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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创新背景下豫商文化资源
整合与旅游开发研究

连建功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文化传播系，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４）

［摘　要］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豫商文化是中国商业文化的源头，商人故里、商业建筑、
特色商品、老字号、经营法则等，不仅对当前商人群体具有一定影响力，是新豫商参与市场竞争强有

力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对普通民众也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具有较好的旅游开发价值。目前，河

南省围绕豫商文化资源大力进行旅游景区和主题园区的建设，举办了大型节会，开发了特色旅游商

品。进一步提升豫商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是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

承创新区的重要举措，是传承和发扬中原商业文化精髓的重要途径，是文化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的重要手段。而政府的重视，豫商文化资源的古老而丰富多样，其他商帮文化旅游开发的成功经

验，为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条件。传承创新背景下进行豫商文化资

源整合和旅游开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整合资源，创新体制；挖掘内涵，提炼形象；选择项目，塑

造精品；打破区域，省际联动；完善链条，注重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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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位于中原腹地，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
化的核心地带，中国历史上向来有“问鼎中原”“逐

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此处所说的“中

原”首指河南。河南作为中国早期经济社会最发达

的地区，具有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古代豫商在中

国商业史上创造了多项辉煌，夏朝商（今商丘）人王

亥被称为商人的鼻祖，春秋卫国（今鹤壁浚县）子贡

是儒商先驱，楚国三户（今南阳淅川）范蠡被称为

“商圣”。著名商道丝绸之路和隋唐大运河交汇于

唐东都洛阳，宋都开封更是见证了当时中原城市发

展和商业繁荣的奇迹。２０１１年 ９月，国务院出台
《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

见》，将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列为中原经

济区建设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中原商业文化的传

承创新是河南进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谋士、蔡丘濮上（今河南滑

县）人计然“夏则资皮、冬则资纟希、旱则资舟、水则资

车，以待乏也”［１］，出生于楚国宛（今河南南阳）的范

蠡“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２］等商业思

想对当前经济建设仍有积极意义；战国洛阳商人白

圭“智、勇、仁、强”的经营准则，直到今天仍为商界

广为运用和提倡。然而，豫商文化的研究长期以来

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直到２００６年河南省首届
豫商大会召开后，豫商文化才开始走入学者的视野。

张民服［３］、高树印［４］、郭灿金［５］等一大批学者开始

关注和研究豫商文化，郑州大学成立了豫商文化研

究中心和豫商学院，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成立了豫商

文化研究所等。２００７年，《豫商发展史与豫商案例
研究》（１—１２卷）出版，丛书包括《当代豫商创业传
奇》《当代豫商管理创新》《河南集体经济企业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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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河南优秀企业家群体研究》《当代固始商人的

崛起》５本关于当代豫商的著作和《豫商发展史》
《古代豫商列传》《近代豫商列传》《唐宋行会研究》

《怀商的历史与文化》《康百万庄园兴盛四百年的奥

秘》《商圣范蠡评传》７本关于豫商历史的著作，共
４００余万字，填补了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这些研
究成果，多集中在古代豫商人物、豫商精神及其当代

价值、新豫商精神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对于如何

开发豫商文化资源、推动豫商文化资源产业化，从旅

游的角度传承和发扬豫商文化精神、提升豫商文化

的当代价值，学术界尚未涉及。本研究以河南省建

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契机，旨在整合豫商

文化资源，进一步提炼豫商精神，打造豫商文化旅游

精品，推动豫商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市场化，以期能

够促进河南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并对中原经济

区建设和豫商企业文化的提升发挥一些助推作用。

　　一、豫商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

现状

　　１．豫商文化资源
豫商，顾名思义是指河南籍的商人，包括在河南

本土经商的河南人和在外地经商的河南人［６］。文

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的总和。［７］豫商文化则是指古往今来河南

籍商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不

仅包括豫商人物、商帮、商业城市、商业建筑、商品、

商道等物质文化，还包括豫商精神、价值观、商业规

制、商业民俗、经营法则、节庆活动、豫商文化作品等

非物质文化。文化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区域和时间界

限，因此，本文的研究范围界定在解放前河南省域内

商业文化以及与豫商文化相关的商人、商帮、商城、

商品、商道、商业场所、商业老字号等。

宋元以前，中原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已历经千

年，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古代豫商，创造了灿烂

的古代商业文化。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８］，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做生意的人；子贡

