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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江南古镇在中国特色城镇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江南古镇通过城市化旅游的发展，确立了

自己的产业特色。江南古镇具有发展遗产旅游和创意旅游，实现文化旅游一体化，促进产业升级，满足体验文化和旅

游消费需求，融入特色小镇发展体系的条件。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案例分析，揭示江南古镇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小镇方

面的意义、问题以及对策，使其在特色小镇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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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significanc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ancient towns to characteristic ones, through cultural and tourism fusion, so that they can play a greater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The Jiangnan ancient towns were analy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evaluation and case analysis. Jiang-

nan ancient town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owns. Historically, Jiangnan ancient towns

have established their own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ed tourism. Jiangnan ancient towns have the re-

sources of heritage and creative tourism, potential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via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meeting the

needs of experience cultur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system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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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古镇在中国特色城镇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江南古镇旅游起步较早，在旅游开发和遗产

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城市化进程中，如

何保持江南古镇的良好发展趋势，在特色城镇的发

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江南古镇需要面对的共同

问题。

一、江南古镇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小镇的
重要意义

江南古镇是指长江以南历史悠久的城镇。其

中，周庄镇、同里镇、甪直镇、西塘镇、乌镇、南

浔镇等六座古镇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

而且在长江三角洲流域之间也有着广泛的物质文化

互动，反映出水乡古镇共同的“小桥、流水、人

家”风貌。江南古镇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处于旅

游开发和保护前沿的特色小镇，其经验未被列为第

一批全国特色小镇典型。从目前对特色小镇的评价

来看，只有部分进入特色小镇行列。较多古镇可能

会变成“有问题的城镇”。这个问题亟需引起充分

重视。

在城镇化浪潮中，江南古镇通过旅游的发展，

确立了自己的产业特色，其遗产旅游发展潜力巨

大。苏州不仅有古典园林和大运河苏州段两个世界

文化遗产，还拥有六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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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端午习俗、宋锦、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等。浙江是中国早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典型的省

份之一，文化遗产和保护成就数量居全国之冠。从

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来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包括宁海县平调、青田石雕、杭州铜雕、宁波

金银彩绣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西泠印社金石

篆刻、乐清细纹刻纸、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龙

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等。2007年，浙江省制定了地

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不断加大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资金支持和保护力度。江苏与浙江相当多

的文化遗产资源存在于江南古镇之中，光是世界级

的非遗就有同里的退思园、南浔的传统蚕桑丝织技

艺、龙泉的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等等。如何激发这些

文化遗产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相互促进保护和

旅游业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

计划到2020年，我国要培育出各具特色、富有

活力的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

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等特色小镇，总数高达千

余个。如何在我国城市化建设中发挥江南古镇的作

用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建议促进产业融合发

展。支持邮轮游艇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游等

业态发展，促进文化、旅游与现代技术相互融合，

发展新一代沉浸式体验型文化和旅游消费内容。江

南古镇具有发展遗产旅游和创意旅游，实现文化旅

游一体化，促进产业升级，满足体验文化和旅游消

费需求，融入特色城镇发展体系的条件。

二、江南古镇目前文旅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特色不鲜明

江南古镇以“小桥、流水、人家”为特征，旅

游产品的共性和相似性明显。严锐 [1] （2017）研究

了江南古镇的“景区特色”，从特色小吃到特色纪

念品，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西塘与周庄的店铺类

型、商品类型也极为相似雷同，所谓的“特色”只

不过是江南古镇的特色，而不是真正的“西塘特

色”或是“周庄特色”。就连真正代表西塘特色的

“嘉善黄酒”和“马来塌蛋糕”也不是当地人手工

制作的，而是批发产品。王媛 [2] （2013）通过博客

分析朱家角与其他江南古镇的竞争表现，揭示出江

南古镇的旅游形象在周庄、乌镇等其他古镇中都具

有类似特点。朱家角古镇博文共词分析表明，江南

古镇与“水乡”、“小桥”、“流水”、“人”形象有

关。同时，许多古镇名称的条目往往同时出现，这

表明朱家角与其他古镇的竞争体现在类型形象上，

而不是在与某一古镇的竞争中。

事实上，除了长江以南的古镇外，中国其他古

镇的发展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林梅英等 [3] （2011）
在考察中原六大古镇，包括开封朱仙镇、禹州神垕

