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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7_A7_B0_E4_c57_614530.htm “九寨沟很拥挤很拥

挤，这样下去这个著名的风景区很可能就要被旅游给毁了。

”王振鹏，35岁，长沙人，职业是医生，另一身份是本报热

心读者。5月7日下午，他给本报的新闻热线打来了电话，流

露出非常失望的语气：“我刚刚从九寨沟旅游回来，也许是

我对九寨沟的期望值过高，实际情况和我想像的生态环境一

点不一样，令人痛心。” 九寨沟，位于中国四川省阿坝藏族

自治州，独特的景观资源、丰富的生物资源和传统的藏民俗

资源，相得益彰，使它赢得了“人间天堂”的美誉。自2000

年后，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涌入，并且数量年年递 增

。除了游客的破坏，还有一些影视剧出于商业利益，也纷纷

选择到九寨沟拍摄，使得九寨沟“不堪重负”。 有九寨沟这

样困境的景区，全国不在少数，诸如都江堰－青城山、海螺

沟冰川、峨眉山这样的景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生态被破

坏的现象。我国首批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张家界，曾因

在主要景区内兴建大量商业建筑而被联合国遗产委员会出示

红牌，勒令整改。云南玉龙雪山也因建索道砍伐了数千平方

米的原始森林，加上游客的大量涌入，导致了小气候变化，

使原本终年积雪不化的雪山出现了夏秋两季雪山无雪的恶果

。 破坏中的生态环境 王振鹏向记者详细描述了九寨沟目前被

破坏的现状。 “首先是九寨沟的基建热。在沟口的漳扎镇，

不仅能看到多处有塔吊的建筑工地，在我住的扎西宾馆边，

正在修路的震动式压路机，把宾馆的楼震得不断颤动。沟内



也是一样，九寨沟管理局正在多个景点修栈道，住在九寨沟

民俗村的藏民们，也都在抓住机遇、大搞基建。据我了解，

最近九寨沟管理局不允许游客在沟内住宿，游客如要细看九

寨沟，需第二天再买门票进来。”王振鹏继续气愤地说，“

我听导游讲，九寨沟平均每天可以接待1.2万人，而景区规定

的最高限额也是每天1.2万人；但是事实上在淡季时游客达不

到1.2万人，而旺季每天最多进入景区的有2.2万人以上，就比

如现在的黄金周，常常要用网上预先购票等形式，限制散客

的进入。这说明九寨沟现有宾馆的接待能力，已经超出了景

区的接待能力，再建新宾馆，不仅将造成宾馆业竞相压价的

恶性竞争，更将过分破坏景区及周边的原始风貌。” “在九

寨沟内日则沟的第一个景点，我面朝镜海、背靠公路，席地

而坐吃野餐，视线所及是微风吹拂下的一池波光粼粼的净水

，那真是一池自然的、原始的、从没有被人类扰动过的净水

。在九寨沟，甚至在去九寨沟沿途看到的很多湖泊，无一不

是这样的晶莹剔透，可以看到十几米深的水底，这里确实是

人类没有扰动过的又一例证。这些原始的景色，应该就是九

寨沟的魅力之所在，也使我深感‘黄山归来不看岳，九寨归

来不看水’。”王振鹏顿了顿说，“当我沉浸在这如画的美

景中时，背后的公路上驶来了只有现代文明才能生产出来的

豪华大巴。坐在这现代与原始的结合点上，现代文明与原始

风貌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我感到了一阵阵莫名的惆怅⋯⋯

形成巨大反差的决不仅仅是这些，九寨沟到处是保护环境、

追求自然与原始的宣传和沟里沟外的基建工地；盆景滩边那

施工用的柴油机的轰鸣声与镜海的恬静；中巴车为了环保改

为天然气做燃料后，景区内的洒水车和基建用的载重货车依



旧喷出来的浓重的柴油车尾气，都形成了巨大反差。在进入

九寨沟前一天晚上，我住在川主寺的金景宾馆。一上楼梯，

我们就闻到缓台下一大堆用黑色塑料袋装的垃圾正在散发臭

气；再一细观察，宾馆餐厅的污水，更是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我们随后了解到，川主寺多家宾馆饭店的污水，都是直排