师从孔子，为儒家圣贤最杰出者，从商而至“结驷连

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２］，被称为中国

历史上首位儒商；范蠡从政起家，功成名就后“变姓

异名”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２］，司马迁曾

评：“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吕不韦以经商起

家，后来走上政坛，成为秦之相国和秦始皇的相父，

为中国统一立下不朽功绩；白圭依靠“乐观时变，故

人弃我取，人取我与”［２］的经营理念，成为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具有战略思想的商人；计然提出经商要关

注气候变化和农业生产自然规律，“旱则资舟，水则

资车”，在进出货物时要“贵取如粪土，贱取如珠

玉”［２］，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商业理论家；清代

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创造了“富过 １２代、历经
４００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９］；禹州药市、怀庆商帮、

洛阳丝绸之路和隋唐大运河、社旗山陕会馆等民间

集市、商帮商道、会馆建筑等都集中体现了当时河南

商业文化的繁荣。豫商文化资源具有历史、经济、政

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商人故里、商业建筑、特

色商品、老字号、经营法则等，不仅对当前商人群体

具有一定影响力，是新豫商参与市场竞争强有力的

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而且对普通民众也具有一定

的吸引力，具有很好的旅游开发价值（见表１）。
２．豫商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现状
豫商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３个

方面。

首先，古代豫商开创的经商哲学、经营理念、商

业法则，奠定了中国传统商业理论和经商理念的基

础，构成了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源头。他们善于探

索创新，如王亥“相土作乘马”、“亥作服牛”［８］，使商

族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他们善于发现总结，不

管是“计然之策”，还是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

与”［２］的商业思想，仍是现代商业成功的要诀；他们

目光远大，如范蠡以“陶为天下之中，四通货物于诸

侯”［２］、子贡则“居卫而鬻财于曹、鲁之”［２］；他们极

富社会责任感，如弦高犒师［１０］、范蠡“三致千金，再

分散与贫交疏昆弟”［２］。

其次，古代商业城市的出现和繁荣，进一步促进

了商业法则、商道和商品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商业

鼻祖王亥诞生于商丘；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

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保护商

人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唐都

洛阳城内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中国最早的“市

长”，当时洛阳商业极为发达，是东西方著名商

道———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唐三彩从此走向世界；

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的开凿，迎来了唐“开

元之治”和宋代的经济繁荣；北宋开封城人口达１５０
多万，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详尽地描绘了其当时繁

忙的商业图景。

再次，明清时期中原商业的再次崛起，为后人留

下大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四大商埠重镇之一

的朱仙镇、天下第一会馆———社旗山陕会馆、商业神

话———巩义康百万庄园、以经营“四大怀药”起家的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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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豫商文化资源统计表
类型 单体 地点 时代 开发价值

商丘古城 商丘 明清 三商之源，华商之都

商城
洛阳古城 洛阳 隋唐 千年帝都，丝路起点

开封古城 开封 北宋 十朝古都，东京梦华

朱仙镇 开封 明清 明清四大古镇之一

商业建筑
康百万庄园 巩义 清代 豫商精神家园

社旗山陕会馆 社旗 清代 中国第一会馆

王亥 商丘 商代 华商始祖

子贡 浚县 春秋 儒商鼻祖

吕不韦 禹州 战国 “奇货可居”商业思想

商人
范蠡 淅川 春秋 文财神，商圣

白圭 洛阳 战国 “人弃我取、人争我避”经营思想

计然 滑县 春秋 计然之策，商业理论首倡者

桑弘羊 洛阳 西汉 理财者和改革家的鼻祖

弦高 郑州 春秋 弦高犒师，第一位爱国商人

老字号
“第一楼”小笼包 开封 民国 中华老字号，开封标志餐饮

“真不同”水席 洛阳 清朝 中华老字号，洛阳标志餐饮

木版年画 开封 明清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商品
钧瓷 禹州 北宋 黄金有价钧瓷无价

