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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湖三山岛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秀丽的风光和人文景观而具有较高的旅游价值。经过实

地考察采访，就三山岛旅游地域系统和旅游业对岛内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岛上旅游业合理开发进

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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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太湖三山岛位于苏州城西南 #$ -. 的太湖之中，地理位置为东经 "!$/",0*#1 2 "!$/"30##1，
北纬 ("/"0!#1 2 ("/!0($1，面积 ! ’3, -.!，隔水与东山陆巷码头相距 3 -.。三山岛现由三山岛本

岛（面积 " ’ 3, -.!）、泽山（$ ’ , -.!）、厥山（$ ’ * -.!）等几个小岛组成，它们共同构成一个行政

村。现有居民 !#, 户共 ,$! 人!，且全部居住于三山岛本岛内。由于历史的原因，厥、泽二岛暂

无人居住，故三山岛本岛惯称三山岛。三山岛气候温和，适宜果树生长。岛上旅游资源丰富，

著名景点有 "$ 处，明清古建筑有多处，现已考证三山岛曾是长江中下游古人类的发源地，并被

认为是我国湖泊陨击成因的最好佐证地［"］。因此，保护三山岛旅游资源并探讨合理开发的对

策，意义重要。

" 三山岛旅游地域系统分析

旅游地域系统是指一定区域内旅游资源、游客状况和旅游媒介设施等三者间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共同形成的系统［!］。下面就这三者进行分析、探讨。

" ’! 旅游资源

! ’" ’" 旅游资源的特点

三山岛旅游资源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地理位置独特，自然风光秀丽。三山岛位于太

湖之中，四周环水。岛上树木茂盛，郁郁葱葱。登峰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美不胜收。岛上

奇石遍布，并且后面还留有许多美丽传说，给人以身处世外桃源之感。这就构成了三山岛旅游

资源湖中岛屿结构的特点；（!）旅游资源丰富。在 " ’3, -.! 的小岛上，景点面积高达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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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岛上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化石，具有古人类文化遗址，与其特有的民俗风情、明清古建筑构