进岷江。” 最为轰动的一次破坏 其实，公开报道的九寨沟自

然景观被破坏的事并不在少数，其中以“张纪中的《神雕侠

侣》剧组破坏自然景观”最为轰动。 去年11月，根据一位不

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揭发，原本禁止游客“触水”的九寨沟

，破例让张纪中的《神雕侠侣》剧组多次“下水”拍摄。该

知情者还指出，在张纪中的要求下，这部戏的选景都是九寨

沟最美的地方，包括著名的珍珠滩瀑布。他向媒体透露：“

张纪中不懂得怜香惜玉，让摄影师来回在水中走动，还让马

匹在里面拼命折腾，这些都伤害了九寨沟的水环境。在没人

管的状态下，工作人员也肆意破坏，把珍珠滩瀑布四周的青

苔踩得七零八落，有些地面甚至已是一片空白，连植被都被

破坏了。”这个消息引起了公众一片哗然。 事隔一个月，歌

手李进再次公开出具证据举报张纪中的《神雕》剧组严重破

坏大九寨景区的两大自然景观神仙池和钙化瀑布。在他给国

家环保总局的揭发信中这样写道：《神雕》剧组在神仙池钙

化层上非法搭建用于拍摄的人工景观，破坏了自然景观协调

性，更严重的是对钙化层形成难以估量的损害；肆意践踏神

仙池钙化堤，留下几十个可能多年也不能修复的印记（相关

人士指出，假如有50个剧组在九寨神仙池做出同样的事情，

这个需要百万年钙化过程才能形成的仙境就可能毁于一旦）

。李进认为，《神雕》剧组身为公众极为关注的群体，却为



人类的生态保护做出了最坏的示范。 为了求证，记者联系上

了九寨沟风景区管理局的苏先生。在采访中，他坚称自己不

清楚当时九寨沟水质被污染的情况。“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

间了，当时《神雕》剧组在这里拍戏都是领导直接批准的，

所以，应该是在多方考量下剧组才这样做的。” 其实，张纪

中本人曾在第一次被揭发的时候，提出愿意免费为九寨沟拍

摄耗资80万元的宣传片作为补偿。事隔将近半年之后，正在

北京做《神雕》后期工作的张纪中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口气有些无奈：“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你们没有

必要还是拿出来说。我该说的该做的都说了做了！”当谈

到80万元免费拍风景宣传片，张纪中这样解释：“我们的确

拍了几卷九寨沟空镜头的带子，临走的时候已经交给了九寨

沟景区管理局让他们自己剪辑，不过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是

感谢九寨沟当时一个多月的照顾，而且正好有多余的镜头，

当然不要让它浪费。”他向记者解释，拍宣传片只是义务，

并不是因为破坏九寨沟的风景而“亡羊补牢”。 至于张纪中

免费拍宣传片，苏先生说剧组能在九寨沟拍戏就是免费的宣

传，就如当年《英雄》在九寨沟拍摄就做了很好的形象宣传

，他并不肯作出正面回答。 二十年生态变迁 “包括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高级督察桑塞尔博士在内的国外一些专家的观点是

，九寨沟20年后可能会消失。”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旅

游研究所所长张捷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他的语

气中透露着担忧。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做关于九寨沟的一个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按他的话说，他致力于九寨沟的生态环