唐三彩 洛阳 唐朝 唐代陶器，绚丽多彩

四大怀药 武陟 明清 山药、地黄、牛膝、菊花，旅游商品

禹州药市 禹州 战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市场
百泉药市 辉县 明朝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太昊陵庙会 淮阳 宋代 区域性祭祀、商贸活动

大?山庙会 浚县 后赵 华北四大庙会之一

商帮 怀庆药商 焦作 明清 经营四大怀药起家

商道
隋唐大运河的中心 洛阳 隋唐 沟通南北水运，促进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东方起点 洛阳 汉到清 东西方商贸之路

怀庆药商及禹州药市、百泉药市等，无不彰显出明清

时期中原地区的商业繁荣。这些遗存都为豫商文化

的旅游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与旅游两者之间具有天然联系。如果说文

化是旅游之魂，那么旅游则是文化之体，文化之魂与

旅游之体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统一于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旅游实践中［１１］。豫商文化是中

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其旅游开发如火

如荼，突出成绩体现在以下２个方面。
首先，建设旅游景区和主题园区。洛阳从２００７

年就开始采取保护性措施恢复古城风貌，将其建设

成为集旅游、购物、休闲、影视拍摄于一体的多功能

景区；开封当前正着力打造宋代特色突出的文化之

都，其中的清明上河园５Ａ级景区让北宋东京汴梁
的商业盛景实现了“穿越”；商丘早在２００６年就开
始建设华商文化主题公园，举办中国商丘国际华商

文化节，着力展现“华商之都”的城市品牌。此外，

巩义康百万庄园、淅川范蠡公园、内乡范蠡苑、宛城

范蠡文化产业园、禹州吕不韦故里文化旅游景区、社

旗山陕会馆等，都已建成或者正在打造旅游景区和

文化主题园区；丝绸之路和隋唐大运河申遗已进入

倒计时，为其后期的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契机。

其次，举办大型节会和开发特色旅游商品。自

２００６年以来，河南省先后在郑州、洛阳等城市举办
了８次豫商大会，目前该活动已成为会聚天下豫商、
共襄合作盛举、助推中原崛起的一大品牌。此外，商

丘国际华商文化节、子贡文化高峰论坛（浚县）、康

百万豫商文化旅游节、南阳范蠡经济思想研讨会、禹

州钧瓷文化节、中华怀药文化节（温县）、禹州中医

药交易会等节会活动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展示了

独特的豫商文化。近年来，唐三彩、钧瓷、四大怀药、

木版年画等更是充分发挥了旅游商品的作用和价

值，日益得到国内外旅游者的青睐。开封“第一

楼”、洛阳“真不同”也已经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品牌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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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见表２）。以豫商文化为内涵的旅游要素“吃、
住、行、游、购、娱”的组合与完善，进一步促进了河

南省文化旅游产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

的意义和条件

　　丰富的豫商文化资源日益得到当地政府和企业
的重视，以康百万庄园为代表的豫商旅游开发逐渐

得到旅游者的青睐。但豫商文化要素的单体开发远

远达不到规模效应，形象和知名度也相对较低，不能

够充分展示豫商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整体风貌。因

此，有必要对豫商文化资源进行梳理、筛选，结合旅

游要素对其进行整合开发。在河南省实施“文化立

省”、“旅游强省”战略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建设”的今天，这种整合开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１．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的意义
（１）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是建设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举措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