成了三山岛旅游资源类型的丰富性、多样性（见表 !）；（"）三山岛由太湖中几个互不相连的岛

组成，属行政村级单位。游客上岛可享受到“农家乐”式的乡村旅游的乐趣。

表 ! 三山岛旅游资源一览表

旅游资源 特 征 资源评价 现 状

自
然
风
光

拜碧峰 天然水石盆景。

十二生肖石
石临湖边，形似十二生肖

动物。

叠石
高 大 雄 伟，一 端 驾 于 悬

崖，一端凌空于峰尖。

金鸡石 共有三块石，石下有洞。

牛背石
传说金牛化为石身留于

此地。

马脚印 传说关公练马所踩脚印。

龙头山
山 似 青 龙 抬 头，气 势 非

凡。

仙人洞
位于悬崖之上，观看夕阳

的绝佳处。

香炉石 一石三鼎足，可观日落。

石码头
有石船傍岸，船旁有老人

石看船。

同属国家一级景点，其中拜碧峰有

江苏石景之最的美誉。是目前三

山岛吸引游客的最主要的三个景

点。

保 护 较 好，吸 引 大 量 游

客。

优秀石景，著名景点。在三山岛旅

游资源中的地位相对较低。

保存较好，但开发利用力

度不够。

著名景点，由于开山采石等原因已

遭到破坏，对三山岛的旅游业发展

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严重破坏，名存实亡。

人
文
景
观

东泊古洞

石灰岩溶洞，规模宏大，

同时又是古人类文化遗

迹。

目前处于闲置状态，是三山岛潜力

最大的旅游资源，若加以开发 利

用，其地位远超过自然风景点。

没有利用，珍贵文物大量

流失。

燕窠古宅

又名“师 俭 堂”，清 代 建

筑，因燕子筑巢于室内而

得名。

是目前岛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建

筑，但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旅游

开发价值巨大。

年久失修，资源状况不容

乐观。

# $! $# 旅游资源的现状

图 ! 三山岛景点分布图

三山岛旅游资源按资源作用可分为三大

类：第一类是为科学研究、科普教育、考察考古

服务的资源，如地球科学文化中厥、泽二岛的陨

击坑，考古文化中的洞穴等。这一类文化旅游

资源正处于无人保护、管理废弃状态；第二类是

为观光游览服务的风景名胜文化和三山传统文

化（包括寺庙文化、明清古建筑文化等）。风景

名胜中原有著名景点 !% 处，由于开山采石、不

合理建设等方面的原因，致使景点遭到破坏，现

仅存 & 处（见表 !、图 !），且这 & 处景点仍处在

保护、管理机制不完善的状态中。寺庙文化，有

!’’’ 年重修的吴祀祠，现香火不断。明清古建

筑，由于年代久远，又无人整修，资源状况不容

乐观；第三类是体现三山岛整体风貌的自然风光、民俗民风文化。其中，由于岛内建筑剧增，使

自然风光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锐减。民俗民风也有被岛外现代气息同化，甚至取代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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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 游客现状

三山岛自 "##$ 年实行旅游开发以来，游客人数迅速增长。据 %&&" 年 "% 月实地访问调查

得知，每年有来自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浙江、北京等地的数万游客上岛观光、游览。其中，苏

州、上海、无锡等太湖周边城市的游客占游客总人数的 #&’ 以上。游客职业结构较复杂，有学

生（大多为实习、写生或参加夏令营）、干部、教师等，且多团体客。游客年龄多在 (& ) *& 岁之

间，其中青年游客（年龄在 %& ) (& 岁）占游客总人数的 (&’，中老年游客占游客总人数的

$&’。游客逗留时间因客源地的远近而不同，平均为 " ) ( 天，游客上岛多在周末、节假日，并

以“五一”、“十一”黄金周游客数目达到顶峰。

! !" 旅游媒介系统现状

三山岛旅游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全岛只有一条 ( +, 长的环岛半周的公路，岛内多小路、岔

路，而无一幅旅游线路图，岛上景点无介绍，古树名木无标识。上岛的交通也不甚便利，虽有快

艇接送，但价格较高，轮渡一天只往返一次，且时间安排不够合理（早晨 $：(& 离岛，下午 %：(&
由东山陆巷开船上岛）。全岛目前有农家旅馆 (& 余家，各旅社配套设施较齐全，旅社档次多为

中低档。旅社平均价格每人每天的标准约在 -& ) $& 元不等。

通过对三山岛旅游地域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旅游资源、游客人数、旅游媒介三者呈现出这

样的变化关系：在 "##( 年以前，三山岛旅游资源由于开山采石和不合理建设而遭到严重破坏，

资源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旅游媒介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游客人数少，并无增加的趋

势。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三山岛此时并没有把旅游业作为产业发展，同时，也与交通不

便和信息闭塞有关。"##( 年以后，三山岛开始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本岛的主导产业，资源破坏

也得到了初步的遏制，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管理措施，资源仍处于破坏之中。此时，旅游媒

介和游客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远远跟不上游客人数的增长，这

种现象在 "##$ 年之后表现的尤为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岛内缺乏整体旅游规划和基

本的建设资金，但与此同时，人们旅游消费观念的增强，三山岛对外宣传力度加强。

" 三山岛旅游开发对本岛的影响

" !# 旅游开发对本岛经济的影响

由于三山岛具有典型湖中岛屿的特点，决定了岛上居民主要采用经营农家旅社的方式来

发展旅游经济，"##$ 年以后，岛中农家旅社逐年增多。到目前为止，旅社已有 (& 余家。从表 %
可见，旅游开发后对岛内的经济的确有很大影响。旅游业初具规模后，岛内经济产业结构一改

过去以经营果树为主，变为以经营旅社为主兼营果树、渔业的结构。在投资方向、投资金额方

面，也从投资果树品种的改良、提高产量转向发展旅游业，如：建旅社、开商店。并且在建旅社

的资金来源上，出现了借款、贷款等方式。从三山岛所属的整个东山镇的统计数据来看，人均

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已由 "##( 年的 & !&"- .,% 下降到 %&&& 年的 & ! &"& .,%!，这带来了用地紧

