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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河滩：一次关于旅游文化开发的概念性设计

———以重庆的长江河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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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对水文、生态、旅游文化及收藏领域的调研与思考，运用“考古发掘”的运作模式与“自然加工”“完全

从属”的建构模式，以流域河滩为例，探索一种概念性的旅游开发项目，并充分挖掘其地域性建筑的文化内涵与

商业价值，使其更加符合当今社会大环境下的运作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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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业文明时期的遗留问题，目前一些滨江或滨水
城市在文化层面的开发上都出现了诸多矛盾。笔者于

２００９年８月前往重庆周边进行滨水聚落探访时便惊奇地
发现许多值得斟酌或渴求创作的命题。为此笔者大胆地

将“水文”、“生态”、“旅游开发”及“盛世收藏”等当下炙手

可热的思潮联系起来，从而试验性地探索一种颇具意味的

文化旅游模式。

一、关注点：重庆的城市旅游文化

重庆———工业城市，尽管有着悠久的古巴国历史，但

事实上城市本身所表象的历史文化沉淀却并非特别突出。

随着２１世纪社会环境需求的变革，全国各地的旅游业蓬勃
发展，重庆市也开发出了许多旅游项目，但却多以周边郊

县的小型自然风景区为主，主城区本身的文化性仍相对匮

乏。自１９９７年直辖之后，重庆的市容文化建设多被放置在
打造城市广场、步行街、餐饮重镇等商业设施上。笔者以

为，重庆的城区文化建设就此步入了一种误区，譬如过度

夸大餐饮行业来充斥旅游市场：餐饮饕餮———南滨路、直

港大道，甚至新开发出的“巴国城”、“洪崖洞”、“瓷器口

古镇改造”等滨江旅游项目皆是如此。这样的一种以纯商

业目的为特色的标榜或许对于重庆城市未来的旅游市场

发展是不太明智的。

那么，就重工业城市的重庆而言，历史到底沉淀了些

什么呢？其实，重庆本身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以及城市

性质已经为重庆缔造了相当独特的资源：两江流域、山城

市井，还有后工业时代遗留下的大量工建设施———或许在

２０世纪，这些资源只是普通的重庆城市构成，但如今，由于
时代的高速发展，这些遗留下来的产物却无形中演化成为

了真正的重庆城市脉络，甚至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文物性。

为此，合理地理解和开发这些资源或许才是体现重庆本质

的核心方式。若能将这些资源正确引入重庆的旅游市场，

那么对奠定重庆的旅游特色也将起到一定的榜样作用。

下面，笔者将以流经重庆的长江中上游段河滩为例，来探

讨一种能够体现文化价值的旅游开发模式。

二、调研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重庆城区内的沿江卵石河滩
彼彼皆是（图１），但随着城市开发力度的加大，堤坝、滨江
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大肆兴建，如今重庆主城区内大规模的

卵石河滩已所剩无几。那么，对卵石河滩的开发到底需要

些什么信息呢？

① 水位：２００３年，三峡二期工程竣工时，长江水位达
到１３５ｍ；到２００９年，三期工程竣工时，冬季蓄水水位已达
到１７５ｍ，但在夏季由于考虑泻洪，实际水位反而只有１４５
ｍ。这个结果和以前重庆冬夏季水位的状况是完全相反
的。这就意味着三峡工程完全竣工并运作以后，重庆可能