五大战略定位之一，传承与创新华夏历史文明必须

对豫商文化资源加以保护、继承和弘扬，提升中原文

化内涵，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此

外，以“勤俭为本、耕读传家，乐善好施、欲取先予，

诚信义利、知人善任，审时度势、敢为人先”［１２］为准

则的豫商精神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文化

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传承和发扬豫商精神能够极

大地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提升新豫商企业的竞争

力，对河南省文化旅游产品结构的完善也必将起到

重要促进作用。

（２）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旅游开发是传承和
发扬中原商业文化精髓的重要途径

中原商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王亥、范蠡

等古代豫商的商业理论和法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

神财富，其所倡导的爱国、惠民、公平、诚信等优秀品

格是传统商业文化的精髓，也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的今天所应该提倡的。深入细致地挖掘、梳理、提

炼、整合和提升中原商文化内涵，围绕形象塑造、景

区建设、线路安排、活动举办、宣传推广的旅游发展

理念，构建河南省豫商文化旅游体系，展现古往今来

的豫商文化和豫商精神，是传承和发扬中原商业文

化精髓的重要途径。

（３）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旅游开发是文化资
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手段

河南省豫商文化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商人、商

道、商品、商业设施、商城等为其旅游开发提供了条

件。但其利用率较低，许多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古代

豫商、商道等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的能力不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力较

弱。因此，必须对豫商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摸清家

底，明确优势，从体制、形象、区域等角度突破商业文

表２　豫商文化资源旅游开发现状统计表
旅游类型 旅游资源 旅游开发现状 所在地区

洛阳 世界文化名城，八大古都之一 洛阳

商业古城
开封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八大古都之一 开封

商丘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华商之都 商丘

朱仙镇 国家级文化生态旅游示范区 开封

商业建筑
康百万庄园 ４Ａ级景区，豫商精神家园 巩义

社旗山陕会馆 ３Ａ级景区，同类建筑全国之最 社旗

清明上河园 ５Ａ级景区，《东京梦华》实景演出地 开封

商业主题园区 华商文化园 纪念“商祖”王亥的主题公园 商丘

范蠡公园 纪念“商圣”范蠡的主题公园 淅川

豫商大会 已举办８届，豫籍商界精英聚会 省内地市流动

商业节会活动
华商文化节 已举办４届，国际华商精英汇集 商丘

百泉药交会 联姻太行旅游节，全国药材集散地 辉县

禹州药交会 联姻医药文化节，全国药材集散地 禹州

四大怀药 焦作标志性旅游商品 焦作

商业旅游商品 唐三彩 洛阳标志性旅游商品，国礼备选 洛阳

钧瓷 禹州标志性旅游商品，国礼备选 禹州

商业旅游餐饮
洛阳“真不同”水席 洛阳标志性旅游餐饮，中华老字号 洛阳

开封“第一楼”包子 开封标志性旅游餐饮，中华老字号 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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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旅游开发的瓶颈，充分发挥传统商业文化资

源的生产力作用，带动餐饮、酒店、零售、商贸、广播、

电视等相关产业发展，以推动中原经济区健康快速

发展。

２．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的有利条件
（１）政府重视
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旅游开发会涉及到省内

不同城市和地区，也会涉及到政府的文化、文物、旅

游、宣传等多个部门。政府应重视整合各方面的力

量，发挥资源的综合优势。河南省各级政府都非常

重视豫商文化的挖掘和开发，先后成立了豫商联合

会、豫商经济文化交流协会等民间机构，积极申办豫

商大会。华商文化节、钧瓷文化节、豫商文化节等活

动的举办都得到了河南省旅游局和当地政府的大力

支持。２０１２年河南省还与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签署
了共同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合作协

