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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旅游发展创新理念的辩证思维

作者：严国泰 文章来源：城市规划学刊 更新日期： 2008-3-12   

  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而载入城市发展史册，成为令人瞩目的历史文化

遗产。 

  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第三产业比例的不断扩大以及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这些历史遗存包括

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与城市风景名胜等文化信息，将成为城市旅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子，成为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产品。 

  但文化遗产发展旅游在学术界争议颇多。一方面，从现象看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开发旅游活动，大量

的历史遗存信息就受到干扰，甚至毁灭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名城发展旅游，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为经

济滞后区的人民提高生活质量带来希望。 

  如何看待这两极分化的现象？如何使其对立统一？如何用辩证思维理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

只有正确地认识名城旅游发展创新理念，才能促进名城旅游可持续发展。 

  1 创新理念的基础 

  创新带来进步，凡锐意进取者都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但何为创新？如何创新？就值得探讨。特别是利

用历史文化遗存发展旅游，其创新理念的界定尤为重要。千万不可为迎合“经济”发展，借“创新”之

作，将历史遗存破坏殆尽。遗存不在，观光游览也无从谈起。 

  笔者认为，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的创新理念基础是实效保护。而实效保护概念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承

诺，它由下列三个步骤构成： 

  1.1 保护对象本底调查。查清保护对象家底，划定保护界线，确定保护层次与级别。 

  1.2 编制保护规划，制定保护措施与方案。 

  1.3 建立保护跟踪系统。全方位地跟踪了解保护对象在发展利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确保保护对象在

合理利用过程中无损。 

  在此三个步骤中，跟踪系统是使实效保护不停留在理论上的关键。适时反馈为及时处理提供了科学依

据。 

  山西省平遥古城墙的保护，是实效保护的典型案例。城墙砖由于年久风化与草根绷裂，每年都有少许

墙砖破损。适时地更换墙砖是避免较大面积破损甚至造成城墙倒塌的关键。因此，定期维护是保持这一世

界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更换城砖后的城墙看似斑斑驳驳，然砖上篆刻的时间，却在

一座古城墙上留下城砖各个维修时期的纪年史，使古城墙更显时代沧桑而显现其原真意义。 

  因此实效保护是创新理念的基础。基础不在，名城旅游何以发展。 

  2 规划意识与创新思维 

  2.1 规划意识 

  规划是对未来发展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想，这种构想或设想经过努力实践，能够基本上达到预期的效

果。因此规划是一种谋划或筹划，是对发展目标作出计划的决策过程。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规划就是对名城

旅游发展目标作出全面计划的决策过程，是对名城旅游未来状态的构想。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规划意识在于规划师与管理者对名城意象的认识，以及通过这种意象而产生的意

境。明代著名造园艺术家计成在《园冶》“兴造论”中有“三分匠，七分主人”之说，意指建筑物的建筑

好坏，在于主持建设的规划设计与管理人员的品位与修养。所谓意高则高、意深则深、意古则古、意奇则

奇、意庸则庸、意俗则俗矣。在此，意是内部意识事实向外部动作的转化，即人自觉地确定目的并支配行

动，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是个由内及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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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规划立意的过程，是由内及外的构思创作过程。在这个创作过程中，规划师既要深刻地领会历史

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及其主题特性，又要客观地审度历史与现实条件，将客观条件融入主观意识中并且贯

穿在整个名城旅游规划系统中。可见名城文化脉络与中国社会文明发展是名城旅游规划的核心内容。只有

保护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原真性，名城旅游才有价值。 

  由此，名城旅游规划立意，首先以保持名城的原初风貌为其旅游发展之根本。其次，规划意识要到

位，将名城与其周边环境共同规划，统一布局。强调在提炼名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发展旅游，在营造旅游

环境氛围的同时，整治历史文化名城周边环境，预防旅游业的发展对名城传统环境格局的冲击。 

  2.2 创新思维 

  由于名城历史的持续性与空间环境的独特性，名城旅游发展创新理念应立足辨证唯物的时空观思维。 

  2.2.1 时间上的“人本”思维 

  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与顺序性。时间是无限的，但却是可以量度的。 

  人类顺着时间的顺序发展和演绎，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人本”思维。城市的产生出现在原始社会

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它是人类第二次劳动大分工即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产物。 

  当时的“人本”思维是出于本能的防御思维，人们筑城主要是防御野兽侵袭和部落间的战争。当时的

“城”有的土筑，有的沟池，也有木栅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有了剩余物质，此时的“人本”思维是人

们希望将自己所剩的物质、交换出去而换回自己所需的物质。由此为方便交换而建“市”；城市的产生是

有了剩余与交换，且产生了专门从事交换的商人，因此城市从它产生时就具有商品经济的某些特征，是社

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持续发展，方便人们生活，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人本”思维在城市建筑中占据的比

例越来越大。城市已不仅仅具有防卫功能和政治中心，同时还是经济活动中心、社会文化中心和信息交流

中心，城市朝着“以人为本”的人居环境方向发展。 

  名城旅游发展，就是要注重这种时间上的“人本”思维。这样才能体现不同时代所建城市的旅游特

色。例如封建时代的绍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比较落后，城市主要以手工业作坊为主。这种分散的自

产自销的生产体制，出现了与城市有闲阶层相适应的喜爱饮酒品茗、吟诗作对、有条不紊的生活节奏和安

逸淡怡的生活方式。因此对于绍兴的旅游业发展，如能体会与继承时间的“人本”思维即是创新。反之，

则割断了历史，切断了文脉，倒不伦不类了。 

  2.2.2 空间上的顺应自然 

  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就宇宙而言，空间是无边无际的。然而就个别的事物而言，空间是有限

的。自然科学通过量度单位选定和参考系的建立而进行空间量度，切割出某个具体事物所占据的空间体

积。 

  自然界是一个客观物质世界，是一个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因此自然界的空间布局有它自

己的分布秩序与生长规律。地理地貌、气象气候、动植物分布及其万物生长都遵循着这个规律。 

  名城保护与发展也应遵循这个规律。在空间布局上顺应自然，以体现名城的自然风貌。以此为基础而

设计的名城旅游产品，才具有旅游特色。 

  江苏省的常熟古城格局形成于宋代，依托一条贯通南北的主河流及其七条支流而建，使古城的形制像

一把古琴，素有“七条琴川齐入海，十里青山半人城”的水乡山城风貌。但今天河道已逐渐堵塞，琴河已

成了一条沟，常熟的城市空间格局发生了变化，古城旅游特色也难以体现。 

  由此可见，名城的旅游发展应从保护名城空间格局上人手，顺应自然地承继名城自然山水风貌，在此

“顺”则是创新，“人定胜天”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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