境研究已经整整20年了。“早在1985年左右，我自己还在念

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涉足九寨沟的生态环境研究，到



今天，九寨沟之行差不多已经有八九次之多了。” 张捷向记

者回忆起他知道的九寨沟的最初情形：“现在的九寨沟县原

来叫南坪县，1998年才正式更名。但是如果你翻开1978年以

前的四川省地图，在上面是找不到九寨沟的地名的。在地图

上的南坪县附近只有\林场\两个字，其实这就是九寨沟的前

身。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九寨沟内只有山间小道，藏民过

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少与外界交往，因而九寨沟一直鲜为

人知。1966年，大队人马开始进驻九寨沟地区，砍伐森林。

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处具有珍贵保护价值的自然风

景区。直到1975年，国家农牧渔业部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对

九寨沟地区进行了综合考察，才发现这是一处蕴藏了丰富、

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在世界上也是罕有的优美景区。同年，

中国林科院院长、著名的林学家吴中伦教授在考察后上书四

川省政府及林业部门，呼吁要很好地保护这一奇美的自然景

色。四川省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发文指示，九寨沟则查洼、日

则沿沟200米以外才准予砍伐。1978年，当地政府开始研究商

讨在九寨沟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有关事宜。当年11月30日，有

关部门终于下令停止在九寨沟采伐木材。其实，当年砍伐的

后果仍然存在，比如今天我们看到沟口一带没有树林。”

1984年，九寨沟正式对外开放。“当年的九寨沟根本没有现

在这么火热，游人数量也远没有今天这么多！”张捷说，因

为开放之初，当地的旅游配套设施跟不上，每年的客流量仅

有几万人次。“游客到九寨沟，住宿的地方还是以前伐木工

人的招待所。”张捷指出，九寨沟早期的开发完全是探索式

、粗放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个时候的游客享受的

才是真正的生态旅游，他们可以直接接触到真正的原始森林



风貌，深入到森林的内部。而现在游客们参加的所谓生态旅

游，更多的是一种商业概念上的，他们与自然的接触是被限

定了范围的。” “我最初一次进沟的时候，由于游人尚不多

，地面上有着厚厚的一层苔藓，保留了最原始的自然风光。

这些在如今的九寨沟游览区域已经鲜见了。当时进沟，我们

还能见到许多大瀑布。后来因为修路，不少瀑布就消失了。

现在我们还能根据路的位置和走向判断出一些地区原来存在

瀑布。高瀑布原本很多，但是现在也很少见。这也许和当地

的河流变化有关，但也不排除是受到了游人的间接影响。”

说话时，张捷的语气不无遗憾，当时不仅自然风貌保持着原

始的风光，就连当地人也保持着淳朴的民风，并不愿受到太

多的外来打扰。“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到沟里，

我们见到了当地牧民放养的羊群，有人想与羊群合影留念，

结果看羊的小牧童死活不同意，他觉得我们来给羊照相，就

会将羊的灵魂带走，打破当地的宁静。” 但这一情况在1987

年以后，尤其是1990年左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

，九寨沟的旅游进入了快速增长期游客数量成倍增加，而其

发展模式仍然沿袭了早期的粗放型模式。旅游者蜂拥而至，

九寨沟内忙着修葺旧屋，平地起新楼，几百户人家都成了客

栈，有的还建起了带“星”的宾馆，整个沟里竟然有5000多

张旅客床位。水泥、石灰、瓷砖、马赛克、卫星接收器等城

市化的设施遍布九寨沟。虽然有关部门早就要求九寨沟要“

沟内游，沟外住”，但是很长时间九寨沟都处于“屋满为患

”的状态。“1990年左右的时候，我去了一次九寨沟，确实

很为当时看到的情景担忧。不讲规划的房屋大批出现，废弃

的建筑材料随意堆置，土质和植被被伤害。宾馆饭店四周污



水横流，垃圾丛生。水质也很差，水是九寨沟的灵魂，素有

‘九寨归来不看水’之说。但九寨沟管理局的监测结果表明

九寨沟的水体已经有富营养化的趋势，湖泊有沼泽化倾向。

” 到了2000年以后，每年游客量都超过100万人次。“黄金周

”里游客塞满九寨沟，车队排成了长龙，足足堵了几个小时

，有的游客在沟外排队排到夜里也没能进来，沟内沟外的旅

馆均爆满，不少人睡在车上。回忆起这种景象，张捷不胜唏

嘘。 生态保护的成效 在讲述完九寨沟20年来的生态变迁后，

张捷继续说道：“对于‘20年后九寨沟的美景将不复存在’