出现河滩较多的时节将由以往的冬季改变至夏季。而夏

季，尽管重庆有着全国屈指可数的高温，但由于有长达两

个月暑期的关系，也仍然会是重庆旅游的最高峰时节。

② 生态：由于河滩特有的季节性原因，其生态构成也
相对特别。２００９年以后，夏季的重庆河滩几乎均显现出湿
地的特征，栖息生物的主要构成是夏季水鸟、耐水灌木，以

及两栖、爬行类等小型生物。若再引入旅游，对河滩的生

态构成必然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如何尽可能小的减少这

种影响呢？我们是否可以尝试随同季节变化的周期性运

作，或者说是间歇性运作呢？但又如何以最经济的方式来

弥补间歇性运作所带来的商业空白区呢？



③ 文化：重庆长江段的河滩文化大致可分为“人文市
井、历史文物、自然产物”等三类。由于长江处于重庆地理

位置的低海拔区域，中心主城区处于山城海拔较高的区

域，因此目前仍存在河滩的周边大多会呈现出城乡胶着的

文化状态。又由于这种城乡交界状态是被长江所长期作

用影响的，所以最终呈现出的市井文化会相对独特，因为

在这样一个社区里，居住人群大多数仍然是比较下层的码

头工、农民、渔民，甚至一些沿江小厂的职工等等，他们的

起居、工作环境、饮食，甚至休闲娱乐都和长江息息相

关———这就是笔者所谓的人文市井。

重庆远郊的奉节、巫山等地是目前三峡工程文物保护

的重点区域，巫山的大溪文化遗址、奉节的沿江古战场等

都是古代巴国文化的重要记载。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时

代，峡江两岸的市井文化此兴彼衰，重庆三峡博物馆中陈

列的“小田溪鸡尊”“战国双龙配”等许多代表性器皿文物

皆多发掘于此地。但仅仅是博物展示、书面介绍等方式，

对于古巴国文化的宏扬是否仍显局限呢？我们可否考虑

一种方式，将历史文物的器型请出大雅之堂，用与参观游

客更加互动的方式来予以传播呢？

再者，亲水，河滩拾取一直是重庆市民与游客爱好的

休闲活动，卵石在这个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重庆地

处长江中上游，笔者以为这个地段的卵石工艺性是比较好

的。因为上游的卵石卵形未成，且体积较大，表面棱角粗

糙，未能体现卵石的特色；而武汉以下下游的卵石，虽表面

光滑清透，但大多体积过小，失去了一定的浑厚性。再且，

卵石的出现属于自然更新，并数量惊人，每一季水位变更

后都会出现不同形态的卵石。甚至最近作者发现，除卵石

之外，河滩周边还有卵木的存在，这又增添了河滩的趣味

性。那我们可否合理的运用人们“拾趣”的天性，结合历史

与自然，来设想一种全新的旅游开发形式呢？

图１　重庆长江沿岸的河滩及卵石和卵木（笔者摄）

三、设想

结合以上分析的种种，笔者就重庆长江段的河滩而

言，尝试着提出了一种“生态文化旅游”的运作模式，并设

想尽可能多地涵盖生态、水文、文化、历史、旅游、商业等多

方面的地区性因素，体现出更加本原的重庆特色。

笔者所设想的河滩文化旅游开发，本质是一个“拾趣”

的活动（例如缅甸的南姑河淘宝场，也是同一性质的旅游

开发项目）。广义上，拾趣的客体首先是卵石，因为卵石的

数量较大，而且是自然更替；其次，激发人们进一步探索发

现河滩上的其他趣味性事物，如前文提到的卵木等等。但

是，如果仅仅是这样简单的活动形式，仍是不足以达到突

出重庆历史文化特色的目的。于是我们便考虑可否在一

定的区域范围内，先人工填埋一些仿文物工艺品，再激发

人们有目的的进行发掘，这样的方式或许更能够体现“拾

趣”中“趣”的意义

那么，要填埋些什么呢？若是仿文物工艺品（图２），其
造价又如何呢？

根据市场调查，石制小型工艺品（如仿红山文化雕件）

成本一般在１０～２０元；金属制工艺品（如合金铜小型仿古
器皿）成本一般在 ２０～３０元；粗陶仿古器皿成本一般在
５～１０元。那可否考虑运用以上的粗加工工艺来仿制一批
古巴国文物的小型复制品并用于填埋呢？但是，由于所填

