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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传统历史文化旅游地#古村 落 正 备 受 关 注#旅 游 发 展 势 头 迅 猛*近 年 来 由 于 游 客

量增长迅猛’客流时间分布极不均匀以 及 古 民 居 容 纳 能 力 有 限 等 原 因#造 成 景 区 超 载’旅 游

污染现象日益严重#对古村落历史文化遗 产 的 保 护 压 力 逐 渐 增 大#古 村 落 旅 游 环 境 容 量 问 题

日益凸现*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 村 落 为 研 究 案 例#进 行 了 实 地 调 研 工 作#在 旅 游 环 境

容量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递景区旅游 环 境 容 量 状 态 展 开 分 析#计 算 了 西 递 景 区 不 同 季 节

旅游环境容量值#最后提出了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调控的基本对策*

关!键!词!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西递(世界文化遗产

文章编号!(AAAJA&Q&"@AA&$A!JA&Q(J(A

!!旅游的本质在于其文化性#没有文化的旅游是没有生命力的*作为最重要的传统文化

旅游地之一#古村落正备受瞩目与追逐#成为新世纪旅游热点*西递旅游地的兴起便是其

中一个亮点*@AAA年((月#西递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AA(年&月西递村古建筑

群又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西递景区旅游发展态势迅猛#在国内外享有广

泛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我国古村落旅游地的 象 征 和 标 志*因

此#选取西递古村落为例进行我国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 相关研究进展和研究设计

;<;!旅游环境容量和古村落研究进展及其研究意义

!!旅游容量是国外学者们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PCB年#拉佩奇 "F,K,63$首次

提出旅游环境容量的概念%(&*随后#众多学者如F*?3O/:,-T8’U,0.JU)28’;,:E*3%)-
O H,++’R/Z3*++8’/E3+18’;*37ST)M%T*’H,++5>O H4*6E:9>等对旅游环境容量概

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N+*)9,-3%:43++*等以城市文化旅游地威尼斯为例#运用模糊线

形规划法#求解出当地居民能够接受的旅游环境容量值%Q&(#+3[*%/,234*,.3%从社会容量

角度研 究 了 塞 浦 路 斯 东 海 岸 三 个 村 庄 的 旅 游 环 境 容 量 问 题%P&(#>;,:E*3%)-等 以 及

V>">U,4TE,?对旅游容量标准的普适性问题展开了讨论%B#(A&(D436F*-.1346等认为旅游

容量不是一个科学概念#更多的是一个管理概念#建议用新的框架来替代传统的旅游环境

容量概念%((&*目前世界上尚无公认的旅游环境容量定义#旅游环境容量的量测存在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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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困难#难度较大*虽如此#由于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饱和和超载现象的存在#旅游环境容

量的观念已为许多学者和规划人员所接受#并运用到旅游管理和规划的实践中去*我国学

者在上世纪QA年代 才 涉 足 旅 游 环 境 容 量 研 究*在 实 践 中 涌 现 了 一 批 较 为 详 实 的 研 究 案

例%(@!(Q&(在理论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P!@C&*

!!古村落作为传统的人居空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承载着璀璨的地域文化#是历史的微

缩#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美学’建筑’科考等价值*国内学界对古村落研究成果丰硕#
但主要集中于建筑学’艺术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及古村落保护等方面#古村落旅游学

研究显得相对滞后#成果不多%@’!B(&#研究多侧重宏观探讨#实地调研较为薄弱*而目前

古村落旅游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发展势头十分迅猛#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已是不争

的事实*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旅游资源#古村落仍然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农民

的居住地和生活’生产场所#相对其他类型旅游地而言#其容量更狭小#大量游人的蜂拥

而至引发了许多问题*这种状况不利于古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更对古村落宝贵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构成了巨大威胁*对其开展旅游环境容量研究#可以为古村落景区旅游管理

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利于协

调旅游企业’古村落居民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促进古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黟县西递古村落地处皖南#位于风光旖旎的黄山西南麓#黟县县城东部QT?处#地

理坐标为东经((’iBQd’北纬BAi((d#村落面积为(@>PCE?@#人口(AAA人左右*古村始

建于(A!’年#有P&A余年历史#全村现有明清时期祠堂B座’牌楼(座’古民居@@!幢*
作为徽州古村落的杰出代表#西递保持了完整的古村落原型#有精良的建筑艺术和与自然

和谐统一的景观设计#构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风貌#有着显著的地域文化特征#是徽州传