议。两部门将在规划布局、政策制订、项目安排、资

金支持等方面给予河南省更多支持和倾斜，这为河

南省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与旅游开发提供了契机。

（２）豫商文化资源古老而丰富多样
从商代王亥到春秋范蠡，从古都洛阳到宋都开

封，再到明清怀庆商帮、康百万家族、朱仙镇的兴起，

豫商文化资源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和文化开发价

值。商城、商业、商道、商人、商品等豫商文化遗迹和

载体大多集中分布在陇海铁路沿线，这为突破行政

区划的局限，开展区域合作，建立资源互用、信息互

传、客源互送、产品互补、效益互享的豫商文化网络

提供了方便。

（３）其他商帮文化旅游开发的成功经验
晋商、徽商、潮商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三大商

帮，其文化研究和旅游产业开发也走在其他商帮之

前。以晋商为例，北京、太原、榆次等地均建有晋商

博物馆，全面展示晋商在全国金融、外贸、实业等众

多经济领域的卓越贡献。１９９１年，张艺谋执导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上演，使乔家大院开始进入旅

游者的视野；２００６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让
旅游者以一种通俗的方式进一步亲近和理解晋商文

化。这些成功案例为豫商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

了宝贵经验。

　　三、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

策略

　　豫商文化资源的整合和旅游开发必须建立在效
益和科学基础之上，既要充分发挥豫商文化资源的

市场价值和文化旅游效益，在旅游项目策划、旅游线

路设计上满足政府、文化、旅游、市场、景区等各方面

的利益需求；又要注重资源整合和旅游开发的可操

作性，明确哪些资源可以开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由哪些部门进行开发，使文化资源在得以有效保护

的前提下能够产生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１．整合资源，创新体制
基于豫商文化资源的特点和发展现状，其资源

整合和旅游开发必须进行体制创新，树立战略眼光，

构建豫商文化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首先，必须建

立新的管理机构，成立豫商文化旅游委员会。要在

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统筹省旅游局、省文化

厅、省商务厅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力量，聘请旅游、文

化、商业、历史等方面的专家，组建跨行业、跨部门、

跨区域的决策、协调部门，以推动全省豫商文化景区

建设、豫商文化活动开展。其次，借鉴陕西“曲江模

式”，组建、培育有竞争力的豫商文化旅游集团，积

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引导豫商文化旅游开发有序进

行。以商丘为例，可深入挖掘商业文化，依托相关企

业，成立华商旅游集团，打造集文化、商业、古玩、餐

饮、休闲、娱乐、艺术、演艺等于一体的文化旅游“航

空母舰”。再次，建立完善的豫商文化旅游发展融

资机制，采取贷款贴息、投资基金、融资担保、引导基

金、无形资产贷款置押、集合债券等多种形式，构建

旅游发展融资平台。第四，制定鼓励豫商文化资源

开发和创新发展的相关政策，促使旅游文化产品的

创新，提升现有豫商文化旅游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文

化内涵，推动豫商文化旅游品牌建设。

２．挖掘内涵，塑造形象
２１世纪是形象时代，形象力的竞争将成为市场

竞争的主导形式之一［１３］。豫商文化旅游开发必须

深入挖掘古代豫商精神的内涵，结合新豫商的精神

风貌，提炼豫商文化旅游的鲜明形象，让旅游者对河

南商业、商人、商品有一个全面了解和深刻感知，进

一步带动豫企发展，促进其产品竞争力提升。古代

豫商从不同角度展现了豫商文化的精髓，子贡是儒

商代言人，范蠡是热爱公益事业的商人之典范，弦高

是第一个爱国商人，白圭是第一个战略商人，怀庆商

帮 “守信、讲义、取利”……这些都对新豫商精神的

培育产生了深远影响。２００６年第一届豫商大会就
明确提出“豫商行天下，诚信创财富”的形象口号。

广大豫商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艰苦创业、勇

闯市场、诚信为本、造福社会”的新豫商精神，具有

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展示了河南人民的良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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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１４］。结合古代豫商的精神理念和新豫商精神，豫

