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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以宜宾地域酒文化研究为载体，研究宜宾市目前旅游业的短板和不足，剖析酒文化 + 旅游业目

前未能有良好结合的旅游模式的深层原因，立足宜宾独特的酒文化，结合地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

宜宾酒文化 + 旅游业商业模式提出建议和对策，扩大宜宾酒文化的影响力，增加经济效益。例如建议宜

宾政府和酒企创新优化酒文化 + 旅游参观新的文旅模式，开发出旅游专线，拉动宜宾当地经济，提升宜

宾城市影响力，擦亮“酒都”城市名片。本研究对传承宜宾酒文化、推动宜宾酒文化旅游和促进宜宾市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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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mainly based on Yibin’s regional wine culture. It studies the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
cies of Yibin’s current tourism industry, analyzes the deep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a well-integrated 
tourism model between wine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and coun-
termeasures for the business model of Yibin’s wine culture and tourism industry based on Yib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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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e wine culture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Yibin wine culture and increase economic benefits. For exampl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Yibin government and wine enterprises innovate and optimize the wine culture combined with 
the new cultural and tourism mode of tourism visits, develop a tourism special line, stimulate the lo-
cal economy of Yibin,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Yibin city, and polish the city name card of “wine cap-
ital”.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nheriting Yibin wine culture, promoting Yibin wine cul-
ture tourism and promoting Yib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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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Cultur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New Mode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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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道是“一枝独秀蜀山水，千种佳酿总宜宾”，千年酒都，名酒荟萃，中国酿酒工业协会联合授予

宜宾市“中国白酒之都”的称号，形成了以“五粮液”集团为代表的知名白酒企业集聚的千亿白酒产区，

白酒经济是宜宾最重要的城市经济特色，城市发展效益离不开酒这个元素[1]。 
与酒一样源远流长的，自然是与其相依的酒文化。酒文化指酒在生产、销售、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称。酒文化包括酒自身的物质特征，也有品酒所形成的精神内涵，是制酒饮酒活

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文化形态[2]。宜宾酒文化，是宜宾人千百年来创造的精神财富，酒已经不仅仅是一

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宜宾独有的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酒文化，酒文化中品酒文化、

酒具酒俗、酿酒工业史的发展过程、古代文人墨客关于酒的雅事和现在的酒桌文化，值得众多学者研究

学习[3]。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文化旅游成了人民群众常见的消费活动，特别是现在疫情放开以后，国家不断

提倡有特色的文旅活动，要不断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特色旅游是当前区域旅游业发展重要的制胜

战略之一，发展特色旅游业，必须要有特色旅游资源[4]。宜宾五粮液集团已成为宜宾的城市标签，更是

宜宾开发旅游项目的资本，将更多的酒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发展当中去，擦亮“中国白酒之都”这块

金字招牌。 

2. 宜宾市酒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意义 

(一) 深度挖掘与弘扬优秀白酒文化，传承新时代酒文化。 
酒是我国的传统产品，正是因为有了酒才有了酒文化，酒文化又促进了酒的发展，相互成就，酒文

化已经渗透到宗教、风俗、礼仪、军事、政治、文学等各个方面。宜宾酒文化立足地方，与宜宾多民族

文化和谐交融，整理和研究有关酒文化的民俗、礼俗等历史文化，总结各个历史时期酿酒业的发展过程，

可以见证白酒行业的历史发展和文化内涵，对巩固宜宾酒文化区域性特色起了重要支撑，为以后宜宾的

经济社会发展开拓了文化生产力。 
(二) 探索酒文化旅游新模式，打造文旅融合新局面。 
旅游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涉及食、住、行等多种行为以及游、购、娱等多种要素，酒文化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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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本质是产业融合。酒文化旅游可以极大地发挥五粮液酒企文化、宜宾酒企文化特色，对宣扬宜宾源