统村落中具有很高综合价值和整体价值的古村落#是最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文化村落范

例*目前西递村用于旅游开放的区域为B!!E?@#被列入旅游线路的包括(座走马楼’(
座牌楼’@座祠堂和((幢古民居 "图($*

图(!西递主要旅游景点示意图

=*6>(!;,K)<:E3?,*-:)04*%?,::4,7:*)-%*- *̂.*L*++,63

!!本文分析中#西递游客接待统计资料来源于黟县旅游局#日内客流时分布’相关游览

面积 "特指游客可以自

由 站 立 的 地 面 面 积$’
旅游路线长度’居民感

知和游客感知等资料均

来自于实地调查*第一

次调 查 为@AA@年’!Q
月#入户发放居民问卷

(&A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

(B!份#在 敬 爱 堂 和 追

慕堂二个景点随机发放

游客问卷@&A份#回 收

有效问卷@BC份#进 行

了日 内 客 流 时 空 分 布’
相关游览面积和旅游线

路长度的实地量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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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了相关部门和人员#收集了大量资料(第二次调查为@AAB年@月#在追慕堂随机发放

游客问卷(QA份#回收有效问卷(!!份*用/"//和 N̂ 9NF软件对资料进行分析*

@!旅游环境容量问题的出现

=<;!游客量增长迅猛

!!西递于(PQ’年开发开放#进入PA年代以来#游客数量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 "图@$#

(PP(年接待国 内 外 游 客(>C(万 人 次#@AA(年 接 待 国 内 外 游 客@’>AQ万 人 次#增 长 了

(C>Q@倍#年均增长率为B&a*西递景区的主客比例 "即游客量)当地人口$也由(PQ’年

的A>QQb(上升到@AA(年的@C&b(#给当地居民生活和生产活动带来的干扰日益扩大*

=<=!游客时间分布集中%>=&

!!西递客流时间分布集中主要表现在季节性突出’有明显的高峰日以及日内时分布集中

等方面*黟县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对温湿指数和风效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西递旅游

气候适宜性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加上我国居民假期的高度集中性和一致性的叠加作用#西

递客流季节性突出 "图B$#旺季主要集中于!!(A月#占年游客量的Q(>!a#而((月!
次年B月为淡季#仅占年游客量的(Q>Ca*尤其是在 +五一,’+十一,黄金周期间更是

严重超载#@AA(年两个黄金周西递游客量合计为!>A@万人次#占全年的(!>Qa之多*游

客量在一年中存 在 着 明 显 的 高 峰 日#@AAA’@AA(和@AA@年 最 高 日 接 待 量 分 别 为B&C(’

&’AA和C&AA人次 "均出现在&月B日$#分别是全村人数的B>&’&>C和C>!倍*

图@!西递近(A年游客接待量增长情况

=*6>@!GE364)M:E)<:)04*%:%*- *̂.*
L*++,63*-4373-:(A83,4%

图B!西递客流季节性变化曲线 "@AA(年数据$

=*6>B!/3,%)-,+<+07:0,:*)-)<:)04*%:<+)M
*- *̂.*L*++,63".,:,)<@AA($

!!目前西递景区主要只有一个道口进出#旅游线路基本为原路返还式#实地观测表明#
进入客流日内呈现双峰型#上午(AbAA!((bAA为主峰#下午(!bAA!(&bAA为次高

峰(景区内滞留游客高峰期出现在上午((bAA左右#约为日接待量的()@*在黄金周期

间#中午时刻同时在村中的游客达到@AAA!BAAA人左右#游人摩肩擦踵拥挤不堪#普遍

感到沉闷和压抑#破坏了对传统文化的旅游体验*

=<>!古民居开放数量有限’游客空间分布集中

!!西递古民居数量在历史盛期曾达到CAA多幢#但目前仅保存有@AA余幢#对游客开放

数量少#被列入旅游线路的更少#仅为((幢*因此#游客 在 景 区 内 的 分 布 也 非 常 集 中#
主要分布在走马楼’牌楼’旷古斋’瑞玉庭’西园’东园’大夫第’敬爱堂’履福堂’青

云轩’膺福堂’笃敬堂’迪吉堂’追慕堂’ 仁堂*而有大多数古民居 "尤其是后边溪地

带$未列入旅游线路#游人罕至*这种空间分布不平衡与游客行程安排以及古民居景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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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小关系很大#大部分旅行社安排西递游览时间在@>&个小时以内#游客时间很紧#同时

