,目前生态旅游开发还限于初级阶段和较低层次,

表现在旅游开发还仅限于东楼观, 对森林公园的生

态文化挖掘远远不够,旅游活动也仅停留在休闲观

光的层面上,游客的生态体验还相当肤浅。同时, 生

态旅游业的经济效益还有待提高, 2004年人均园内

消费只有 120元,远远落后于美国、意大利等国同类

的森林公园的经营业绩,旅游产业结构远未合理, 产

业链短小而初级, 旅游业的乘数效应发挥不足,对社

区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小, 甚至于引起了旅游景区和

当地社区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如何推动森林公

园的生态旅游向深层次发展, 充分发挥森林公园环

境教育价值和生态游憩价值, 加深游客的生态文化

知识感知和生态体验, 实现生态旅游系统的 共赢

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自然山水资源的深层生态旅游开发

楼观台森林公园地形险峻, 奇峰怪石千姿百态,

秦岭褶皱构成了楼观台复杂的地貌形态。低山区是

侵蚀切割形成的梁岗状黄土台塬,层叠连绵、古木参

天,第一山、翠微峰、炼丹峰等, 远望如凤凰展翅; 中

山地段海拔 1 200~ 2 600m,因褶皱断裂形成峡谷,

悬崖绝壁、峰峦叠嶂,山势险峻、石峰林立, 秀山翠峰

立于白云之上, 苍鹰雄叫盘旋绝岩其里; 四十里峡,

天高一线,幽谷含秀,木子坪、金牛坪等,一派山村田

野风光, 龙王潭、阎王潭等, 形态各异, 游赏价值颇

高;高山顶部,地势开阔平坦,有第四纪冰川遗迹, 寒

冻风化及冰冻冰融作用强烈,形成千姿百态的石河、

石槽、乱石窖等冰川遗迹景观, 旺子沟古溶洞、首阳

山五彩石、高山草甸等,景象万千,神秘莫测,登上海

拔 2 992 m的光头山, 雄伟壮观: 或红日喷薄, 或太

白积雪,或羚牛闲食, 悠然一派人间仙境,俯瞰秦川

大地,田园如画。山雄峰奇,水秀谷幽,霞彩云逸, 是

开展生态旅游的理想场所。

园区属湿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 自然水体

景观有野牛河瀑布、仰天池、洞宾泉、龙王潭、闻仙

沟、田峪河等,青峰碧水, 风光绚丽, 著名的金林峡、

兴凤峡、四十里峡,号称 田峪三峡 , 褶皱断裂十分

发育,谷幽水急,人迹罕至, 空气清新。园内东、西楼

观均蕴藏有地热水资源, 丰富的硫酸重碳酸钠型地

热水,富含 18种有益人体矿物成份, 使楼观台森林

公园成了温泉沐浴的理想场所,温泉水井深 > 1 700

m,水温 38~ 42 ,日出水量千吨,可供游人沐浴、疗

疾、游泳、垂钓。针对森林公园上述山水景观, 从景

区生态文化挖掘和游客生态体验获取的 两翼对

接 模式出发,各景点深层生态旅游开发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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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资源的深层生态旅游开发

楼观台森林公园生物区系具南北交汇、东西兼

容的特点,其自然生态环境良好, 生物资源丰富, 是

一座巨大而珍贵的绿色宝库。从植物资源角度看,

公园风景林面积 18 652 hm
2
(另有实验林场 40 000

hm
2
), 森林植物 2 000余种, 森林总覆盖率 77. 8%。

虬劲苍桑的古木,挺拔雄健的青松,绚烂的大片高山

杜鹃, 名目繁多的奇花异草,郁郁葱葱的森林环境,

构成了优美的森林植物景观, 被称为 天然植物

园 ,令无数游人留连忘返。公园内生物垂直带谱

明显,季相变化万千: 春天层山绿秀, 嫩柳含烟,百花

争艳;炎夏群山凝翠, 苍山秀水, 清爽宜人;金秋层林

尽染, 满山红遍, 美不胜收; 隆冬 三友 斗雪, 娇娆

迷人, 涉趣无尽。人工营造的有 101个品种的 百竹

园 ,拥有翠竹林 200 hm
2
, 是世界上纬度最高的竹

种分布地,也是中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多的竹类

植物依存和培育基地, 可供游客观赏、鉴别和采购。

园内野生植物和古树名木, 区系古老、成分复杂、交

错分布。名木花卉 300余种, 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稀濒危植物有 21种, 其中,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红