远流长的酒文化具有重大的文学和经济价值。例如以酒企内的酿酒工艺、厂区酿造实地参观、酒文化博物

馆、酒文化节主题活动、特色酒文化文创产品展览等为依托，探索酒文化创新发展思路，开发特色酒文

化旅游新模式，进行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探索和优化，对进一步推进白酒产业与文化产业、旅游服务业的

有机协同发展，为科学规划宜宾市文旅产业布局以及促进白酒产业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5]。 
(三) 开展地域特色酒文化旅游，提升宜宾白酒产业品牌力。 
开展极具地域特色酒文化旅游，依托宜宾当地特有的酿酒史、酿酒工艺、原材料选取、酒企分布选

址、酒风酒俗、古代文人墨客关于酒的历史故事、现代宜宾人酒文化等内容为载体，积极探索宜宾酒文

化文旅项目开发，带动地方发展，带来经济效益。将酒文化与旅游业结合起来，围绕“吃、住、行、游、

购、娱”，加强旅游要素建设[6]。例如以五粮液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为中心，加快中国五粮液酒文化特

色街区、流杯池酒文化主题公园的开发，形成中国酒文化旅游线。了解五粮液酿造工艺和流程，体验传

承了几千年的酿酒技艺，品尝美酒，感受宜宾酒带来的美好体验。不仅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经

济效益，也是对我国酒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促进酒类产业发展和文化大繁荣，提升宜宾白酒产区整体

品牌影响力，树立宜宾白酒良好的社会形象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 

3. 宜宾市酒文化旅游资源的现状分析 

宜宾市，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共有世界级、国家级、省级风景名胜 34 处，国家级和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59 处[7]，如表 1 所示。 
 
Table 1. List of main attractions in Yibin 
表 1. 宜宾主要景点表 

地区名称 主要景点 

翠屏区 李庄古镇、合江门广场、流杯池公园、白塔、黑塔、大观楼、真武山古建筑群、五粮液产业

园区、天池公园、翠屏山、千佛寺等 

叙州区 横江古镇、幸福公社、世界樟海、仁和寨、石城山、少鹅湖等 

南溪区 月亮湾、明古城墙、明清双塔南溪古街、陈塘关等 

江安县 夕佳山古民居、国立剧专故址、青峰寺等 

长宁县 蜀南竹海、蜀南花海、七洞沟、佛来山等 

筠连县 高坎梯田、中国·西部溶洞群、仙雾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屏山县 八仙山大佛、环崖丹霞、向家坝水电站库区、老君山自然生态保护区、龙华古镇等 

兴文县 僰王山、石菊古地、僰人巨石阵、九丝山等 

珙县 僰人悬棺、龙茶花海、鹿鸣茶海、隘石口牌坊等 

高县 红岩山风景区、流米寺、大雁岭风景区、右门关等 
 
宜宾发展旅游业的优势主要有地理优势，宜宾工农业突出，位于川滇黔区域的战略要地，居西南地

区的腹心部位，处于长江黄金水道的起点、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流处，强大的文化优势吸引着众

多游客。宜宾旅游业重点发展四大板块：中心城区板块、大竹海板块、大石海板块、向家坝板块；四大

旅游项目：中国五粮液酒文化特色街区、大竹海养生休闲度假旅游区、大石海观光探险体验休闲旅游区、

向家坝高峡平湖国际旅游区(西域谷养生休闲体验旅游带)；七大旅游线路：“一城三海”养生休闲度假旅

游黄金走廊、西域谷养生休闲体验旅游带、江之南乡村风情旅游带、酒文化旅游线、名城古镇文化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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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线、“五尺道”寻幽探秘旅游线、红色旅游主题线。除了上述景区的打造外，刺激消费的特色商品