对于一般游客而言古民居基本类似#看完旅游线路上的古民居后就匆匆离去*

=<D!环境污染与破坏严重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西递古村落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渐凸现*垃圾与污水排放量

逐年上升#@AA(年垃圾排放量’污水排放量分别达到&(&吨’B&万吨*九成以上的服务

设施 "饭店’旅馆$集中在旅游景区内#严重污染地下水#致使旅游景区 内 的 水 井 "!A
余眼$已不能使用*同时#游客的践踏’触摸等行为给古民居建筑等文物造成破坏#如瞬

间游客量超载使得大部分参观户厅堂内的青石板出现松动现象#有的甚至出现断裂 "如西

递笃敬堂内近年来青石板先后有三块断裂$#致使户主每年都要对此维修(!@次(游客的

触摸行为加速了古建构件和古楹联出现金粉脱落’外表光泽黯淡等进程*

B!旅游环境容量静态模型设计

!!旅游环境容量是一个概念体系*针对研究区域的具体情况#本文拟从旅游经济承载容

量’旅游地居民心理承载容量’旅游资源空间容量等分容量对西递景区展开旅游环境容量

研究*按照最低量定律%@(&#取分容量中的最小值为旅游环境容量综合值*

><;!旅游经济承载容量 (!"#$)测算模型%;E&

-./0e?*-"-./0(#-./0@#.-./0"#.$ "($

!! -./0"e1")." "@$

!!式中#-./0为旅游经济承载容量 "人)天$#-./0" 为第"种经济要素形成的经济

承载容量(1"为第"种要素的日供给量(."为第"种要素的人均日需求量*根据国内旅游

研究的实践#一般取宾馆床位’水资源供给’电力供给’交通运载四个要素*

><=!旅游地居民心理承载容量 (!%#$)测算模型%;E&

-2/0e3g24 "B$

!!式中#3为旅游区或其依托的居民点 "城镇$面积 "单位!E?@$(24为旅游地居民

不产生反感的游客密度最大值 "单位!人)E?@$#若居民点与旅游区合二为一#则24值

较大#即旅游地居民对游客密度承受值较大#若居民区与旅游区基本分离但作为 其 依 托

区#则24较小#若旅游区与居民区不关联#则-2/0取无穷大*

><>!旅游资源空间容量 (!&#$)的量测

!!根据旅游区内景点分布特征#设计以下模型(*

><><;!面状总量模型!一个均质空间的旅游区#景点均匀分布#有几个门可以出入#游

客在区内随机运动#无规则行走#公式为!

.#e1)5 "!$

.4e.#g"-)6$ "&$

!!式中#.#为某旅游区瞬时客流容量 "单位!人$(.4为日客流容量(1为旅游区游

览面积 "?@$(5为游人游览活动最佳密度 "?@)人$(6为游人每游览一次平均所需时间

"单位!小时或分钟$(-为每天有效游览时间 "单位同上$*

!!其中!5e?,["5(#5@#.#5"#.$ "C$

!!式中#5(为古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所容许的游人密度#5@为自然净化及人工清理各种污

(来自孙根年著 0旅游环境学1"陕西师范大学油印教材#(PP@年$中的模式#经适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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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 "如垃圾$状况下所允许的游人密度(5B为游人因对个人空间需求而允许的心理 密

度(5!为因噪声等因子造成的游客感应气氛容许密度*上述各项指标内容可以因旅游地性

质不同而有所差别*

><><=!线状模型!一个旅游区以若干景点为结点#以既定的粗细均匀的游览线路为通道#
连接成网络系统#游客按既定线路游览*使用于游览线的游客容量测算!

.#e7)58 "’$

.4e7-)586 "Q$

!!式中#7为游览区内线路总长度 "单位!?$#58为游览线路上的游客合理间距 "单

位!?)人$#-’6’.#及.4的含义同前*

><D!旅游环境容量 (综合值)

-9/0e?*-"-:/0#-./0#-2/0$ "P$

!!西递景区旅游环境容量测算

D<;!旅游资源空间容量

!!西递景区为游览区#基本上属于均质空间的旅游区#还有连接的游览线*鉴于此#笔

者从游览景点和游览线两个角度测算旅游资源空间容量*

D<;<;!游览景点!西递的游览景点包括(座牌楼’(座走马楼’@座祠堂和((幢古民居

"详见表($*经过专家咨询和BQA位游客抽样调查#取得一些经验数值!夏半年(牌楼广

场游客适宜游览空间为Q?@)人#走马楼及古民居内游客适宜游览空间为B?@)人(冬半年

牌楼广场游客适宜游览空间为(A?@)人#走马楼及古民居内游客适宜游览空间为!?@)人*
西递景区开放时间夏半年为’bAA!(QbAA#冬半年为QbAA!(’bAA(游客游览全部景区

