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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即可被旅游业利用的海洋文化旅游吸引物。基于这一原则，本文尝试提出海洋文

化旅游资源的特征、涵义和分类方案，还构建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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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公认，2l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是文

化旅游成为旅游大趋势的时期。在新世纪里，海

洋文化旅游作为一种新鲜的旅游方式正在悄然

兴起，并将快速发展。因此，正确认识海洋文化

旅游资源，是开发海洋文化旅游产品的基础工

作，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旅游

关于海洋文化的概念，国内外专家、学者的

提法众多，目前还尚未达成共识。笔者倾向于曲

金良教授的定义：海洋文化、就是有关海洋的文

化；就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

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

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

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悠久深远，人类在开

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

和物质成果众多，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

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

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

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

陆文化而言的，人类文化就是由大陆文化和海洋

文化组成的。

相较于海洋文化的直接创造主体——滨海

地域和海岛劳动人民，对更广大的长期生活在内

陆的民众而言，海洋是神秘莫测的，海洋文化博

大精深刺激着他们对海洋的探索欲望，导致他们

的海洋文化旅游活动。

于是，借鉴张国洪对文化旅游的定义，可将

海洋文化旅游定义为：海洋文化旅游是人们对海

洋或海洋文化的求知和憧憬引发的，离开内陆生

活环境，观察、感受、体验海洋文化，满足海洋文

化介入或参与需求冲动的过程。

二、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特征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海洋文化旅游者活动

的对象，除一般旅游资源都具有的共性之外，其

主要特征还包括以下四点。

1．人海互动性

海洋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创造的文化，而

海洋对人类文明模式的建构和发展，起的不但是

基础的而且是人海同构的作用，海洋文化旅游资

源是人海互动的产物。

泉州地区古厝民居屋顶脊线呈优美的月牙

形，两端弯曲翘起，出挑甚多，尾部尖细开叉，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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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燕尾称“燕尾脊”，其造型颇似古代泉州先民

所创造的一种首尾尖高的独木舟，表现出沿海居

民热情奔放、拼搏进取的人文性格。福州的民间

传统小吃“太平燕’啕海洋文化也有关联。旧时

福州去海外谋生当海员的人很多，他们在出行前

要吃一碗有完整鸭蛋的“太平燕”，取福州话里

“鸭卵”与“压乱”、“压浪”谐音的好意头，祈求行

舟之时风平浪静、“太平”、“平安”。后来吃“太平

燕”延伸为祈祷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乱”被压下

去了，成为福州人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亲友聚

别，民间家宴，必吃的一道美食。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既是人类在利用、开发海

洋的过程中创造出的海洋文化资源，也是人类能

动地适应海洋影响的反应。海洋影响着大部分地

区的气候条件和生存环境，由此影响到人类的劳

作与消费对象、方式、规律，影响着人类的观念、

信仰、思维方式，影响着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以

及语言、艺术和科技发明。

因此，人海互动性是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首

要的也是本质的特征，它也是判别海洋旅游资源

的依据之一。

2．海陆交互性

地球上的海洋与陆地是紧密相连、相互渗透

的。海洋与陆地相交的地域是固体与流体相互交

融的界面，海陆交互的不同形式造成了各地域海

洋文化的差异。例如，近海和滨海地域的人民所

创造的海洋文化有各自独具特色的本土海洋文

化形态，同时，交流沟通又使得各地区的海洋文

化既保持特色又相互影响。但是，海岛作为被海

水包围着的特殊陆地，却具有与大陆沿岸不同的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形态。

5．神秘探索性

在人类大多民族的观念里，什么最大?最大

莫过于浩瀚的海洋。什么最深?最深莫过于深不

见底的海洋。什么最神秘?同样莫过于海洋。什

么最吉凶难卜?也是莫过于海洋。什么最使人惊

心动魄、荡气回肠?恐怕也莫过于海洋。海洋基

质赋予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神秘的背景，这也正是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对人类颇具吸引力的原因。人