张和土地价格的变化。在人均纯收入方面，也由 "##( 年前的人均年收入 ((# 元，增加到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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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 元，$ 年间人均纯收入增长了近 %$ 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旅游业的发展的确带

来了经济的繁荣，居民收入的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了耕地面积的减少等问题。

表 & 旅游开发前后对本岛经济的影响

阶 段 产业结构 投资方向 土地利用 收入状况

旅游开发前
林业（果 树）、渔 业、

养殖业

投资主要用于改

良果树，提高生

产效率。

用于农业
整体收入较低，波动

性大。

旅游初具

规模阶段

旅游服务业为主，兼

营林业。

以家庭为单位用

于建设旅社商店。

用于服务业商业建

旅社商店。
有盈余，收入较高。

! ’" 旅游开发对岛上环境的影响

三山岛旅游业的开发仅仅三、五年的时间，但旅游开发对岛上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日渐显

著。旅游开发前，开山采石，毁林开荒，对岛上原有的生态自然环境景观有很大的破坏。旅游

开发后，岛上旅社数逐年增多，颇有现代气息的 & ( ) 层的旅社建筑林立于江南传统名居之中，

其高度高于岛上的传统民居，这使得房屋布局在形态上突现畸形，破坏了三山岛传统、朴素的

建筑风格，严重影响了三山岛的整体美。并且大量游客的涌入，所带来的废弃物又构成了对周

围水体的污染。

! ’! 旅游开发对岛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三山岛交通不便，使得全岛似一个封闭的系统。据说，三山岛至今仍是吴中地区传统称谓

较规范的地区之一，并且岛上还保留着自己的一些风俗。旅游开发后确实给岛上带来了一些

影响，如岛上居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改变了以种植业为主农业经济的传统观念，大力发

展服务行业，加强与外界的社会文化交流等。当然，旅游开发也对岛内社会文化带来了一些不

利的影响，如一些不良风气的传入，使得岛内原有的夜不闭户的纯朴民风已趋于消失。

# 三山岛旅游业发展的对策
# ’$ 三山岛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 ’% ’% 缺乏整体的旅游规划，景区的建设不合理

缺乏整体的旅游规划是三山岛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首要问题，并且由此导致了岛内旅游业

发展的混乱现状，出现了岛内建筑布局的畸形和景区内的不合理建设。三山岛景点面积 %)!
+,&，且景点几乎全部集中在 % ’$" -,& 的三山岛本岛上，旅游地环境容量十分有限。岛内旅社

逐年增加，用地紧张，使得旅社的建设有向景区漫延的趋势。都市化的高楼与白墙灰瓦的江南

传统民居相互混杂，组合无序，造成了岛内整体环境的不协调。

* ’% ’& 旅游资源屡遭破坏，部分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利用

三山岛旅游资源、珍贵文物由于开山采石或不规范挖掘而不断遭到破坏，前述 %. 处著名

景点中有 * 处被破坏，而损坏和丢失的珍贵文物更是不计其数，这给三山岛的旅游业带来了不

可估量的损失。一些可以发挥本岛优势的旅游资源，开发的旅游景点尚缺乏特色和整体设计。

三山岛还存在着部分闲置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利用的问题，如燕窠古宅、古人类文化遗

址东泊古洞等，这些景点若加以开发必将成为吸引游客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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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旅游业发展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旅游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旅游服务行业管理极不规

范

目前，环岛旅游线路并未形成，且小道、岔路纵横，加之无旅游路线图和路标，这给游客游

览观光带来了很多不便。与此同时，岛上景点无标注，古树名木没有标牌，也没有专职导游，这

给三山岛的旅游文化传播带来了障碍。三山岛的农家旅社存在着经营管理不规范的现象，这

也不利于岛上旅游业的发展。

! "" 三山岛旅游地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策略

旅游业发展的实质也就是旅游地域系统各限制因素的协调统一，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与