主要有：酒业、茶叶、竹叶、油樟等产品。 
当前宜宾旅游的重点更多倾向于蜀南竹海、兴文石海、李庄古镇等有名的旅游景点，具有地域特色

的酒文化旅游自然而然就被忽视了，难以真正体验到白酒文化旅游的价值。目前宜宾现有五粮液厂区观

光旅游模式、五粮液 523 白酒传统酿造技艺车间旅游模式、宜宾五粮液酒文化博物馆旅游模式和宜宾酒

文化节庆旅游模式等 4 种典型的酒文化旅游业模式，目前仍处于“观光和购买产品为主”的初级阶段，

旅游项目开发不足，对区域经济增长效果不明显，亟需探索酒文化旅游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4. 宜宾市现有的酒文化旅游业模式存在的问题 

宜宾市缺乏对各种旅游开发形式系统的整合，目前整个宜宾的酒文化旅游开发缺乏整体规划，没

有合适的目标定位，旅游景点布局分散，单个的景区没能突出自身独有的类型和特色，所以难以发挥

规模效应。例如五粮液作为一个知名的酿酒企业，应该大力发展以五粮液品牌白酒为载体的旅游产业，

打造有企业特色的品牌，以酒文化推动旅游业开发，反之又以旅游开发带动酒文化发展，互惠互利，

实现双赢[8]。 
文化内涵挖掘深度不足，宜宾所谓现代酒都，城市建设关于酒的元素太少，很多未融入白酒文化元

素，缺乏城市印象衬托。博物馆是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宜宾市打造了“酒都酒风”博物馆，但是存在

着馆藏缺乏，内容单一，展现形式单调等问题，有关酒类的物品在陈列展示的过程中，局限于单一的观

赏传统产品形式，缺少文化旅游产品的灵动之气、互动性与参与性，没有充分展现酿酒的历史、酿造的

技艺以及内涵丰富的酿酒文化。 
酒产业作为酒文化旅游的特色，其中酿酒遗址、酿酒工厂、酿酒建筑、贮酒设施，以及其他设施设

备等是酒文化旅游最值得体验与参观的内容，但是旅游支持体系不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几乎

没有可以让游客体验和玩乐的内容，还是停留在“看”的层面，旅游的配套服务跟不上，旅游产业发展

后力不足，无法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涉及旅游者到旅游地的住、行、娱[9]。例如像五粮液酒厂、夕

佳山、李庄等地则没有直达车，景区间也没有形成交通网络[10]。 
人才是推动文化交流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酒文化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不成体系，想要全力发展传统

文化特色酒文化旅游项目，就必须“专人专能”，选拔优秀的文旅人才参与其中，涉及企业管理、策划、

营销服务等方方面面。目前显然没有利用好宜宾现有的高校人才基地培养专业的人才，与当地的高校没

能达成共建人才培养模式，导致在旅游方面的专业人才更加匮乏。 

5. 宜宾市酒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一) 弘扬酒文化需要新载体，旅游业首当其冲。 
以五粮液酒文化为代表的宜宾酒文化，传承了三千年酒文化之精髓，宜宾酒文化是酿造工艺是自然

与人工的完美结合，如今五粮液的生产工艺同样也是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交相辉映。在此基础下，非

常有必要将宜宾酒的起源、悠久历史、酿造工艺、得天得厚的自然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珍贵的东

西保留下来，酒文化品牌和传统的祭祀文化、饮食文化、诗酒文化等方面更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展示平台，

以旅游业为抓手，向公众甚至国外的人们展示这悠久的酿造历史，有利于宣传宜宾的酒文化，有利于宣

传酿酒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1]。 
(二) 区位尽显优势，酒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势在必行。 
宜宾市地处西南主要工业城市所形成的几何中心位置，宜宾具有本地区古老民族文化特色的僰文化、

酒文化、竹文化、茶文化及独特的川南民俗风情，每年都吸引大量游客前往。事实上，宜宾五粮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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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欲开创中国酒文化旅游第一圣地，更多与酒文化息息相关的城市风貌打造正在宜宾全面铺开。有了政