这个观点，我认为虽然是存在一些问题，但情况没有像他们

说的那样危言耸听。”他向记者解释，他刚看到这个观点的

时候也吓了一跳，但在他最近一次对九寨沟进行了实地考察

后，他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其实两个结论的差异可以看作

是两种不同学术观点争论。关于\20年后九寨沟消失\的结论是

依据景区的游人最大容量得出的。所谓\容量\指的是风景区

维护当地生态环境处于正常水平的条件下所能接待的游人数

量。过去，学术界一直将‘容量’作为一个景区是否过度开

发的衡量标准。我认为这个立足点有些片面，在实际评估当

中，我们应该以景区生态环境可接受的最大极限量作为判断

标准。按照这个概念来理解，景区的容量实际上可以在一定

的范围内动态地变化。”为了说明这个陌生的概念，张捷举

了个例子，“比方说，按照过去一个游人对景区的破坏影响

程度来计算，景区的最大容量为1万人次／日。但是通过改进

管理，增添相应的环保设施后，单个游人对环境的破坏可以

降低到过去的一半，那么景区的最大容量就可以相应地扩大

到2万人次／日，实际上总的影响程度和过去是持平的。” 



张捷表示，九寨沟景区的管理者正是通过各种手段来降低单

个游人对环境的破坏影响，从而保证景区的游人容量。“所

以我们不能光看到年度游人数量的增长，就简单地判断破坏

程度在加剧。” “其实游客对于九寨沟的破坏主要来自三个

方面：游客进入森林后，对林区土地的践踏，对树木的触摸

等，这些是对景区生态环境最直接的破坏影响；其次，大量

的游客到达九寨沟后，食、住、行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和生

活垃圾，以及当地居民为了接待游客而过度地消耗当地自然

资源，这些是间接的破坏影响；除此以外还有噪音等其他因

素，也会对九寨沟的动植物正常生长有所影响。” 张捷认为

，他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九寨沟管理部门针对这些问题都采

取了相应的措施。在九寨沟正式对外开放之前，有关方面就

曾提出“沟内游、沟外住”的构想，但是由于早期一窝蜂式

的发展，这项措施一直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2001年5月1日

起，九寨沟管理局下了死命令：景区内的宾馆饭店一律关闭

，游客一律“沟内游，沟外住”。投资近百万元的跑马场也

在一片责骂声中被拆除。管理局从每年的门票收入中拨钱给

当地居民作生活保障费，同时安排当地人给景区打工。沟

里1000多居民绝大部分都在景区内找到了保洁、护林、消防

、票务等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农民自觉地退耕还林还草

，64000公顷的保护区，森林覆盖率恢复到63.5％。从2001年7

月1日起，九寨沟管理局又实行“限量旅游”，限制每天进沟

的人数。所有旅行社都必须在网上预订，给沟内减压。 为了

避免游人直接践踏林区，九寨沟管理部门投资了数千万元在

各景区建立起人行栈道，游人全部在栈道上行进，既能不受

干扰地观赏美景，又可避免直接接触景区。为了满足游人接



触自然的愿望，有关部门在一些次森林地带用铁丝网圈出一

定的区域，让游人在限定的范围内直接“下地”，而更多的

原始森林则被封闭在游人活动范围之外，这样以较小的代价

在发展旅游与保护生态间取得一个平衡点。同时在景区栈道

、景点（不影响景观）已修建17处钢架结构游人休息厅，集

观光、休息、购物（限饮料、干杂食品）于一体，每个休息

厅可容纳50至100人。为了解决游客的吃饭问题，管理局在沟

口兴建了惟一的一个带环保设施的餐厅。 车辆不得进入景区

，游客一律乘坐环保大巴。目前各候车点已安装了7个隔离栏

，做到人车分离，有序排队上车。改变以往乘车时拥挤、争

