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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南具有很好的中医药旅游资源，并且在开发利用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但目前湖南中医药旅游资源的开发缺乏品牌效

应，管理混乱、人员素质不高、中医特色不凸显、对外宣传不足。为了加速湖南中医药文化旅游的发展，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

养专业人才，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品牌，打造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中医药旅游多种模式，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旅游在湖南旅游产业

中的地位，促进湖南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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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上起先秦，下至民国，丰富的中

医论著和医史记录以及人物传纪积累至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湖南中医药旅游资源的灵魂所在。但是，目前湖南中医药

文化旅游没有充分发挥已有优势。充分利用湖南中医药文化资

源优势，研究湖南中医药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将促进湖

南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促进湖南地方经济的积极发展。

1 加强宣传、形成品牌

1.1 媒体宣传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

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1]。在消费者的观念中，

中医药是安全、绿色、卫生、无副作用的。随着人们环保健康意

识的加强，绿色产品已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已在消费者心目

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医药以天然的动植物为原料，其

组成多为有机质的蛋白质、氨基酸、生物碱、鞣酸等，与人体的

结构相类似，很少破坏和干扰人体正常的生理活动，符合世界

发展观转向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潮流，医疗保健观转向提

高自身免疫力和整体医疗保健的潮流[2]。可以对湖南中医药旅

游资源进行广为宣传，提高知名度。

目前，湖南拥有 " 电视湘军 "、" 出版湘军 "、" 报业湘军 "、" 动

漫湘军 " 等一批风靡全国的文化品牌。尤其是湖南媒体享誉全

国，拥有全国顶级的宣传平台，在海内外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观

众，因此可在这些方面加以充分利用。如利用湖南卫视对湖南

中医药旅游资源进行专题报道和跟踪采访，将会引起国内外较

大的关注度。报纸如《潇湘晨报》、《三湘都市报》等在省内影响

很大，也可以利用报纸这个传媒对于湖南中医药旅游资源的开

发进行互动性的讨论，集思广益，收集一些民众的好的提议，也

引起民众对参与湖南中医药旅游的兴趣。例如在报纸上开展讨

论，引发民众对纪念 " 药王 " 的 " 药王节 " 活动或神农节的兴

趣。民间纪念 " 药王 "，祈求终生平安无疾。但药王节并不为广

大民众所知，可以通过在报纸上刊登一些专题讨论引发民众热

情。开发诸如养生节、中医旅游节等节日，以此来大作宣传。
除了新闻媒体宣传外，影视宣传也是一个重要渠道。2007

年，以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为题材的红色偶像剧

《恰同学少年》在央视首播后，全国上下激起了一股新的毛泽东

热和一师热，更为湖南第一师范带来了旅游文化热。借助于《恰

同学少年》的影响力和品牌传播，湖南第一师范旅游品牌的创

建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3]。这便是影视宣传带来的结果。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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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制作药王孙思邈、医圣张仲景之类的影视剧集，在讲叙人

物生平时巧妙而生动地将中医药文化内蕴其中，相信一定会引

起人们的兴趣。湖南卫视的播出剧与自制剧的收视率一向是全

国翘楚，因此，如制作类似于宣传推广湖南中医药文化的影视

作品，也可考虑通过湖南卫视播出。
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央视百家讲坛的方式，在湖南教育电

视台、长沙政法频道等电视讲坛上对大众进行深入浅出的湖南

中医药文化教育。另外中医药学中的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辨
证论治、整体观念等理论，可以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层次，因此可