埋的物品仅仅是通过简易的加工方式所得到的产物，其仿

古性必然失真！怎样才能较好解决这个问题，让参与发掘

的市民和游客真正体会到“河滩探宝”的乐趣呢？笔者设

想了“自然加工”的概念。

所谓“自然加工”，就是结合２００９年以后，长江冬季涨
水———夏季枯水的特点，在旅游业较为清淡的冬季，将低成

本粗加工的仿制品放入长江，借助江水的流动和石沙的翻

滚，利用鹅卵石形成的原理，经过数月的天然打磨和抛光，让

原本较为粗糙的仿制品表皮产生更多自然的肌理。待到夏

季枯水期，河滩露出江面以后，较为成形的仿制品便天然混

合在卵石与泥沙之间了。这样的做法既节省了制作仿制品

的成本，又使其更接近于真实的发掘活动，其意向本身，确实

可以为市民和游客增添更多的河滩旅游趣味性，也能更好

地借助发掘仿古巴国文物的旅游活动宏扬和宣传重庆的历

史。甚至，我们在运作的时候，可以根据每一季活动不同的

主题，填埋不同的仿制文物，类似于博物馆策划不同主题的

展览一样，使人们对长江、对河滩、对重庆文化的认识更加的

深刻，也使运作本身的趣味更加多样和灵活。我们可以说：

“看啊，长江今年夏天又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然而，以上的意向在操作时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怎

么才能避免放入江内的仿制品不被滚滚江水卷走呢？河

滩开发，必然引入比以往更多的人流量，那我们又怎样才

能做到对河滩生态的尊重呢？我们能否考虑一种合理的

建构模式，来尽可能地解决以上的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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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市场上流行的低成本仿古工艺品（来源：ＧＯＯＧＬＥ图片）

四、构建

为了使“自然加工”的理念能更加真实地运作，于是，

我们运用了“完全从属”的建构意向。

① 时间：根据水位和季节的变化，以及考虑到旅游的
人流季节性问题，我们的“河滩拾遗项目”只在每年的５～
１０月开放。

② 建构：在慎重选择了中心运作范围之后，用重庆地区
特有的“连二石”修建出类似于发掘现场意向的石墙体围合

（图３）。石墙体厚度可以适当夸张到较大尺度，但高度不宜
过高，以便体现出一定的敦实粗犷感，墙体上可进行简略的

图案雕琢。在确保搭建物有足够的坚固性之后，便开始人

工填埋粗加工仿制品。填埋时需确保所有仿制品都在石墙

体围合范围以内，并与河滩天然泥沙卵石有足够的接触。

填埋完毕后，再用坚固的细网掩盖并固定于整个构筑物之

上，防止仿制品流失。随后，利用长江涨水期，让江水淹没河

滩的同时，也将整个构筑物，包括被掩埋的仿制品全部淹没。

这样的做法，使得粗加工的仿制品和构筑物浸淫于江水之

中，被河床中滚动的沙石天然打磨。历经数月的时间，待到

夏季江水退去、河滩重现之时，构筑物也将一同显露出来。

此时的仿制品已充分受到了自然加工，并且完全与沙石混

合，异常接近真实的发掘现场，并且由于大网的限制，能够较

好的保留在石墙围合以内，不易流失。

图３　建构形式与运作流程图

　　就构筑物而言，又由于年复一年的被江水淹没而后重
现，其表皮也会越发接近于天然产物，古迹感亦会越发强

烈，从而给市民和游客带来更为真实的发掘体验。

五、结语

以上的描述，其概念就是将整个构筑空间完全放置于

自然环境之中，期望用最天然的方式来完成建筑本身的加

工和运用。就河滩文化开发意向中的构筑物而言，首先，

从产品到构筑物都运用粗加工的手段，尽可能地降低运作

成本；其次，由于建筑完全从属于自然规律，尊重长江的时

间变更和水文变更，所以每一个周期的运作中，都有足够

的时间与空间来让大自然自我修复人为活动对其的影响，

对河滩生态起到最大的保护；再次，利用河滩发掘和拾趣

的特点，让游人和文化宣扬互动，更好地体现重庆自身的

历史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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