豆杉,第三纪的古老孑遗植物, 第四纪幸存的 活化

石 银杏、鹅掌楸等。具有较大科考与开发价值的

经济植物达到 750余种,如太白红杉、云冷杉、银杏、

山臼树、青檀、领春木等。此外, 还遗存历代古树名

木共 53株,其中千年以上 16株,百年以上 36株, 均

为稀有罕见名木, 如 银杏抱桑 、老子系牛柏 、

三鹰柏 等; 此外,还有草原景观光头山草甸等。

从动物资源角度看,野生动物种类繁多而珍奇,

区内繁衍栖息的有脊动物达 23目、59科、220种, 无

脊动物 42种, 属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级珍稀野生动

物有 27种,其他类别 7种,拥有大熊猫、金丝猴、羚

牛、朱鹮四大国宝和褐马鸡、金毛扭角羚等珍禽异

兽,素有 野生动物乐园 的美誉。 1998年建立了

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繁殖研究中心 , 并建成了建

筑面积为 2 555. 1 m
2
的珍稀动物保护中心, 与此同

时,形成了珍稀动物观赏区 珍兽馆。目前 珍

兽馆 存栏各种珍稀野生动物 143多只 (头 ), 形成

了不可多得的珍稀动物游览景区,是观赏珍稀野生

动物,学习有关繁育、饲养技术的实验场。楼观台丰

富的生物旅游资源,为森林公园的深层生态旅游开

发提供了条件,其五大区 19个景点深层生态旅游开

发方案如表 2。

表 1 森林公园自然山水资源的深层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Table 1 The deep eco tour ism deve lopm entm odels o f the natural moun tains and w ate r o f fo restry Park

景区 景物景点 生态文化主题 深层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东楼观景区
闻仙沟、龙瑞泉、翠微峰、

炼丹峰、石楼山等

秦岭低海拔山间溪流、碧波深潭、

山地生态系统及地热温泉

山间溪流和山地生态科考, 构建解说标志牌,开发山地

自行车、温泉沐浴、游泳、观赏鱼温泉养育、定向越野、徒

步登山、冬季滑雪、雪地摩托车等

西楼观景区
龙王潭、碧玉潭、鹫峪河

谷、运动沟等

秦岭中海拔山间溪流、瀑布及山地

生态系统

山间溪流潭水生态科考, 开发垂钓、高台跳水、定向越

野、山地自行车、登山、野营训练、攀岩等项目

田峪河景区
金林峡、兴凤峡、四十里

峡、金牛坪、野牛河等

秦岭中海拔山地峡谷、飞瀑、溪流、

群峰生态系统

休闲度假、避暑疗养、游泳、戏水、登山、山地自行车、峡

谷间滑索运动、独木舟、橡皮艇等水上运动项目、野外高

台跳水、野营训练等

首阳山景区

首阳天池、首阳山、观音

山、秦岭云海、石河、石槽、

石窖等

秦岭高海拔高山湖泊、秦岭中、高

海拔山地风光和气象奇观、秦岭山

区第四纪冰川遗迹景观

摄影、高山生态科考 (生态系统解说标志牌 )、开发野营

训练 (闭合式山间小道 )、开展滑板、荡舟、垂钓和各种

冰上项目及定向越野、登山、攀岩等

木子坪景区
光头山、旺子沟溶洞、光头

山草甸

秦岭北坡高海拔山地和高山溶洞

风貌及森林公园最高峰

高山生态科考,开发摄影、野营、登山、探险、溶洞科考、

避暑、定向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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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森林公园生物资源的深层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Table 2 The deep ecotour ism deve lopm entm ode ls o f the liv ing th ings resources o f the Fo restry Park