大量邀请湖湘中医名家、大家，阐释湖湘中医文化，倡导关注大

医精诚等中医理念，融入湖南中医药独有的医疗方式和养生保

健手段，结合并结合现今的湖南旅游自然资源和湖南中医药优

势进行讲解，让民众感觉中医药旅游趣味盎然且意义非凡，从

而在深度上扩大其影响力。
1.2 形成品牌

品牌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是十分重要的。没有文化的旅游是

没有灵魂的旅游，而特色旅游文化品牌更是其他旅游产品不可

模仿和复制，具有垄断性[4]。目前，虽然我国中医保健游已开拓

了部分市场，但尚处于混乱、无序发展状态，且规模普遍较小，

各地富有特色的中医门派尚未充分发掘，也未开发出满足旅游

者个性化需求的配套产品。而湖南的中医药旅游更是处在刚刚

起步的一个阶段，很多设施都还不完善，理念也还未成系统，还

处于 " 在路上 " 的状态，因此，湖南中医药旅游品牌的建立更

需要政府的宏观指导及旅游业界、中医业界等相关行业的共同

努力。" 中医药 + 旅游 " 的合作模式要继续加强，湖南各地要结

合当地医学流派、旅游资源特色建设一批集医治康复、养生保

健、观光休闲、娱乐等为一体的中医保健旅游点，积极开拓中、
高档医疗保健旅游市场，以形成旅游品牌。

湖南中医药旅游资源在分别进行开发的同时，需要注意开

发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能做到相互呼应，在打造大品牌的同时，

又需精心打造和营销各个景点的小品牌。小品牌能合之为一成

为一个完整的大品牌 " 湖南中医药旅游 "，大品牌能化整为零

成为各地的小品牌。" 红色旅游 " 倡导者奥普兹说：" 发展旅游

必须有一个整体形象。这个形象是某个区域内各种旅游产品特

色的高度概括。鲜明、独特、完美的整体形象。对市场有着强大

的磁力作用，是激发消费者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3]。"

2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尽可能争取政府支持，让政府对中医药旅游加以重

视，制定相关性的优惠政策，扶持中医药旅游的发展，让中医药

旅游成为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

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还要从社会各个企业、团体、个人等渠

道争取投资，坚持对内对外开放结合，利用内资和引进外资相

结合，扩大融资渠道，力争打造成熟的产业链。
景区内，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公交车

站、停车场点等建设，加大对环境卫生的管理、景点标志和指示

牌的建设；注重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化、空气污染的控制和管

理、道路设施的改进等；改善卫生状况、和谐景区建筑、美化环

境；另外，重点加强对定点导游员、景区工商户管理者的生态环

保意识教育、安全管理，努力营造一个让旅游者舒心、惬意的生

态旅游环境；把导游员队伍建设作为重要的 " 形象工程 "，对其

实行动态管理，逐步建立优胜劣汰机制。
景区外，加强对外旅游交通和经济联系。一是让高档、便

捷、舒适、准时的旅游车，在相近的景点之间的车站间往返运

营：二是高水平、高规格地建设火车站，以便快速列车的停靠及

景区形象的美化。通讯网络的畅通也是十分重要的，2l 世纪的

中国，电讯、通信事业发展非常的迅速，信息网点服务全面覆

盖，利用这个系统建立医疗旅游信息服务系统，为入境的医疗

旅游者提供咨询、投诉、商务预定、旅游救援等全方位声讯服

务，可以使得信息传递及时、准确而又全面，具有积极的意义[5]。

3 打造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中医药旅游多种模式

特色即灵魂，个性即魅力。中医药旅游以天然的动植物为

原料，利用药理知识、医疗原理、制作饮茶、药浴、药膳等产品，

泡温泉、沙漠泡沙等活动，受到广大旅游者的青睐。旅游业的发

展最终有赖于旅游者的流动，而旅游者的流动很大程度上是一

种自发的市场行为，旅游者产品偏好与目的地选择趣向都取决

于旅游者自身，不考了市场需求的政府行为有可能开发出没有

生命力的旅游产品[6]。因此，市场化的运作、旅游资源的整合以

及产业链的建设都是旅游资源开发中所需要关注的。市场化运

作以及旅游资源整合是建设成熟的中医药特色旅游产业链的

必要条件。可把相隔较近的旅游景点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

体，根据区域内和周边地区的旅游资源、交通条件、地理位置，

按照旅游经济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整体部署旅游资源的开发、
旅游景点与设施的建设，以及旅游商品的生产与供应，从而使

旅游资源获得最大化的利用和最优化的配置，并最终达到优势

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如构建株洲炎帝陵 " 神农中医药文化

馆 "、中国龙山华夏中药文化园、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陈列

馆中医药专馆以及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以及打造 "
炎帝陵一马王堆汉墓一仲景祠一药王庙一湖南中医药大学博