策和资金的全面支持，公众对需求的大量增加，宜宾酒文化 + 旅游模式也是势在必行。区位优势 + 旅
游产业，相信宜宾酒企以其独特的工业和酒文化观光旅游会吸引着省内外的大批游客，宜宾酒文化也会

带动中国白酒这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代代传承。 

6. 宜宾市酒文化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创新策略 

(一) 加强酒文化节日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将当地民俗节日与酒文化节日结合起来，如发挥好“祭祀大典”的节日功能，宜宾市可以重点打造

酒文化节庆活动，将活动内容、活动形式、表现形态等进行系统化升级，让游客能够获得集观光与参与

于一体的旅游活动体验。宜宾“酒圣祭祀大典”在五粮液酒圣山举行，再现古代祭酒仪式，艺术化的形

式生动展现出中国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可以此酒文化节为契机，开发酒文化系列旅游活动，集亲身体

验酿酒过程、品尝美酒、体验特色酒文化节日、购买特色文创产品等一体旅游活动体验[12]。一方面，能

够为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保障，一方面有助于带动其他区域旅游产业发展。大型节日活动的举办有

助于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从而提高当地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人对当地旅游景区的关注。 
(二) 探索酿酒工艺实地体验模式。 
酿酒历程、酿酒工艺有着不为人知的高超技艺、开辟体验馆，让游客自己动手，感受如何制曲、如

何酿酒等，让文化“自己开口说话”。例如：游客参观五粮液 523 车间，就可以了解到五粮液酿造工艺

和流程，包括独特的“跑窖循环”、“固态续糟”、“双轮底发酵”及“人工窖泥快速老熟”等发酵技

术，“分层起糟”、“混蒸蒸馏”、“T 法”新技术和“分段摘酒”等操作法，集观光与知识科普于一

体，为传统特色酒文化旅游项目开发提供更多的发展思路。 
(三) 特色展览拓宽酒文化传播途径。 
酒文化博物馆可以更加生动立体地解释关于酒的一切故事，如宜宾酒都酒风陈列馆，可以设计以酒

为主线，运用大量的浮雕、书画、图片、酒器酒具等，从不同角度诠释酒文化的发展历程[13]。将宜宾酒

文化以及五粮液的发展史、酿酒秘方发展史、五粮液历经的殊荣及包装变化等生动地展示给游客。 
(四) 政府主体地位赋能酒文化旅游业发展。 
白酒消费者规模巨大且相对稳定，白酒是精神、文化和物质的嗜好性产品，是交际、礼仪消费中最

具典型民族文化特征的产品。企业非常看重品牌效应，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导向，鼓励宜宾酒企打造拥有

自身特色的品牌，并提供相应的发展政策，规范宜宾酒生产销售的市场秩序。用好政府的主体地位，大

力宣传宜宾酒业的优势，做政策杠杆的提供者，做合作平台的搭建者，做服务方式的规划者[14]。 
(五) 酒文化特色文创产品开发。 
酒文化文创产品开发能够传播酒文化精神，提升就业率和经济效益，加强酒文化产业知名度，体现

出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色，形成良好社会效益。可以通过设计酒文化文创品牌标志，创新酒文化产

品内容素材，深入挖掘地方酒文化特色，从创意本身、加工方式、材质、包装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文创产

品的质量，形成无形经济价值，提升文创产品质感，增加消费者对文创产品的好感度，增加酒文化文创

产品的适应度[15]。例如在景区或者酒文化博物馆内售卖精美的文创产品，不仅增加了游客对于旅游本身

的意义，也对宜宾市经济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意义深远。 

7. 总结 

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传统产业发展和迭代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融合发展的新视角，立足宜宾独

特的酒文化，结合地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挖掘宜宾酒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推动目前宜宾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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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旅游，帮助现有酒文化旅游模式不断调整优化，致力于打造有特色酒文化的文创产品，促进宜宾市区

域经济发展，为白酒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参考与实地的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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