位的现象，保障游客乘车秩序，便于观光车灵活调度。 令张

捷印象深刻的是，景区内还采用了不少国内甚至国际领先的

环保设施。“景区内原本是旱厕，游人的排泄物就地处理。

现在28座生态厕所取而代之。这些环保厕所采用电子监控，

自动更换保洁用袋，排泄物通过自动打包后，由专用清洁车

运出景区进行处理。还有8辆车载式流动厕所。我觉得这样的

处理方式非常好。” 张捷告诉记者，原本在九寨沟沟内设有

垃圾厂，景区内产生的垃圾就地埋在山里，这对九寨沟的破

坏可想而知。现在诺日朗、火花海两座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启

用，景区内的生活垃圾也一律运出沟外处理。 管理局还委托

四川省环境科学院制定了九寨沟环境保护规划和景区污染防

治规划，建立了九寨沟环境监测站，开展水质、大气和噪声

等监测。 “九寨沟目前的生态保护措施在国内而言，是做得

最好的。”张捷非常肯定地说。 “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 九

寨沟目前的生态保护措施真的无懈可击了？对此张捷也承认

，尽管景区的环保工作十分出色，但由于各种无法预料或者



控制的因素，九寨沟的环保不能说没有一点问题。“人行栈

道的修建，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林区，但是游人活动的

范围也因此缩小了，在旅游高峰时期，栈道将会十分拥挤，

游人的安全性也许存在一定的隐患。由于九寨沟内人行栈道

的建设，使原本是一个整体的两栖动物觅食、繁殖地被一块

块分割开，破坏了动物原来的生存地。造成很多个体动物无

法正常觅食、繁殖，进而使大量个体死亡或迁徙。另外，涂

有涂料的人行栈道紧贴地面，这些涂料可能形成化学隔离带

，影响周围爬行类动物的活动。而且有个别素质不高的游客

，无视景区规定，私自离开栈道，进入林区，这就让我们的

辛苦白费了。还有一些游人将喝剩的饮料倒入湖水中，直接

影响了水质。为此，当地部门曾经在湖泊周围设了铁丝网，

就是为了防止游人向湖泊内投掷鱼食、垃圾等物，影响水质

。但由于这些铁丝网网眼过小，动物无法穿越铁丝网到湖泊

中饮水，有迁徙习惯的动物也因铁丝网的阻碍无法顺利迁徙

，这给青蛙等两栖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造成一定隐患。 张捷教

授建议通过增强罚款的力度来规范进入九寨沟的游客的行为

。同时他也指出，有关部门应该学习广西石林的经验，每年

从门票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科研经费，公开对外招标，

主动请国内权威的专家学者到九寨沟来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和措施。 而事实上，当记者就王振鹏所

反映的问题询问九寨沟风景区管理局的时候，其中一位不愿

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显得有些不耐烦：“黄金周期间我们

并没有接到非常严重的投诉，小问题肯定有，这是不能避免

的，但你所提的这些问题我们没有收到正面投诉，因此不能

给予回应。”就这样以简短的回答结束了记者的采访。再次



致电，该电话已经处于盲音状态，没有再接通过。 诸葛仁博

士是“绿色环球21”中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绿色环球21

”是澳大利亚可持续旅游合作研究中心（STCRC）和绿色环

球亚太国际（GGAP）在中国联合开设的代表处。他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旅游收入的暴增就是旅客的暴增，原本是

