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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近年来古村镇旅游相关资料为依据,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古村镇旅游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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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旅游业的深入发展和游客审美情趣的转移, 原来颇

受欢迎的快餐式人造景观正日渐走向没落, 而众多深藏于民

间的古村镇, 因其原生态的建筑美学显现出的非凡的旅游价

值而广受游客喜爱。古村镇游正成为新的时尚, 但因开发不

当所造成的破坏也令人堪忧, 如果不及时予以纠正, 势必影

响古村镇旅游的健康发展。为了更好地促进古村镇旅游的

开发, 笔者拟以近年来古村镇旅游相关资料为依据, 从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对古村镇旅游展开深入探讨。

1  古村镇的旅游价值

1 .1  以“古”取胜  无论是已存在数百年, 抑或是跨越千载 ,

每一个古村镇都有一部动人的历史, 而这部历史的主要叙述

者就是那些始建于前代留存于今天的古意盎然的古建筑等

文物。徜徉于这样的古建筑群中, 既能感受到在这里生活过

的先民们尤其是那些历史名人的历史功绩, 又能从肃穆静美

的古代建筑艺术中领略农业文明所独有的闲适与安逸 , 从而

给饱受都市生存重压的游客以心灵慰藉。正因如此, 从某种

角度看 ,“古”可称得上是古村镇吸引游客的招牌。

1 .2 浓郁的民俗气息  有专家曾指出, 在不少人心目中, 古

镇的保护与开发重点都落在对古建筑、古街道的修复与改造

上, 而对古镇民间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传统技艺等采取了

忽略的态度[ 1] 。其实, 古村镇除了有老建筑外, 从根本上说 ,

其代表的是一种日渐消逝的生活方式[ 2] 。如云南的大理白

族三道茶( 图1) , 就是云南旅游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古镇

之所以充满生气和魅力, 正是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发生作用的

结果。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民俗活动, 使古镇生

气蓬勃、魅力迷人, 否则古镇便只有空荡荡的躯壳。因此有

专家认为, 古镇的古建古貌是形, 民俗古风是魂[ 3] 。

图1 大理白族三道茶

1 .3 优美的山水文化  一个地方的古建筑再优美, 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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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丰富 , 如果没有一方秀丽山水来映衬, 其风采便很难

显现出来。许多古村镇如安徽南屏村、三河镇、浙江的临水

人家乌镇( 图2) 等就坐落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之间。而大

多古村镇的风貌之所以如此宜人 , 固然与古镇所在地的地理

环境有关, 同时也得益于古村镇的始创者在选址时所做的堪

舆之功。古村落的先民在村落选址、建筑与环境营造方面 ,

运用了古代堪舆学的理论 , 择吉而居、顺应自然、合理布局 ,

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4] 。如浙江的楠溪江流域古村民的

管理者常常把山川形胜看成人事兴衰的导因, 村落的选址与

布局往往要请“风水先生”或“地理先生”[ 5] 。由此可见古代

的堪舆行为虽有许多迷信内容, 但其选址往往都是某一地的

佳处也是不争的事实。

2  古村镇的开发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古村镇具有非凡的旅游价值 , 近年来对古村镇旅游

资源的开发便受到了旅游开发者的高度重视, 使得一批批的

古村镇被渐次推介到游客的视野之中。然而, 由于开发不当

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日渐显现。

2 .1 盲目开发古建筑  在古建筑开发方面, 由于受利益驱

使, 许多地方盲目上马新项目, 这不仅未给古村镇增光添彩 ,

反而给一些古村镇的风景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周庄就

曾在新建过程中留下过败笔, 过去周庄要靠摆渡进入, 但为

了开发旅游,1998 年周庄“告别摆渡”, 建起一座水泥大桥, 从

此旅游客车长驱直入, 破坏了周庄的原生态。1994 年, 受一

家公司数千万元投资的吸引, 当地政府不顾规划设计, 在周

庄南湖区域兴建了一座“全福寺”, 这里曾是陆龟蒙垂钓处和

刘禹锡寓所遗址, 现在却被非清非明的水泥梁柱的寺庙所占

用[ 6] 。再如三河镇的一些商业开发的仿古建筑 , 如望月阁、

万年台, 由于施工方绕开文化部门和文物部门 , 违背了设计

者的原意, 最后因为无法融入三河的大氛围而成为败笔[ 7] 。

2 .2 盲目开发民俗文化  在民俗文化开发方面, 盲目照搬

照抄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 也留下了相当多的败笔。如南京

的甘熙故居, 被称作“甘家大院”, 每次开展节庆活动, 都使用

“威风锣鼓”; 夫子庙每年一度的灯会, 传说“十三上灯, 十八

落灯”, 这种作法、说法不仅唬住了大批的游客, 就连当地人

也被蒙在鼓里。据专家介绍,“大院”的叫法和威风锣鼓都是

北方民俗, 属北俗南用, 跟南京的地方民俗并无联系。夫子

庙的上灯也不是正月十三, 而是正月初八, 这是明初明太祖

定的, 这一点南京与其他城市都不同。再如南方某些旅游景

点的“抛绣球”, 其实也是北俗南用。针对这些严重破坏民俗

文化内在和谐性的现象 , 专家认为应予以纠正 , 失去了地域

特点的“民俗”, 不是真民俗[ 8] 。

2 .3 地理环境遭到破坏  在山水文化方面, 随着时代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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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古村镇的地理环境大多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而给古村镇