商文化旅游形象应该从“儒商（爱学习）”、“信商

（讲诚信）”、“义商（具有社会责任感）”、“谋商（战

略眼光）”、“智商（善于经营）”诸方面全面打造豫

商文化旅游精品工程，以形成和展现全新的豫商

形象。

３．选择项目，打造精品
豫商文化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具有较好的旅游

开发价值，但由于历史久远，遗存较少，为其开发带

来一定难度。目前，已进行旅游开发的仅有清明上

河园、康百万庄园、华商文化主题园、范蠡公园等少

数几处。而资源整合理念下的产品开发必须对资源

内涵进行深入挖掘，找出资源与资源之间的内在关

联，提炼旅游主题，选择旅游项目，通过产业园区建

设、大型节事活动、电影电视作品制作等方式展现区

域文化精髓。古代豫商故里除商丘王亥故里、南阳

范蠡故里已开发外，子贡、吕不韦、白圭、桑弘羊等豫

商之故里均未开发。同时，仅对单一豫商人物进行

开发并不能够完整展现豫商文化的精神风貌。因

此，建议通过文化移植，在郑州建设集商业历史文化

展示、文物古玩交易、休闲餐饮娱乐、非物质文化展

现、商业旅游地产、主题酒店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

型豫商文化主题园区。节事活动是进行区域文化整

合的较好载体，豫商大会、华商文化节、禹州孙思邈

文化节和药交会都已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文化效

益，但规模和影响力相对较小。因此，建议在郑州举

办豫商文化旅游节，可将当前豫商大会、华商文化节

等活动纳入活动日程，在巩义、商丘、南阳、开封、洛

阳等地设立分会场，通过豫商论坛、特色文化旅游商

品展示、豫商经典故事演艺、参与性节事活动、当代

豫商评奖等多种方式集中展现豫商文化精神和当代

豫商风采。

４．打破区域，省际联动
古代豫商的商业法则和经营理念是中华民族共

同的宝贵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商人。对

其进行旅游开发，不能仅局限某地，应该打破行政区

域划分，将河南省内、全国的同类商业文化资源进行

整合开发，打造旅游精品线路。首先是河南省内豫

商文化资源的整合。郑州、洛阳、开封、商丘等城市

可以联合打造古都商业文化游；古代豫商人物资源

的开发可整合在豫商文化主题园区内，竖立雕塑，解

说其生平事迹和对商业文化的重大贡献等；豫商商

品的整合可通过建设特色文化旅游商品市场、举办

特色文化商品展览会等进行集中展示和交易。其次

是跨省域的商业文化资源整合开发。应加强与晋

商、徽商、潮商等国内知名商业文化区的沟通和联

系，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共同开发商帮文化旅游线路，

共同推介商业文化旅游产品。丝绸之路、隋唐大运

河等著名商道涉及到不同国家、不同省域，跨国、跨

省域联合申遗是其整合开发的第一步，后续的旅游

开发必将进一步推动丝绸之路和大运河商道旅游的

大发展。此外，康百万庄园可以和山西乔家大院、山

东牟二黑庄园、安阳马氏庄园合作开发庄园旅游线

路，南阳、苏州、山东定陶可合作开发商圣范蠡文化

旅游产品。在跨区域商业文化资源整合开发过程

中，必须以豫商文化主题形象作为引导，各景区和活

动要明确定位，服务整体旅游形象的塑造，展现豫商

文化的魅力。

５．完善链条，注重效益
旅游业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对豫商文化

资源进行旅游开发，必须立足当地实际，将旅游业和

文化产业、餐饮业、传统手工业、商业、娱乐业等结合

起来，拉长豫商文化旅游产业链，打造集文化旅游、

文化节庆、文化餐饮、文化演艺、文化科技、文化艺

术、文化主题酒店等于一体的较完善的产业链条。

清明上河园将文化旅游和文化演艺相结合，打造出

了《东京梦话》大型实景演出；商丘将豫商文化和节

事活动相结合，打造出了华商国际文化节节庆品牌；

禹州将钧瓷和首饰行业相结合，打造出了高端旅游

商品，实现了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

化。如今，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不可阻挡的潮流，未来豫商文化旅游开发，应充分利