类和海洋共同谱写的文化传奇，对所有人类而言

都不可能是熟悉尽知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

的文化旅游资源都具有神秘而值得被探索的特

性。

4．开放交融性

人类文化的对外辐射和交流，尤其是异域异

质文化之间跨海的亦即跨国、跨民族、跨地区的

文化辐射与交流，都是依傍于海洋才发生的。海

洋文化旅游资源除表现本地域特色外，还体现出

强于大陆文化的开放交融性。

泉州传统建筑风格中花岗石和红砖砌就地

墙面以及色彩艳丽、精美豪华的细部装饰等特

征，都让人感受到西方文化中纤巧优雅的洛可可

艺术精神、古罗马红砖建筑坚实稳重的结构以及

阿拉伯建筑色彩斑斓的装饰的影子，多元文化对

这个海港城市的文化影响尽显其中。

三、海洋文化旅游姿源涵义

1．以载体形式存在的海洋文化资源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可供旅游业利用，能作

为旅游吸引物的那部分海洋文化。在资源形态

上，海洋文化资源既有物化形态的实在物，也有

非物化形态的模式和意境。但海洋文化旅游资

源，必然是附着于一定的有形实物或无形表现形

式之上的，是以海洋文化载体的方式出现的那部

分海洋文化资源。

例如，海洋意识文化，即人们对海洋世界的

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反映了人们对海洋的认

识，包括对海洋和人类的关系如何、如何开发利

用海洋资源、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认识。如果

单单作为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这类文化是

无法开发，无法作为旅游吸引物的。只有将人们

开发、保护、利用海洋资源的意识用人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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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产品、海洋设施等有形载体，或诗歌、民谣、

风俗、节庆等无形形式载体体现出来；才可能对

旅游者产生吸引，被旅游业开发利用。

2．海洋文化旅游的使用、消费、感知要素

海洋文化旅游是旅游者的一种行为过程，这

一行为过程应包括连续的三个阶段，即海洋文化

旅游动机促使海洋文化旅游需求的发生、海洋文

化旅游动机的实施、海洋文化旅游感受的形成。

所以。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应该是旅游者在这三个

连贯性的阶段中所需要的和所消费的各种海洋

文化旅游要素。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即是对旅游者

形成海洋文化吸引，为旅游者在海洋文化旅游过

程中所使用和消费并促使海洋文化旅游感受形

成的各类基本要素。

四、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分类体系结构

1．海洋旅游资源分类体系结构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完整的、成体系的海洋

文化旅游资源分类体系，本文提出一种体系供讨

论，如表1所示。

(1)体系结构多层次

本文借鉴2003年国家颁布的《旅游资源分

类标准》，将种类繁多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划分

为四个类型层次，由大类、主类、亚类和基本类

型构成。

(2)最高结构层次分为两大类

在最高结构层次上，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分为

海洋物质文化旅游资源和海洋非物质文化旅游

资源两大类。海洋物质文化旅游资源是以有形实

物形式存在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而海洋非物质

文化旅游资源是以口头或其他无形形式存在的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

(3)第二层次分为十种主类

在第二层次上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共分为十

类，其中物质文化旅游资源五类，非物质文化旅

游资源二类，比国标归纳的文化旅游资源主类多

了六个。主要变化在三点：

其一，将建筑与设施拆分为两个主类，扩充

海洋设施旅游资源的亚类和基本类型。

其二，增设聚落类。将极易吸引旅游者眼球

的潜在海洋文化旅游目的地，如渔村、滨海城市

等列入此类。

其三，增设海洋产业技能主类。人类在开发、

利用海洋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众多的海洋产业，

这些产业内部有其或代代相传、或与时俱进、推

陈出新的产业技能，它们是海洋非物质文化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大有被作为海洋非物质