景区 景物景点 生态文化主题 深层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东楼观景区

百花园、百竹园、珍兽馆、

珍兽放养园、说经台古树

名木

秦岭名贵花木 300余种、中国北方高纬度

多种竹类生存和培育基地、西北最大的野

生动物养育观赏园地、大熊猫、金丝猴、羚

牛等珍贵兽类野化放养地、160~ 800 a的

古树近 300株

赏花、竹,养花、养竹知识培训,名花、名竹认养、

选购,珍禽异兽命名及认养、生态习性科考、秦

岭地区珍禽异兽知识学习等,珍贵兽类野外生

活科考,远距离小群体观察和摄影等,设立标志

牌,古树名木认养,森林生态科考和摄影等

西楼观景区
龙王潭林区、枫杨、金钱槭

林、四方台草甸

秦岭北坡中海拔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天然

林保护区,珍贵野生树木、花期时野趣无限

林间小径森林生态科考,开发森林浴场休憩漫

步、树顶空中走廊、树木花草摄影、定向越野、登

山、野营、攀岩等

田峪河景区
金牛坪、老矶沟、东河中上

部、亚高山草甸

金丝猴、羚牛等出没、辽东栎、太白红杉、红

桦、冷杉等原始森林和箭竹、杜鹃等

拟建楼观台森林公园自然博物馆开展科普教

育、开发摄影、乘热气球空中观赏森林、越野、野

营、悬挂滑翔运动等

首阳山景区
杜鹃峰、熊岔沟五彩藤廊、

高山草甸

秦岭北坡中、高海拔森林生态系统、千亩杜

鹃、羚牛、金毛扭角羚、金丝猴等出没、桦树

林、红豆杉等、猕猴桃等藤本植物的绿色长

廊

高山森林生态 (开发闭合式山间小道数条 )、珍

稀树种和藤本植物科考、开发野营、登山、森林

浴场休憩漫步、树顶空中走廊、绿色农业采摘

节、摄影、定向越野、悬挂滑翔运动

木子坪景区
光头山植被、色草湿地、珍

贵动物、光头山草甸

秦岭北坡植被垂直带谱、千亩色草沼泽地、

羚牛、大鲵、锦鸡、黑熊、红腹角雉、水獭、白

冠长尾雉等出没于森林公园最高峰

高山植被垂直分布生态科考、秦岭高山湿地生

态科考、珍禽异兽野外生活暨生态环境科考、开

发乘热气球、悬挂滑翔高空俯瞰、野营、摄影、定

向越野等

5 道教文化的深层生态旅游开发

楼观台历史悠久, 人文古迹众多, 是我国道教发

祥地和 祖庭 圣地。古楼观始于西周, 建于秦汉,鼎

盛于唐,迄今约有 3 000 a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道教

宫观,素有 天下第一福地 之美誉。尤以西周昭王

时,尹喜迎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道教始祖老

子李耳来楼观台讲授道德经五千言而名著天下。魏

晋以后,楼观台成为我国北方道教中心,吕洞宾、韩湘

子等在楼观台隐居求道,自西周穆王起历代帝王在此

祭祀老子等络绎不绝,尤以唐高祖李渊追念老子为远

祖,大力倡道,使楼观台在唐代达到鼎盛,现存文物古

迹、遗址 50余处,碑石 170余通。如说经台、炼丹炉、

吕祖洞等都是驰名中外的古迹,与炼丹峰、大陵山、吾

老洞、龙王潭、首阳山、观音庙等组成了解和学习道教

文化的 博物馆 , 使游客在宫观建筑的徜徉、道教文

学艺术欣赏中领悟到道文化的真谛。

山以文传, 文以山载 。对于人文景观观赏而

言,楼观台历史传说悠久、名人轶事繁多、道教文化

深厚、见物思人念古, 构成了森林公园道教文化旅游

资源的主体。此外,大秦寺塔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古栈道、古悬棺遗迹令森林公园平添神秘色