的审美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如重庆酉阳古镇原有地形地

貌和水陆交通脉络被改变, 使古镇失去了‘安宁、静谧’的特

质[ 9] 。安徽三河镇的小南河穿镇而过, 可以说是三河之魂 ,

却因为水质恶化, 急需整治, 引水、治污成了当务之急[ 7] 。江

苏下昂镇, 据方志记载, 其市分南北, 隔溪相望, 非常秀丽, 而

现在这座古镇水环境相当糟糕, 河滩上垃圾成堆河上也铺满

垃圾, 船只仿佛在垃圾阵中行驶, 不堪入目[ 10] 。

3  古村镇的可持续发展探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不合理的开发给古村镇的旅游文

化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 , 如果不及时予以纠正 , 势必影响古

村镇旅游的健康发展。而要使古村镇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 ,

挖掘其自身特色和潜力是必由之路。

图2 乌镇

3 .1 要充分展现古村镇建筑文化自身特色, 彰显古村镇魅

力 古村镇游之所以能在乡村旅游中独树一帜, 关键就在于

其以“古”取胜, 因此, 要想把古村镇游做好, 就有必要通过对

古建筑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来凸显甚至是重构新的特色之

处, 而不是盲目跟风 , 上马与古村镇建筑文化迥异的项目。

无论是整修还是新建、复建 , 都要以不破坏古村镇古建筑的

整体布局为前提, 根据古村镇古建筑的特点进行开发, 只有

这样才能使古村镇焕发出迷人的魅力。

如杨柳青镇新建了明清风格的杨柳青明清街、杨柳青广

场, 因与古镇风格相协调 , 颇受社会的好评。而乌镇的西大

街景区根据“拆新留旧, 还其原貌 , 重现历史, 以存其真”的原

则[ 11] , 对现存的古建筑进行了整修, 在拆除了大量的违章建

筑并对原来的街道和一些老宅进行整修的同时, 还根据镇志

的记载, 修建了诸多庙宇、水上市场、老店等建筑, 由于决策

合理, 所有新设景观, 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世纪初的乌镇

风光, 为乌镇增色不少。

注 : 转摘自城建档案[13] 。

图3 同里传统民居

3 .2  注重挖掘古村镇的民俗文化内涵, 展现古村镇之“魂”

 由于民俗文化是古村镇的核心内容, 如果古村镇的民俗文

化开发得当, 可使古村镇旅游真正“活”起来, 不仅让游客满

意, 更重要的是可以传承民间文化, 实现古村镇旅游与民间

文化的和谐发展, 从而最终实现古村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这就要求开发者深入研究古村镇的民俗文化, 努力挖掘其深

厚的内涵, 而不是盲目照搬其他地方的民俗。

在这方面 , 杨柳青镇的开发思路很值得肯定和借鉴。该

镇在发展旅游业之初, 就相当注重民俗文化开发, 并从中获

得了巨大收益。如其最初向社会推出的是大院文化, 该文化

一经推出, 即受到游客的欢迎, 究其原因, 在于其将民俗文化

的开发与古建筑开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不仅对大院古建

筑进行了精心修补, 而且在其内部设置了地方婚俗、水局等

民俗展览, 与大院建筑相映生辉。通过发展民俗旅游, 促进

了古镇的发展, 进而又带动了民俗文化的大发展, 而古镇决

策者更是乘势而上, 决定在今后的旅游开发中要进一步突出

大院文化和地方民俗特色, 营造亮点, 把民俗文化这一古镇

品牌做大做强[ 12] 。

3 .3 着力打造古村镇优美的山水文化, 实现自然与人文的

最佳融合 为了更好地彰显古村镇的魅力, 有必要对古村镇

的地理环境进行合理治理改造, 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古镇与

其地理环境浑然天成的韵味。这就需要有关决策者根据古

村镇的文化传统, 联系实际进行规划设计。在这方面, 同里

镇可称得上为典范。该镇决策者认为,“镇湖一体”是古镇游

新格局的关键( 图3) 。为此该镇从2006 年起, 启动了大规模

的水环境整治工程, 意欲以102 m2 的大同里整体环境与旅游

生态圈为基础, 把古镇、河湖、农田、森林、村庄等基本元素进

行完美组合, 古镇景, 新水乡, 共同构成具有丰富层次的景观

和旅游系统[ 14] 。

  总之, 要实现古村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注重古镇

自身特色的深度挖掘 , 注重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发展 , 注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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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上述环流形势持续稳定到7 月中旬 ,8 月中上旬太行山