镇、淅川荆紫关镇、社旗赊店镇、新安铁门镇、孟

津会盟镇，指出六大古镇各自的主题形象特色不够

鲜明。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历史城镇发展的一种路径

依赖。而对于江南古镇来说，作为中国古镇开发比

较成功典型，假如仍然只是以传统的思维进行保护

开发，很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体现不出古镇真正的

人文价值。

（二）优势产业不突出

在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的发展工作中“产

业”是核心，发展特色小镇必须“坚持产业立

镇”。从江南古镇看，其中一些曾经是历史文化名

镇，如江苏省的周庄镇、锦溪镇、千灯镇、同里

镇、甪直镇、木渎镇、震泽镇等，浙江省的西塘

镇、乌镇、盐官镇、龙门镇、新市镇、南浔镇等。

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些历史文化名镇具有

文化、经贸、建筑遗产、民族特色等多种类型。其

中，以建筑遗产和民族特色为主。近年来，在物质

空间趋同的困境下，江南部分古镇对当地文化资源

进行了深入挖掘，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体验经验，成

为江南古镇差异化发展的核心。[4]

江南古镇在产业“特而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

努力，如周庄的“艺术”、吴镇的“戏剧”、西塘的

“生活”等。在挖掘文化促进旅游发展的同时，文

化创意产业也日益聚集。它已成为新时期古镇发展

的重要动力。[5]乌镇将戏剧节融入古镇发展，实施

“互联网+战略”“旅游+非遗产”“旅游+互联网”尤

为突出。其他古镇相形见绌，或产业独树一帜，真

正的“强”又很难算得上。正如《关于规范推进特

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的，

“不能把特色小镇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不能盲

目把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体育基地、美丽乡村、

田园综合体以及行政建制镇戴上特色小镇‘帽

子’”。从江南古镇的现状来看，把产业园区、旅

游景区混同于特色小镇，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和产

城融合还不够，缺乏不同类型特色城镇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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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文化内涵不够

古镇是城乡之间的一种人文聚集地，在一定的

区域内形成了完善的以水为中心的网络体系。古镇

旅游不仅是“古建筑旅游”，更是古镇民俗文化体

验旅游。作为全国特色小镇的典型案例，天津西青

杨柳青文旅小镇的经验值得借鉴。该镇的主要经验

是建立一个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新平台。其特色

文化内涵包括：明清民居风格独特，节日品牌特色

突出，非遗产文化交流频繁等。

与天津西青杨柳青文旅小镇相比，许多江南古

镇并不逊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周庄、同

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规划及时、科

学保护古镇，开辟了新区，保留了原有的水乡风

貌。乌镇戏剧节，使乌镇成为最好的交流、分享、

度假和休闲旅游目的地和艺术目的地之一。“千年

古镇·世界同里”是吴江旅游的世界级品牌，也是

吴江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一年一度

的“同里春”国际旅游文化节进一步提升了同里旅

游品牌。扩大了吴江旅游业的影响力。[6]因此，以

明清时期建筑为主的核心景区在江南古镇可谓无处

不在。小城镇特色文化节品牌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

遗产基地也不匮乏。为什么江南古镇没有进入第一

批全国特色小镇典型案例？

从天津西青杨柳青文旅小镇节庆品“杨柳青国

际木版年画节”来看，之所以成为小镇民俗文化对

外展示的重要平台，缘于其文化坚持与挖掘。江南

古镇虽然有古建民居的文化特点，像“走三桥”

“千人长街宴”民俗文化传播效应也非常显著。然

而，在尊重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同时，又如何赋予

它深刻的时代精神，并向游客展示，这是一个严峻

的课题。因此，在古镇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能否

充分认识古镇文化遗产的价值，严格遵循文化遗产

保护下的可持续发展前提，是今后的重点任务。

（四）旅游联盟体发展缓慢

早在1996年，江苏周庄、甪直、同里与浙江乌

镇、南浔、西塘等六大古镇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预备清单”。到目前为止，申遗的江南水乡古