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通过科技、创意

引领，将中原传统商业文化和现代元素相结合，融入

音乐、舞蹈艺术和先进的声光手段，打造反映豫商文

化和精神的影视、演艺、休闲娱乐项目精品，并增加

文化旅游的动态性、体验性、休闲性，以吸引和满足

不同层次人群的旅游需求。

　　四、结语

传承创新背景下豫商文化资源整合和旅游开

发，必须深入挖掘中原商业文化内涵，提炼传统商业

文化精髓，充分利用现代传媒和网络技术，从体制创

新、形象塑造、资源整合、区域联动、产业链条延伸等

角度出发，进行多元整合。要在政府引导下，充分发

挥市场的作用和功能，特别是大型文化旅游集团的

作用，针对民众、商界人士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出

（下转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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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而高效地完成景观评价参数的自动比对与判定。

　　三、结语

航空模型（尤其是直升机模型）具有以下突出

特点：可以垂直起飞，易于景观场地的定位；体积小、

飞行灵活，一定的承载力能满足日益小型化的照相、

摄像器材和发射器的要求；起飞不受场地地形限制，

便于地面人员的操控和地形匹配；价格低、可重复使

用，大大降低飞行与测控成本。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航空模型由航空模型比赛的竞技领
域拓展到了景观规划、城市规划、文物保护、资源评

价、生态监控等领域。在景观对象的评价中，特别是

对景观资源的监控性评价来说，将航空模型和航空

摄影技术结合起来进行景观鸟瞰数据的获取，借用

图形与图像软件技术，可以获得更全面、准确的分析

结果，更容易获得正确的景观评价。特别是随着数

码摄影与照相技术、大容量数据存储技术、遥感控制

技术、模型飞机动力技术、无线数据传输技术的发

展，航空模型在景观评价中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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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相关政策，加强文化、旅游、商业、科技、传媒等产

业整合；打造集儒商、信商、义商、谋商、智商于一体

的豫商文化整体形象，合理安排旅游项目和活动，建

设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培育豫商文化旅游品牌。

［参　考　文　献］

［１］　〔春秋〕左丘明．国语·越语（上）［Ｍ］．济南：齐鲁书
社，２００５：２６９．

［２］　郑志忠．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经济思想
［Ｊ］．剑南文学，２０１２（２）：２５９．

［３］　张民服．豫商历史及其贡献概述［Ｊ］．中州学刊，２００７
（３）：１７３．

［４］　高树印．从古豫商精神看新豫商文化［Ｊ］．协商论坛，
２００７（８）：１７．

［５］　郭灿金．豫商的文化血缘与财富基因［Ｊ］．天下豫商，
２００８（１）：８．

［６］　刘亚轩．豫商精神的形成、发展及传承［Ｊ］．河南商业

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１（２）：１．
［７］　宋淑芬．豫商文化的传播策略探析［Ｊ］．河南商业高等

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３（６）：２８．
［８］　班琳丽．王亥服牛兴大商［Ｎ］．京九晚报，２００９－０１－

２３（０９）．
［９］　朱晓翔．康百万庄园旅游发展创新研究［Ｊ］．管理学

刊，２０１１（１）：７２．
［１０］史杰鹏．“弦高犒师”和爱国主义 ［Ｊ］．国学，２０１２

（１２）：３４．
［１１］刘云山．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Ｎ］．

光明日报，２０１０－０３－２４（０３）．
［１２］刘斐．豫商精神与晋商、徽商之比较［Ｊ］．读书，２０１０

（９）：４７．
［１３］李小丽．运城市旅游形象设计初探［Ｊ］．国土与自然资

源研究，２０１３（１）：６５．
［１４］朱殿永．首届豫商大会召开，徐光春盛赞新豫商精神

［Ｎ］．河南日报，２００６－０８－２９（０１）．

·９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