物馆 " 湖湘中医文化精品旅游产业链等。
在注重传统开发的同时，应结合不同层次、年龄的人群需

求，延伸旅游产品。中医药旅游的受众市场可分为：①老年人市

场。可适时推出 " 保健旅游 "、" 夕阳红之旅 " 之类的特色旅游，

开拓出新的旅游市场和产品。②女性市场。相信中医减肥与美

容旅游产品、中医药膳调理旅游产品、医疗整形美容产品等产

品将会对女性市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③特殊人群市场。针对

这块市场，可开发 " 康复疗养 " 和 " 医疗旅游 " 的相关产品，促

进我国的现有疗养机构、中医康复理疗机构与旅游部门的合

作，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旅游服务。④外国人市场。外国人

对中医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针对这些不同受众的不同

需求，可开发出不同的旅游产品。如针对讲究养生之道的老人，

则可以推出饮保健茶、泡药酒、教授练气功和打太极拳等项目，

针对讲究生活品质的特殊人群，则可以推出药膳食疗等项目，

针对讲究自然美容法的女性，可以推出药浴美容等项目，针对

具有强烈求知欲和好奇心的外国人，可开展湖南中医药草考察

和标本采集等融户外探险和科学考察等一体的活动等等。
另外，从整体人群的需求来看，则可开发满足旅游者旅游

需求的不同形式的活动。开发诸如中医药购物旅游、中医药观

光旅游、中医药会展旅游、中医药体验旅游等多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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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中医药购物旅游 -- 建立九芝堂中医购物旅行线

中医药购物旅游是中医药旅游中常见的模式。旅游者可以

去原产地或集中于某地购买中药材、常用中药饮片、特制药方

和中成药等，既可作为自身居家疗养之物，还可作为珍贵的纪

念品和送礼佳品。中医药是中国广大入境旅游者喜爱的旅游商

品。据调查，旅游者购买人数最多的 10 种商品中，中药材位列

第一；1997 年，国家旅游局在 10 个口岸城市开展的入境旅游

者购物抽样调查显示，旅游者购买人数最多的 10 种商品中，中

成药和保健品位列第四；在 2000 年入境旅游者购物抽样调查

中，中成药和保健品是旅游者最感兴趣的商品之一[7]。湖南中医

药现有肝复乐、古汉养生精、乙肝宁、驴胶补血颗粒、妇科千金

片、中药超微饮片等全国知名产品，不少旅客是慕名前来购买。
北京同仁堂已经成为了北京中医药旅游购物者必经之地，杭州

的胡庆余堂也成为中医药旅游目的地，接待了大批的国际游

客。而长沙九芝堂还未将自身的品牌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医

药旅游胜地，九芝堂作为旅游购物资源的潜力值得挖掘。可以

以九芝堂为窗口来构建湖南中医药旅游购物风光带。力争让游

客在九芝堂里能卖到各种代表湖南中医药特色的养生药品，并

对全省的药物购买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医药旅游目前还

处在旅游团队的观光游层面，而非深层意义上的康疗和连带购

物。由于医疗体系等支撑条件的不足，中医药旅游还未达到产

品与市场的深层次结合，市场尚处在零散、不系统的状态，缺乏

互动性，难以扩大现有规模。就全国来看，旅游市场上缺乏正确

引导人们进行养生保健、强身延年的中医药机构，还没有出现

经营中药旅游商品的名牌市场[8]。湖南中医药旅游也是如此，因

此，湖南中医药购物旅游也应进行在建立在市场调研基础上的

旅游产品设计，唤起海内外旅客的购买欲望。
3.2 中医药观光旅游 -- 建立南岳、龙山药用植物园

观光是旅游的一大功能。外出旅游是治疗亚健康较好的方

法之一。旅游能脱离造成抑郁的恶劣生活环境，获得心理学上

所谓 " 移情易性 " 的效果，使人身心都得到疗养。在强烈的感

受自然、强身健体的市场需求中，健康的新主题日益体现于活

跃的旅游市场。尤其是中医绿色疗养，更在乎贴近大自然，让游

客们于自然中接受传统中医疗法，于治疗中享受大自然的滋

润。因此，" 中医疗养游 " 日益得到游客们推崇[9]。自然风光优美

怡人，所以其展示是湖南中医药文化旅游的重要构成部分，同

时，结合湖南中医药资源简历中医药草种植基地，也可以作为

观光内容。
强化中医药人文旅游资源开发，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

开放，充分挖掘景点的人文特色，将古代中医药的逸闻趣事搜

集整理，将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等资源进行整合，融入中医药的

理念，突出湖南中医独有的医疗方式和保健养生特色等等。让

游客对其中的文化内涵加以了解，使游客在观光的同时也能感

受湖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
2007 年，广州旅行社推出广东省内首条中医药旅游线路，