镇达到了14个，包括苏州的周庄镇、甪直镇、同里

镇、千灯镇、沙溪镇、锦溪镇、震泽镇、黎里镇、

凤凰镇，无锡的惠山镇，浙江嘉兴乌镇、西塘镇，

湖州新市镇、南浔镇。

虽然江南古镇打破了行政区的边界，通过旅游

资源的整合，形成了统一的文化遗产景观和文化符

号。然而，江南古镇还没有建立统一的联合机构，

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机制。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

融合发展不成熟下的问题，如缺乏统一的行为规范

和管理监督，缺乏国家配套倾斜政策，各界对江南

古镇旅游联盟体认识缺乏舆论环境等。

（五）商业氛围浓厚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江南古镇的商业化仍然存

在。古镇的商业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表现

在：第一，业态布局零散无规律，无法满足旅游者

方向性的目的选择需求；第二，商品体系层次单

一，宝贵的文化资源未能转成让人珍惜的文化产

品；第三，经营模式缺乏竞争，特色不够，同质化

遏制了游客的购买欲望。[7]

以西塘为例，古镇虽有众多的商店，但同或相

似商店的重复率高，经营商品的同质化程度和低水

平倾向明显。特别是小吃、纪念品和其他古镇非常

相似。许多手工艺品大多是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购

买的，失去了传统特色和工艺品价值，文化附加值

不高。[8]在江南古镇发展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减

商活动。所谓的减商活动就是减少商业发展和活

动，维护古镇的真实性，但商业结构问题一直存

在。古镇的旅游产品类似，经营模式单一重复，缺

乏文化特色。旅游产品没有挖掘出游客对古镇旅游

的浓厚愿望。

三、江南古镇文旅融合的对策

（一）处理好旅游开发与古镇保护的关系

旅游开发与古镇保护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旅

游是一种与文化紧密相关的经济活动，古镇是历史

文化遗迹的活化石。因此，古镇是发展旅游业的重

要资源。只有有效地保护古镇，才能延长古镇生命

力，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古镇遭到破

坏，旅游业发展的资源基础不复存在，旅游业的发

展无从谈起。可见，旅游业的发展为古镇保护提供

了经济支撑，古镇保护也就得到了物质保障。因

此，发展和保护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关系。

为了使江南古镇旅游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必须

重视保护古镇整个人类生态系统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古镇人文生态系统是由古镇的物质结构和元

素、古镇的传统生活场景和文化形态以及古代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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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景观系统组成的文化遗产的总和。江南古镇作为

一个整体。旅游开发应从当地原住民生活出发，坚

持对古镇特有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全面保护和全

面发展，确保原汁原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确保古

镇的整体遗产价值得以存续。[9]

（二）拓展江南古镇遗产旅游，发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旅游

文化遗产旅游的繁荣源于文化遗产成为旅游资

源的丰富源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的结合可以

突破有限和稀缺的旅游资源的束缚。根据《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

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

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随着

环境的变化、与自然的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世

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创新，同时又具有

了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

类的创造性。

江南古镇的同里因为退思园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驰名中外，乌镇每年10月举办戏剧节，周庄打响第

一水乡的名号，锦溪发展博物馆旅游。文化遗产已

经成为古镇形象和品牌文化旅游产品的载体。文化

遗产的价值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遗产的

历史意义和人文精神，二是长期以来公众的关爱。

与其他旅游资源相比，这些已经发展和尚未开发的

文化遗产具有无限的历史意义和人文精神。[10]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中，江南古镇不仅要扩大