文化旅游资源等待开发的潜质。

其四，将原本在国标中处于第三层次的人事

记录、艺术、习俗、节庆等亚类提高到第二层次，

为进一步详细细分这部分资源做铺垫。

(4)26种亚类及134种基本类型

本文的分类体系结合海洋文化特点，创新归

纳出多种亚类及基本类型。亚类层次主要创新点

有三：

首先，从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海洋文化设施

中选取了四类设施归人旅游资源。如海上、海底

酒店等非常规旅游住宿设施、豪华邮轮综合接待

设施；展现人类围海造地成就的工程设施；海洋

产业特殊生产设施以及海上交通设施。

其次，新增两类颇受旅游者欢迎的旅游资

源。一种是以文化整体目的地形式出现的滨海、

海岛城市、乡村聚落。以聚落形式出现的这类资

源是综合性的，它们以特殊的整体文化氛围吸引

着旅游者，是有别于城市、乡村中各建筑、设施

等单体旅游资源的海洋文化旅游重要吸引物。另

一种是风靡全球的海洋食品。随着海洋生物科技

的发展，人类对海洋物质的可食用利用研究正发

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类不仅大尺度扩展了海

洋食物的天然采集范围，还实现了提取海洋生物

精华制作保健食品的创举。人们对海洋食品的青

睐，以及海洋食品的地域特色，使它当之无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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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各地海洋文化旅游的主打旅游商品资源。

最后，本文的分类体系还首次将海洋民俗旅

游资源按其与经济、社会、信仰的不同关联度，

分别划归到三种亚类，以方便海洋民俗采风调查

的实际操作。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体系的基层分为134种

表l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分类表

大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从史前人类海洋
舢认人类海洋活动遗址从B贝丘文化遗址从c文物散落地从D受海洋影响原始聚落A海洋

活动遗址遗迹
文化遗

址遗迹 AB社会经济文化 ABA海洋历史事件发生地ABB海防海战军事遗址ABc海洋宗教信仰废弃寺庙ABD废弃海洋产品

活动遗址遗迹 生产地ABE航海交通遗迹 ABF滨海废城与聚落遗迹ABG海岛废城与聚落遗迹ABH沉船遗迹

B从海洋教学科研实验场所BAB滨海康体游乐休闲度假地BAc海岛康体游乐休闲度假地BAD
BA海洋综合 海洋宗教与祭祀活动场所BAE海洋文化活动场所BAF海洋建设工程与生产地 BAG社会与海洋

人文旅游地 商贸活动场所BAH海洋动物与植物展示地 BAJ海防军事观光地BAJ海上边境口岸 BAK海洋

景物观赏点 BAL海上体育项目基地 BAM海洋文化主题公园

B BB海洋人文

海 单体场馆
BBA海洋文化陈列博物馆BBB海洋主题歌舞剧院

洋 BC海洋宗教文化 BcA海洋宗教塔形建筑物BcB海洋宗教楼阁 Bcc海洋宗教石窟BcD海洋文化摩崖字画BcE海

建 建筑与附属型建筑 洋文化碑碣(林)BcF海洋文化建筑小品

海 筑 BD海上

洋 交通建筑
BDA海港渡口与码头BDB跨海大桥BDC海底隧道

物 BE海上

质 水工建筑
BEA海堤BEB海塘

文 BF归葬地 BFA海洋名人归葬建筑BFB海洋特色归葬建筑

化 CA海洋旅游

旅 接待设施
c从海上酒店CAB海底酒店CAC邮轮

游 CB围海造地 cBA人工海岛cBB海上农田 cBc海上盐田 cBD海上油气田 cBE海上电站cBF滨海砂矿

资 C 工程设施 cBG海上工业基地CBH海上农业基地cBI海上贸易基地cBJ海上渔业基地

海
源

洋 ccA海洋渔业生产设施ccB海洋盐业生产设施ccc海洋交通运输业生产设施 ccD海洋油气业

设 cc海洋产业 生产设施CcE海洋船舶工业生产设施ccF海洋生物医药业生产设施CcG海洋工程建筑业生产
施

生产设施 设施ccH海洋化工业生产设施 ccI海水综合利用业生产设施 c廿海滨砂矿业生产设施ccK

海洋能利用业生产设施

cD海上交通设施 cDA灯塔cDB船舶cDc重要航标

D
DA滨海、海岛居 D从海洋传统与乡土建筑DAB海洋文化特色街巷DAC海洋文化特色社区DAD名人故居与历史

沿 住地与社区 纪念建筑DAE海洋行业会馆DAF海洋文化特色店铺DAG海洋文化特色市场

海
聚 DB滨海、海岛城市 DBA滨海现代城市DBB海岛现代城市DBc沿海渔村DBD滨海和近海历史文化名城DBE滨海
落

与乡村 和近海古集镇

E海洋 EA海洋食品 E从天然采集海洋食品EAB初加工海洋食品队c深加工海洋食品
旅游

商品
EB海洋工艺工业

品
EBA海洋材质手工产品与工艺品EBB海洋原料日用工业品EBc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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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大类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F海洋 FA海洋人物 F从古代海洋文化名人FAB近代海洋文化名人FAc现代海洋文化名人
人事