人间罕有的景点，遭遇不停‘践踏’、‘赏玩’，终于不堪

重负，发生了一系列\事故频发\。武当山遇真宫大殿遭火焚

；武陵源、张家界更因过度商业化、城市化而受到了世界遗

产委员会的警告⋯⋯旅游的背后站着强大的利益作为支撑，

旅游大车车轮前滚的速度一定不会降低，而且获得巨大利益

也是强民富国的正经之道。可是搞得太多了，必将造成旅游

资源的不断缺失。陕西乾陵地宫藏有巨宝几乎无人不知，有

专家预测，乾陵地宫如果将所有宝藏完全开发，将使当年中

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一个百分点。这巨大的利润驱动当地政

府近年来不断申报开掘地宫批文，可是迟迟未决。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不能确定对这批资源是否能够完好保护，开发旅

游后，这批资源能不能完好如初。可见这旅游业发展的本身

就是一场尴尬之旅啊。” “不可否认，九寨沟在前两年生态

保护上做得非常到位，但是近年来有所退步。前些年，也是

世界保护遗产的湖南张家界，因在景区内开发建设过度，受

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警告，至今不仅对进入景区游客的

数量有严格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对不符合景区规划的建筑

，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拆除，其损失是十分惨重的。张家界

的教训，值得九寨沟借鉴。决不可以重蹈张家界盲目开发建

设的覆辙。” 诸葛仁指出，岷江下游的成都、嘉陵江下游的

重庆，甚至整个四川地区的老百姓，都知道平均每天来九寨



沟的1.2万游客仅门票一项，每年将给管理部门带来6.35亿元

的收入。“但如旅游者所描述的，他所住饭店周围带给下游

老百姓的是源源不断的污水时，他们还能像今天这样以九寨

沟为自豪吗？” 诸葛仁分析了九寨沟现状的形成原因：“巨

大的游客数量和不良旅游行为对九寨沟生态环境破坏构成直

接威胁。九寨沟所在的漳扎镇，沿着白河岸边十几公里，依

山傍河的酒店鳞次栉比，有的楼间距不超过两米。2002年

和2003年九寨沟的进沟游客人数分别为125万和110万（受非典

疫情的影响），而2004年的游客数量达到200万。为了保护好

这块珍贵的人类自然遗产，限制进入人数将是首选方案，目

前，九寨沟旅游管理局已经实行100％旅行团网上预订，用以

限制游人数量，当前的日进沟游客限量在13000左右，而九寨

沟的日最佳进沟游览人数应为6000人。这样的数字到了\黄金

周\就无法限制。而这一困惑，使包括九寨沟在内的许多地方

都感到棘手。”顿了顿，诸葛仁说：“作为缓冲区的漳扎镇

，承担着九寨沟绝大多数游客食宿、娱乐的接待压力。大多

数人知道九寨沟因为它是著名的风景旅游区，为了更方便游

客到达，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设施，从进入九寨沟的公路到整

个漳扎镇，到处是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我们可以闭上眼睛

想像一下，旅途的周折没有了，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一直通

向那个被誉为\天堂\的童话世界九寨沟。整齐优美的城市环

境，功能齐备的服务设施，卡拉OK、大商场、洗脚屋、电玩

屋⋯⋯你可以享受到在任何一个现代城市所能享受到的一切

⋯⋯开发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缩小了发达与落后的差距，但

同时使得有些事物的价值大打折扣。按照城市发展规划，漳

扎镇上原有的中学，现教学楼已经被拆除，原宿舍楼被改成



邮局，学生将被转学到距漳扎镇42公里远的县城中学，每周

一和周五，九寨沟旅游管理局安排班车免费接送学生。” “

类似‘优美的景区把游人吸引来了，但游人又把景区周边的

环境破坏了’的问题，不仅九寨沟有，全国的许多景区景点

都有。旅游行业已经就这个问题‘坐而论道’多年了，现在

该是‘起而行之’的时候了，否则，将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

致命的隐患甚至灭顶之灾。我并不同意‘九寨沟在20年内消

失是危言耸听’这个说法，相反我认为它是有可能出现的。

”诸葛仁在采访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表示。1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