节庆旅游，还要在旅游表演艺术、传统民俗、饮食

文化、手工技艺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不同的古

镇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体系。

（三）重视文化创意产业、产品创新和项目升级

从产业立镇的角度，整合遗产旅游与创意产

业，是江南古镇一条很好的发展路径。首先，江南

古镇的文化遗产深厚庞大，创意产业与遗产旅游的

契合度特别大。江南古镇民风朴素，环境舒适，对

创意企业、创意组织以及个人极具吸引力。其次，

创意产业与遗产旅游的融合，可以为社区居民带来

更大的利益。原先旅游开发导致了与原住民的对峙

和利益冲突，古镇空心化问题严重。通过创意产业

与旅游的融合，可以继承地方文化，让社区居民与

游客都感受到“地方气息”。两者结合可以产生新的

产业、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附加值。第三，创意产

业与遗产旅游的整合可以拓展遗产旅游产业链。江

南古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丰富，但长期以来尚

未得到充分利用。其当务之急是如何利用文化创造

力，将非物质遗产旅游资源加工成市场上的非物质

遗产旅游产品，并利用各种类型的媒体和多样化的

表达方式，营造出各种不同的体验氛围。[7]当然，在

整合和发展遗产旅游和创意产业的过程中，要防止

刻意盲目发展。特别要注意的是，许多古镇在进行

遗产旅游与创意产业的整合与发展时，已经产生了

产业的重叠与相似，需要长期规划与错位发展。

（四）把古镇培育成体验文化和旅游消费的模

范城镇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

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提出，要确定一批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和示范城市并动态考核，鼓励

建设集合文创商店、特色书店、小剧场等多种业态

的消费集聚地。

江南古镇目前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具备成为

体验文化和旅游消费模范城镇的条件。第一，文化

是创意产业的主要内容，而江南古镇的历史文化遗

产深厚，为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土

壤。第二，古镇通常受土地以及历史建筑的制约较

大。创意产品的生产特征和交易方式决定了创意企

业通常不像传统企业那样需要大规模的生产用地，

这使得创意产业在古镇的集聚成为可能。第三，创

意产业集群区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文化机构，艺术

场所，媒体中心和不同类型艺术家所居住的生态公

园。它既是一个工作场所，也是一个生活场所。江

南古镇良好的环境与文化气息，可以发展创意产业

集群，使其不仅成为文化生产场所，也成为文化消

费场所，甚至成为市场的中心。

将江南古镇建成经验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镇，

可以扭转江南古镇在特色城镇发展过程中的落后面

貌，占据特色小镇的发展高地。这需要政府的积极

参与和协调。政府将有创造力的人、公共机构、资

金来源和私营部门有机地联系起来，以制定更多的

文化和创造性项目。

（五）建立长三角遗产旅游联盟体中间性组织

江南古镇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江南古镇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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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角洲各类旅游资源的集大成者。其水域分布广

泛，数量众多，规模较大。除沿海资源外，还有众

多的淡水湖、河流等水资源，形成了水休闲旅游产

品与山地森林资源、历史文化、园林景观、城市建

筑的综合开发体系。

随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江南古镇的

旅游业在交通，信息和景点方面的沟通日益密切。

目前，江南古镇的旅游联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

旅游资源的整合显然不够。笔者认为，建立一个比

较密切的旅游遗产联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价值链的整合中，最有效的方式是将兼并、

收购等传统意义上的各种纵向整合的外部性内化，

从而产生价值协同效应，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提高核心企业在价值链中的运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但完全纵向一体化涉及价值链中各企业的核心利益

和文化整合，一旦完全纵向一体化的预期目标无法

顺利实现，合并后的企业将付出巨大的代价。[11]因此，

江南古镇不宜进行全面纵向整合，应当建立长三角遗

产旅游联盟体中间性组织，保持不同古镇更独立的旅

游发展保护的决策权和路径选择。

联盟体的效应应当是：除了进一步扩大挖掘古

镇的遗产价值，传播遗产保护观念，建立文化遗产

宣传、教育制度和全民参与渠道外，还应引导旅游

产品结构从旅游的主方向逐步走向多元复杂结构，

逐步完善江南古镇遗产旅游产品体系，促进江南古

镇旅游产品从资源依赖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

型、创新型的发展，增强江南古镇整体旅游吸引力

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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