平均需要@>&小时*利用公式"!$’"&$可以计算出这些景点的旅游环境容量值"表($*
表;!游览景点旅游环境容量测算表

4)6<;!4."-%’?*3F%-.3?*3$)#()--8%3B()+)(%$8%3H%:%I%##)B*

景 点
游览面积

"?@$

游览时间

"分钟$

瞬间容量 "人次$

夏半年 冬半年

合理日容量 "人次$

夏半年 冬半年

牌楼广场 ((’Q (A (!’ ((Q P’A@ CB’@
走马楼 BA!>(’ C (A( ’C ((((A CQ!A
旷古斋 B&>PQ C (@ P (B@A Q(A
瑞玉庭 B& C (@ P (B@A Q(A
西 园 PC>@& Q B@ @! @C!A (C@A
东 园 !P C (C (@ (’CA (AQA

大夫第 !(>&& C (! (A (&!A PAA
敬爱堂 &!@>(& (& (QA (BC ’P@A !QPC
履福堂 !P Q (C (@ (B@A Q(A
青云轩 B(>@& & (( Q (!&@ QC!
膺福堂 ’A>’& C @! (Q @C!A (C@A
笃敬堂 B(>P! C (( Q (@(A ’@A

仁堂 &(>@& C (’ (B (Q’A ((’A
迪吉堂 (QQ>B& C CB !’ CPBA !@BA
追慕堂 @B’>CQ (A ’P &P &@(! B(QC

(根据西递景区开放时间的具体情况#本文夏半年以!!(A月计#冬半年以((!次年B月计*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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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游览线!实地测量得西递景区游览线总长度为((@!?#专家咨询及BQA份游客抽

样调查表明游客夏半年和冬半年适宜游览间距均为(>&?#利用公式 "’$得出旅游线上瞬

间容量理论上为’!P人#但考虑景区游览线路为原路返还式#故瞬间容量为B’&人(利用

公式 "Q$得出日合理游客容量为(C&A人次*

D<;<>!旅游资源空间容量 (!&#$)

!! "($利用日容量值计算

夏半 年!-:/0e?*-"P’A@#((((A#(B@A#@C!A#(’CA#(&!A#’P@A#(!&@#@C!A#(@(A#(Q’A#

CPBA#&@(!$e(@(A人)日

冬半年!-:/0e?*-"CB’@#CQ!A#Q(A#(C@A#(AQA#PAA#!QPC#QC(#(C@A#’@A#((’A#!@BA#

B(QC$e’@A人)日

!! "@$利用瞬间容量计算 -:/0e0g-6
"(A$

!!式中#0指各游览景点 "含游览线$的瞬间容量#- 为每天有效游览时间#6指游客

完成全部游览活动平均所需时间*其中各游览景点瞬间容量之和夏半年和冬半年分别为

(((A’PB!人#另外#旅游景区内还有镇政府机构办公和居民居住’生活#因此#根据具

体情况应减去(@A人#故景区内瞬间游客容量夏半年和冬半年分别为PPA’Q(!人*

!!得! 夏半年!-:/0ePPAg(()@>&e!B&C人)日

!!!! 冬半年!-:/0eQ(!gP)@>&e@PBA人)日

!!!! 经比较#取-:/0"夏$e(@(A人)日(-:/0"冬$e’@A人)日

D<=!旅游经济承载容量测定

!!西递村目前有旅馆((家’饭店’家#床位数CBP个#能同时供应(!PA人用餐*西递

游客中绝大多数不在西递食宿#仅有少部分游客中午在西递用餐#极少数游客在 西 递 过

夜#同时绝大多数是自备车辆*因此#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西递景区的旅游经济承载

容量对其旅游发展尚不构成约束*

D<>!旅游地居民心理承载容量

!!西递居民点与旅游区合二为一#且旅游发展给西递村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实惠#因此#
西递居民的心理承载容量较大*在对当地居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得出西递居民心理承载