记录 FB海洋事件 FBA古代海洋文化历史事件FBB近代海洋文化历史事件朋c现代海洋文化历史事件

GA海洋文艺团体 GAA专业海洋文艺团体G柚业余海洋文艺团体
G海洋

海 艺术 GB海洋文学 GBA口头海洋文学GBB书面海洋文学作品GBc海洋美术作品 GBD海洋舞蹈作品 GBE海洋音

洋 艺术作品 乐作品

非 H H从海洋生产劳作习俗mB民间交易习俗HAc饮食习俗姒D特色服饰HAE居住方式HAF
海

HA海洋经济民俗

物 海洋产业行业特殊节庆仪式
洋

质 民 HBA家族亲族民俗HBB人生礼仪习俗HBc民间社交民俗HBD民间节庆HBE民间演艺 HBF

间
HB海洋社会民俗

文
民间游艺活动与赛事 HBG庙会与民问集会

习

化 俗 Hc海洋信仰民俗 HcA海洋信仰宗教活动

旅 I海洋

游 节庆
n海洋现代节庆 I从海洋旅游节IAB海洋文化节 IAc海洋商贸渔事节IAD海洋体育节

资

源 J
JA海洋产业 J从海洋渔业传统技能”B海洋盐业传统技能JAc海洋交通运输业传统技能JAD海洋船舶工业

海
特殊传统技能 传统技能JAE海洋工程建筑业传统技能JAF海滨砂矿业传统技能JBG海洋能利用传统技能

洋

产 JBA海洋渔业现代科技JBB海洋盐业现代科技JBC海洋交通运输业现代科技JBD海洋油气业现

业 JB海洋产业 代科技JBE海洋船舶工业现代科技JBF海洋生物医药业现代科技 JBG海洋工程建筑业现代科技
技

现代科学技术 JBH海洋化工业现代科技JBI海水综合利用业现代科技JBJ海滨砂矿业现代科技JBK海洋能利
能

用现代科技

基本类型，较国标人文类旅游资源基本类型多

54种，分类更细致。

2．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分类体系特点

(1)展现海洋文化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

本文的分类体系依据性状，即海洋文化现存

状况、形态、特性、特征划分旅游资源，将可供旅

游业开发的，历史的、现在的及未来的海洋文化

资源都判定为海洋文化旅游资源。

(2)强调非物质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地位

与旅游资源的国标相比，海洋文化旅游资源

分类更加突出了非物质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重

要地位。本体系共归纳了5个非物质海洋文化旅

游资源主类、10亚类以及49个基本类型，从较

全面的角度构建了海洋非物质文化旅游资源体

系。

(3)体现海洋产业要素的旅游资源价值

旅游业界已经认识到工业、农业等产业的生

产设施、传统技能、现代科技等产业要素是可被

开发利用的新型旅游资源，同样，庞大的海洋产

业体系将成为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重要后备力

量。本文充分考虑到海洋产业的旅游资源功能，

将海洋产业物质生产设施及非物质生产技能都

涵盖到分类体系中。

(4)确立部分旅游媒介物的旅游资源属性

旅游媒介物是旅游活动的凭借物，通常包括

交通设施、住宿设施、娱乐设施、购物设施等。一

般情况下它们不是吸引旅游者前往该地旅游的

最根本的要素。因此多数旅游资源分类体系未将

其纳入旅游资源的范畴。但是，在本文的分类体

系中，笔者认为，一些特殊的海洋旅游接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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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诸如海上酒店、海底酒店、邮轮，由于显示出

除其本身接待功能之外的观光、探奇等特性，已

经明显异化为旅游对象，可为旅游业利用，因此

应属于海洋文化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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