人类生态环境构成一个整体，在保持和促进旅游业未来发展的同时，满足旅游者和旅游地居民

当前的各种需要，在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同时，满足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可持续性，以

达到各种资源的永续利用［%，!］。

! "% "# 旅游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旅游业发展必须“坚持以保护为主，以开发为辅”的方针，保护

旅游资源和岛内生态环境，对于一些年久失修的古建筑进行修复并加以保护。然后再逐步

地、有计划地进行开发，以求得资源的永续利用。

! "% "% 旅游业发展的策略

（#）强化旅游资源的保护意识，实行规范性的保护式开发，制定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规划，

加强资源保护，这是岛内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对于三山岛这个不足 % &’% 的小岛来说，应尽快

制定旅游业发展的整体规划，确定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三山岛旅游业的发展才能少

走弯路。如：在解决三山岛新建旅社的问题上，应本着限制数量和建筑高度，规范布局，并与岛

内民居建筑风格相融合的原则，对岛内新建建筑进行规划，而对原有明清古建筑，则应及时修

复，加以保护式开发。

（%）改善旅游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的旅游资源管理体制，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目前，修建

环岛公路，增设旅游路线图、旅游景点注释，增挂古树名木牌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

同时，加强旅游地法律和环保的宣传，使岛内居民自觉守法和保护环境。在旅游服务管理方面

应该逐步完善，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

（$）逐步开发本岛优势旅游资源，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并积极开发旅游项目。三山岛旅游

资源现状不容乐观，开山采石对资源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对现有的旅游资源一定要落实保护政

策。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开发利用，利用优势资源，建设一些新的特色项目，如环岛水陆游，并

可根据岛民在捕鱼期多入太湖捕鱼虾，来开设一些游客参与性的旅游项目。优势资源中，陨击

坑和古人类文化遗址则有望建成科普、考古教育基地和历史博物馆，来丰富旅游资源。同时，

岛内旅游开发者也应定期进行市场分析，了解旅游者的需要及消费动向，满足其旅游需求，以

吸引更多的游客。

（!）加大岛上旅游业的宣传力度，建立合理的营销机制，不断提高其知名度［$］。在岛中实

行“以保护为主，以开发为辅”的方针下发展旅游业时，应适当考虑加大岛上旅游业的宣传、营

销力度。首先，可确定一个能充分反映三山岛旅游业的宣传口号，如：“世外桃源———太湖三

山”、“吴中蓬莱”等等；其次，还应进行广播电视媒体的宣传，与中央、省、市及周边地区电视台

联合制作记录片、宣传片进行播放，以扩大影响。与此同时，还可以加强与周边旅游景点的联

系，参与和其它景点之间的联合开发与促销等等，不断扩大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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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岛上旅游资源特色，发展求知、新奇、有趣、娱乐、健身等游客广泛参与性的旅游

项目［"］。根据岛上旅游资源的类型、特点，发展以文化景观、史地遗迹、风景名胜、民俗风情、田

园风光、农事劳作等为内容的旅游项目。其中，以三山岛风景名胜中的六大国家一级景点和孤

岛的结构特点为旅游基础资源，建立厥山陨击坑考察点并与东泊古洞、明清古建筑、三山岛文

物馆构成三山岛文史旅游专线，使游客在游览中获得知识，以此突出三山岛旅游资源的文化内

涵。同时，把民俗风情、田园风光、农事劳作三者相结合，建立一些新奇、有趣、娱乐、健身的旅

游项目。如：环岛自行车游、游艇环岛游、果品自摘品尝、碧波垂钓、农耕出租、湖滨度假、“康”

体水世界以及丛林探险等游客参与性项目。最后，通过三山特有的农家旅社向广大游客展示

三山饮食文化，突出三山特色风味，使广大游客流连忘返。

致谢：本文在调查过程中得到韦鹤鸣老先生的指导；胥永强、卢小琴、桑志刚同学也一同参

加了野外调查；并得到“环太湖地区资源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的资助，一并诚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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