合理容量为(’C&人次)日#最大容量为@Q’’人次)日*由于位置优势#旅游线路上居民从

事旅游业获取的经济收益要大于非旅游线路上居民#因此#其心理承载容量高于非旅游线

路上居民#交叉统计分析显示!旅游线路上居民心理承载合理容量为(’PA人次)日#最大

容量为@P’@人次)日(非旅游线路上居民心理承载合理容量为(’!(人次)日#最大容量为

@’CA人次)日*

D<D!西递旅游环境容量综合值

!!根据公式 "P$#得到-9/0"夏$e(@(A人)日#-9/0"冬$e’@A人)日*

!!可见#西递旅游环境容量主要取决于旅游资源空间容量#旅游资源空间容量的瓶颈主

要表现在古民居游览面积小’容量有限#尤其是笃敬堂#目前所受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

&!西递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状态分析

E<;!西递年容量利用按下列公式计算

0!e.夏g-9/0"夏$f.冬g-9/0"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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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0!指年容量#.夏 指夏半年开放天数#-9/0"夏$指夏半年合理日容量#.冬 指

冬半年开放天数#-9/0"冬$指冬半年合理日容量*得到西递的年合理容量eBC>’(’万人

次)年*@AA(年 实 际 年 接 待 量 为@’>A’&万 人 次)年#占 合 理 容 量 的’B>’a#表 明 尚 有

@C>Ba的接待潜力*

E<=!月容量利用强度公式为"

0!e.月g-9/0"日$ "(@$

!!式中#0!指月容量#.月 指月开放天数#-9/0"日$指合理日容量*得到夏半年月合

理容量为BCQ(P人次#冬半年为@(QQA人次*实际接待量 "@AA(年数据$为!夏半年平

均每月接待量为@PPC@人次#占合理容量的Q(>!a#冬半年为(AB!B人次)月#占合理容

量的!’>Ba*这表明西递旅游旺季基本 +适载,#而淡季发展潜力大*

E<>!日容量利用强度 (=JJ;年数据)
表=!西递景区日容量利用强度评价

4)6<=!KF)#")$%.3.3$,**@+#.%$)$%.3./:)%#8()+)(%$8%3H%:%I%##)B*

时间段 平均日接待量 占合理日容量的比例 利用强度评价

冬半年 周一!周五 @CQ B’j@a 弱载

周六!周日 !P& CQjQa 适载

夏半年 周一!周五 ’B& CAj’& 适载

周六c周日 (B!’ (((jBa 超载

+五一,’+十一,黄金周期间 @Q’( @B’jBa 严重超载

C!旅游环境容量调整措施

!!上文分析表明#客流时空分布的不均衡性引发了西递的旅游环境容量问题#使得古村

落旅游景区已出现较为明显的短期性饱和与超载 "五一’十一黄金周期间$和局部性饱和

与超载 "如西递笃敬堂等$*因此#必须从空间和时间等角度采取措施#扩大旅游地的可

游览面积#引导客流的时空分布#提高旅游环境容量水平#以促进古村落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L<;!推介旅游新产品’延长开放时间’减少卡口停留时间

!!中国古村落极富 +可识别性,和 +可印象性,的特点%BB&*以西递’宏村为代表的徽

州古村落 +无村不卜,%B!&#选址考究’设计巧妙#在古代风水理论指导下#强调天人合一

的理想境界和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表现出 +山 深 人 不

觉#全村同在画中居,的景观意象#在晨曦与傍晚时分#雾气缭 绕’弥 漫 在 整 个 村 落 之

上#此种意境更具魅力*目前#西递’宏村等古村落旅游景区的观光旅游产品主要是白天

古民居的参观#没有将古村落这种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意境很好地挖掘出来*因此可适当

延长开放时间#推出 +晨曦或傍晚时的古村落,#既增加了古村落旅游产品的人 文 内 涵#
又扩大了环境容量水平*另外#这些景区的卡口主要为个别古民居 "如西递笃敬 堂 等$#
游览面积有限#因此可适当减少游客在此停留时间#加快其周转次数#或者加收保护性小

门票#减少客流量#突破瓶颈的限制*

L<=!减少淡旺季差距’实现 #削峰填谷$

!!西递客流的旅游季节性突出#高峰日与平日差距悬殊#采取措施实现 +削峰填谷,可

减小差距#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旅游环境容量限制所带来的问题*具体措施为!(加强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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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目前淡季西递基本为弱载#容量过剩#可以用来吸纳旺季时的一部分客流*应做好