区处于副热带高压西北侧外围, 低空为切变线维持, 中下旬

副热带高压有所减退。

5  区域水汽收支计算

5 .1  区域边界上的水汽输送 为了进一步探索山西降水的

水汽渊源, 笔者用2001～2005 年 T213 数值预报产品资料, 计

算山西西部、西南部、南部、东部4 个区域边界上的水汽输送

情况。

5 .1.1 计算方法。根据水汽通量的定义: 在单位时间内流

经某一单位面积的水汽质量( 单位: 克/ 秒·百帕·厘米) , 即每

单位气压差每单位长度每秒流过的水汽质量, 水汽通量的数

值和方向只能表示水汽的来源。

由此得出以下计算公式: Q= ∫ ∫500
1 000 qf

→

dp d L ( 2)

式中, Q 表示水汽含量 , qf
→

表示水汽通量, L 表示区域边界

长度。

笔者按( 2) 式计算了A 、B、C、D4 个区域主要降水时段的

平均水汽收支情况。其中 A 区相当于西区( 35°N,105°E;40°

N,110°E) ,B 区相当于西南区( 35°N,105°E;30°N,110°E) ,C 区

相当于南区( 35°N,110°E;30°N,115°E) , D 区相当于东区( 35°

N,114°E;40°N,120°E) 。通过计算表明 , 在1 000 ～500 hPa 层

水汽的山西A 区、B 区、C 区三方均为水汽输入 , 它们分别是

75 ×106 、135 ×106 和106×106 g/ s , 唯独东区( D 区) 为输出, 其

值为- 19×106g/ s 。由此说明水汽均从区域的西、西南、南边

界输入, 东边界输出, 值得注意的是, 西南和南边界的水汽输

入是山西主要的水汽输送通道。

5 .1 .2 水汽的经向和纬向输送对降水的影响。水汽通量是

个矢量, 那么笔者按风( u , v) 的风向θ得出经向和纬向的水

汽通量 :

qf( u) = qf →·θ

qf( v) = qf →·θ
( 3)

式中, qf
→

表示水汽通量,θ表示风向。

按公式( 3) 计算近5 年4 个区域( A、B、C、D) 水汽的经向

输送和纬向输送分量得知, 在山西的夏季主要降雨期间水汽

从西南及南部边界输入, 最大水汽输入层在700 hPa , 水汽经

向输送通量最大值为2 .7 g/ c m·hPa·s 。近地面层则为输出 ,

最大输出通量为1 .1 g/ c m·hPa·s 。北边界近地面层有输入 ,

最大通量为1 .4 g/ c m·hPa·s 。中高层为水汽输出层, 其最大

水汽输出通量为0 .7 g/ c m·hPa·s 。从地面至500 hpa 高层, 总

的通量是输入大于输出, 即降雨期间在雨区内有水汽的南北

向辐合。水汽的纬向输送则表现为西部输入, 东部输出 ,700

hPa 附近东部边界也有少量输入。西部最大输入层在500

hPa , 通量为4 .4 g/ cm·hPa·s 。东部最大输出层在700 hPa , 通

量为4 .7 g/ c m·hPa·s 。整个区域在东西方向上输出大于输

入, 即水汽通量在东西方向上为辐散。大部分地区水汽通量

的南北分量大于东西分量, 即水汽的经向输送比纬向输送要

强。在区域的北边界和东南边界很少有水汽出入。

6  对太行山农业的影响

山西省的年降水量季节分配极不均匀, 季节性变化非常

明显。一般来说, 冬季干旱少雨, 夏季雨水充沛, 秋雨多于春

雨。夏季是山西降水量特别集中的季节, 由于受季风影响 ,

降水量高度集中, 约占全年总降水量的60 % 左右 , 在太行山

地区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天气, 降雨过程对解除部分地区的

旱情、增加土壤墒情、作物生长和塘库蓄水十分有利。

对山西夏季降水影响比较大因素是地形, 地形影响降水

量的多少, 从而影响农业生产: ①地形的高度。由于海拔高

度的变化会使得水热条件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产

类型, 山地中发展种植业、畜牧业和林业等立体农业主要原

因就是由于地形高度的缘故 ; ②地表的坡度。坡度大于25°

的陡坡地, 不适于发展耕作业, 而应该植树种草发展林业等 ;

③山脉的坡向。迎风坡和背风坡, 向阳坡和背阴坡的不同 ,

降水条件和光热条件也不同, 从而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也

不同, 在太行山位于向阳坡和西南季风的迎风坡, 光热条件

较好, 从而有利于发展粮食作物等种植业。

在夏季, 太行山区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6 月份处于成熟

收割期 , 水热条件对麦收较为适宜, 有利于麦收工作。不过7

月份后山西省进入主汛期, 该月降水变率较大 , 易出现洪涝

灾害, 农业单位应充分利用气候资源, 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

及早定好各种气象灾害对农业影响的对策, 把对农业的影响

和损失减少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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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治理, 切勿在发展旅游时以牺牲文物、环境为代价, 以追

求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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