市民可随团尽赏 300 余种中草药。北京森林国际旅行社和北京

伊美尔专业女子医疗机构联合在山东推出 " 美丽之旅 " 大型

医疗旅游活动，其中包括 " 北京康旅健身森林之旅 "、" 神秘瑞

士回春之旅 " 等旅游项目[10]。因此可以在湖南中医药旅游资源

的挖掘中注意开发那些与湖南中医药历史发展相关的名胜古

迹。倾力打造张家界、南岳、崀山、洞庭湖、龙山等中具有开发潜

力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和项目。
3.3 中医药会展旅游 -- 建立麓山药谷

所谓会展旅游，就是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大型国际展览

会、博览会、交易会、运动会、招商会等。吸引大量客人来洽谈贸

易、观光旅游，进行技术合作、信息沟通、人员互访和文化交流

等，以此带动交通、旅游、商业、餐饮等多项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在 1999 年的昆明园艺博览会期间，在美丽的世博园内，

就专门设有药草园，园中多姿多彩的药草树木、药品陈列室、医
药学家李时珍的雕塑、太极阴阳图集，满足了游客的要求，显示

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因此在这个层次的旅游资源的开

发则可以利用湖南中医药大学和中医药研究所人才集中、专家

资源和现有条件丰富的优势，设国医堂、国药堂、药膳堂、药浴

针灸推拿保健中心、中医药文化馆、中医药技能培训中心，养生

保健培训中心等。选取适合的国医馆。组建中医养生会所，主要

针对高端旅游消费市场，开发充分展现中医养生理念的多种产

品。通过中医师的一对一诊治，打造个性化的养生保健方案。从

规律生活作息、调整饮食结构、到相配套的室内或户外身体锻

炼如瑜伽、气功、按摩，再到精神层次的静养等，形成完整的产

品体系。此外，岳麓山上风景优美，草木繁盛，湖南中医药大学

所在的含浦科教园正位于岳麓山下。可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开设

药草园，或者在直接在岳麓山上开辟药谷专种药草，以吸引来

此旅游的人群，并联合打造中医药旅游产业链。
3.4 中医药体验旅游 -- 创建养生之都

所谓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环绕着

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体验是内在的，存在于

各个人心中，是个人在形体、情绪、知识上参与的所得，来自个

人心境与事件的互动，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旅游产品的本质就

是向消费者提供一种或多种经历或体验。中医药体验式旅游也

伴随着这股潮流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是游客亲身体验中医药

文化，了解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宣传中医药在养生保健方面

功能[11]。
在具体的开发模式上，应采用动态开发、静态开发和商品

开发结合但以动态开发为主的开发策略，以活动的安排为主，

通过亲自参与的方式让游客进入特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并从

中获得愉悦和陶冶。开发模式不能仅仅停留在游客静观和简单

的商品开发这一浅层次上，而应加大以游客为中心的体验旅

游，让游客进入特定的中医药文化环境中，参与药草采集、标本

制作等活动，充分满足游客求新求奇的旅游心理。在湖南中医

药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在满足了视觉感受后，可以根据游客的

不同层次需求，开展专家进行个性化健康咨询，体验药浴、藏药

膳等传统中医健康保健服务。让游客亲眼目睹中医师们把脉、
开方、针灸、气功、推拿的治病过程，并提供现场诊疗与保健服

务。可以让游客在百草园中欣赏、辨认中草药，电脑模拟人体上

找针灸穴位，模仿学习 " 五禽戏 " 的动漫等。广州旅行社曾推

出省内首条医疗旅游线路，旅游者可到中药制剂中心参观，目

睹中药的炮制、加工、合成过程。看着那些根、茎、叶、花果都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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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治疗疾病的药材，老外们都觉着很新鲜，" 有人捏几粒枸杞

放到嘴里，有人抓包鲜薄荷闻一闻 "[5]。

4 培养专业人才

高水平的旅游需要在不同层面、不同岗位都有高水平的管

理人才。高质量的旅游更需要高水平的服务队伍。这两方面湖

南都处在劣势。
旅游教育的发展、人才的聚集、学术交流的增多，无形中会

使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更富活力[12]。所以人才是旅游发展的关

键，中医药专项旅游要发展，必须要有一大批专业人才，要有一

支包括地质和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管理营销、旅游经济、园林

建筑、中医药等方面的专业队伍，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中医药专项旅游。
因此，一方面必须要对重视对中医药旅游专业人才的培

养，可在湖南高校开设中医药旅游相关专业来进行教学与培

训。另一方面可引进高素质高学历且具有丰富旅游经验的专业

人员来进行管理和教学，完善能力导向的用人机制和绩效导向

的考评体系，并在之中选出佼佼者，请他们去相关专业任教，任

教方式以通过带领学生去中医药旅游景点进行实习的方式来

掌握知识为主，杜绝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各个中医药旅游景

点也应积极配合，对学生实习敞开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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