淡季旅游市场调查#明确目标细分市场#开发淡季古村落特色旅游#或举办一些文化节庆

活动#制定适宜的淡季营销策略*可以在淡季通过市场营销更好地吸引老年人市场以及企

业的奖励旅游和福利旅游份额#同时加强和黄山的冬季联合促销#发挥黄山对西递的辐射

效应*)实行价格调控*旅游是非基本需求#具有较大 的 价 格 弹 性*因 此#利 用 价 格 杠

杆#在旺季 "尤其是 +五一,’+十一,$适当提高门票价格#使一些经济型团队退出黄金

旅游时段#把旅游时间安排在黄金周之后*在特别高峰期#可考虑实行分时段门票价格#
在上午(AbAA!(@bAA实行高门票价格#以促使日客流在时段上均衡分布#减少瞬间客

流最大值**特别高峰期引导当地居民到周边景区游玩或访亲探友#让出景区空间*

L<>!恢复老景点’开发周边景区

!!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应考虑在村落外

围开发新的景区景点#以缓解古村落的环境压力#有效提高古村落的环境容量水平*目前

西递景区资源空间潜力不大#若按年@Aa增长速度#几年以后西递将不堪重负#必须考

虑扩大景区空间!加大投入#实施引水工程#建设池塘#恢复西递历史上的水景(现在的

西递中学所在地是西递水口旧址#要加快水口游览区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以历史原貌为基

础做大做强景区(加快鸳鸯谷’石窟和桃花源走廊等周边景区的开发建设#从而使西递形

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集生态旅游与度假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大景区*距离西递

@AT?’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目前也正在打造 +大宏村,旅游格局#积极开发周围的

卢村木雕搂’塔川秋色’木坑竹海等景区#以扩大宏村的旅游环境容量*

L<D!加快新区建设

!!西递村内住有约BAA户人家#约(AAA人#镇政府’卫生所和学校等机构均设在景区

内部#景区内旅馆’饭店’旅游摊点等密集*同时#据 0西递古村保护规划1预测#西递

@A(A年人口将达到@(@@人#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内建设用

地受到严格控制*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出现当地人口与游客争夺空间*
因此#必须加快新区的选址’规划和建设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缓冲地带$#将目前景

区内镇政府’医疗所’小学等机构和旅馆’饭店’旅游纪念品摊点 等 接 待 设 施 移 至 新 区

内#实现 +村中观景’村外获利,#这既为游客让出了更多的空 间#又 保 护 了 古 村 风 貌#
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还改善了公共行政部门和接待设施的条件*

L<E!强化管理’提高旅游服务水平

!!当地旅游管理部门要加强景区内的卫生管理和景观控制#维护古村风貌#保证旅游线

路上的畅通*要加强对开放民居的督促和管理#使得室内陈设井然有序#清理室内商品摊

位 "这些摊点本不是古民居室内陈设的有机组成#既占去了空间#又有碍观光$#扩大可

游览空间*要加强定点导游员的管理和培训#导游是文化景观与游客的 +桥梁,#是游客

了解 +中国明清平民生活,的重要方式#不仅如此#在特别高峰期#导游还应发挥 +疏导

游客,之功能#进入景区后#导游之间的配合’交叉’错开等引领行为#将有效缓解客流

在古民居内的拥堵状况#保证各个旅游团队的有序观光*另外#要加强旅游线路的合理布

局#一方面要采取有利措施形成环形旅游线路#改变目前事实上的原路返回式格局(另一

方面可以考虑增加古民居开放数量#由于西递古民居形式上的同构性#因此可以将这些古

民居组合成两条线路推向市场#变一个西递为两个西递#既可以扩大容量#又可保证游客

有更多的时间去充分体察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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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加强公众媒体宣传’规范和引导游客行为

!!当今社会公众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是广泛而深远的#如黄金周期间全国假日旅游警报

系统对居民的旅游消费导向作用显著*因此#在旺季利用媒体提供西递旅游预订的紧张程

度以及旅游地采取的提价措施#在淡季广泛宣传旅游地推出的旅游新产品及所采取的优惠

政策等信息影响旅游者决策行为#促使旅游者理性消费#改善客流在时空上的分布不均状

况*另外#可以通过媒体#一方面宣传古村落文化景观的价值和魅力所在#引导游客更好

地去欣赏’去领略#另一方面揭示游客中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已对世界文化遗产造成的危害

和破坏#教育游客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人人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尽一份心力#以促

进古村落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

致谢!安徽师大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刘森"胡震宇"王洪波同学协助参加 了 实 地 调 研 工

作#在实地调研中$得到黟县旅游局"西递镇政府"西递旅游服务公司和西递村委会的大

力支持#文中插图得到安徽师大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制图室主任凌善金副教授的帮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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