彩,当地的地方民俗也为森林公园增添了鲜活的时

代气息。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为楼观台森林公园的

深层生态旅游开发注入了丰富的内涵, 从 两极对

接 模式出发, 楼观台各文物景点深层生态开发如

表 3。

6 结语与展望

楼观台森林公园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 且西有

太白山森林公园、五丈原旅游区和天台山森林公园,

北有乾陵、昭陵、法门寺游览区, 共同组成了陕西西

部旅游线,产业关联度和积聚度较高, 经过十多年建

设,景点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旅游产业链

得到了初步彰显, 已基本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六

大要素配套成龙服务体系, 尤其是在景点的文化美

学展示,自然生物知识获取, 生态环境教育, 提高游

客的参与性、活动性和旅游者生态体验方面堪称西

北之最, 已成为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疗养避暑、探险

考察、科研教学、议事开会的名胜景区,是陕西省文

明森林公园和西安市十大最佳景观之一。若能辅以

深层生态旅游的开发模式, 旅游经营者注重旅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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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文化的展示,旅游者加深旅游感受和体验,并在

旅游业发展中注意旅游目的地社区的参与和发展,

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旅游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 以此促进旅游活动中各要素的和谐,则必能

大大提高森林公园的游憩价值, 使其生态旅游开发

不断向深层推进。

表 3 森林公园道教文化资源的深层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Tab le 3 The deep eco tour ism deve lopm ent models o f the Dao ism cu lture o f the Fo restry Park

景区 景物景点 生态文化主题 深层生态旅游开发模式

东楼观景区

宗圣宫、三鹰柏、说经台、

老子祠、上善池、希声堂、

大秦寺塔遗址暨《大秦景

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吕

祖洞、玄帝庙

周函谷关令尹喜迎请老子讲授《道德经》、

开启道家学说、历代帝王祭祀老子之地,唐

四大基督教堂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01年入选《世界纪念性建筑保护名

录》,相传吕洞宾修炼成道之地

修复宗圣宫、举办年度道教文化主题研讨会、出

版文集,拟建楼观台中国文化博物馆、展示道教

文化与源流、定期吟诵讲座,在博物馆中设基督

教专题,展示基督教与中国道文化互动关系,并

设八仙文化专题、展示民间八仙崇拜

西楼观景区
大陵山、老子墓、吾老洞、

尹喜墓、徐甲墓、老子祠

相传老子升仙、埋葬、珍藏头盖骨之地、周

围有祭祀老子与道教众神的殿宇、古建 20

余处

定期开展老子祭祀活动、在博物馆举办民间崇

拜展示及学术讲座、展示道文化楹联碑刻并销

售复制品

田峪河景区
元始台、仰天池、十老洞、

湘子栈道、悬棺崖

元始玉清宫遗址与天尊故里、天尊墓构成

道教元始天尊文化区, 道教史上 田谷十

老 修道之处,栈道是中国古代山地交通奇

观,悬棺是古代墓葬制度的奇葩

展示与元始天尊文化有关的文物、开发相关产

品,开发仰天池庙会、体验当地民间工艺, 举办

楼观道教学术地位研讨、展示其源流,修复部分

栈道,体验山地栈道行走与运输,开发攀岩悬棺

科考

首阳山景区
首阳山及庙宇、观音山丛

林、红孩洞、圣水泉

商末伯夷、叔齐不食周栗、饿死首阳山之

处、中国历史名山,道教祭祀太白三神和观

音的庙宇群,西游记红孩儿故事发生地

整理历代咏吟伯夷、叔齐的诗歌结集出版、咏

吟,开发太白神庙会、体验当地民风民俗, 开发

观音山庙会、展示民间观音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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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M odels of Deep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LouguantaiNational Forestry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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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 tion of deep ecotourism deve lopmentw as put forw ard and a model o f connecting the tw o w ings

w as estab lished. Based on the ex tensive field investigation asw ell as the aforement ioned not ion andmode,l the sys-

tem atic design of deep eco tourism deve lopm ent of Louguanta iNational Forestry Park w as also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its tourist resources. To be exac,t the design of the natura lmoun tains and w aters, liv ing things

and Daoism cu lture w as stressed, thus theeco-cu lturalmean ings of the 60 scenic spots ou t o f 3 ca tegories were re-

vealed, and the correspond ingmode of deve lopm ent and exhibition asw e ll as the experiencingmanner for the tour-

istsw ere designed, for the purpose of upg rading the exhib it ion leve l of the eco-culture and the sensitivity level of

the eco-experience o f the tourists.

Key words: forestry park; deep ecotourism developmen;t eco-cu lture; eco-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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