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旅游经济开发中的聚落景观生态旅游模式初探 
     ----以衢州及其周围地区传统古村落为例 

文/郑育春 

   一、引言 
   衢州古名新安，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地处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交界，素
有“四省通衢”之称。衢州及其周围地区传统古村落以徽派建筑风格为主，其规划布局常以“天人
感应”等传统风水理论为核心，合情合理、至善至美。近年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小城镇、村落的
保护成为了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关注的热点，同样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开发古村落旅游资源促
进农村经济建设也在升温。在这样的形势下，探究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经济模式，开发与保
护并重，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因地制宜，因山就势是乡土建筑的根本，正是与环境的充分结合才使之自然地溶入环境，
“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价值才得以真正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经济势必极为关注生态保护，开
发生态旅游模式是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不同地区应用不同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以适应
地区发展优势。丘陵山地森林地带适于发展立体生态旅游模式或者生态农业旅游模式，而积聚了丰
富文化内涵的、古民居保存完好的、未遭到很大破坏的传统村落则更适于发展聚落景观生态旅游模
式。衢州及其周围地区有着数量可观的保存较为完好的古村落，如柯城的严村、龙游的叶氏三门
源、开化的霞山、江山的廿八都等，其环境意识、社会适应性、建筑形式表达及空间创作手法等都
可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的重要支撑。 
   聚落景观是农村地区生态经济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地区的重要观景内容、休闲基
地、人文内涵丰富区。它不仅具有生活功能，还具有生产功能，它包含了农、林、牧、副、渔、建
筑、风俗、文化、伦理等十分丰富的社会经济活动内容，具有独特的生态环境，特定的自然景观，
多产业的经济活动，以及颇具个性的文化形式。思考村落的结构类型分布、集聚程度和规模等以及
村落规划、庭院布局、建筑艺术、文化内涵和生态经济生产功能等方面的建设，使乡村地区的聚落
具有观光功能、文化体验功能，形成一种和谐的游居关系。 
   二、聚落景观生态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 
   发展聚落景观生态旅游模式就必须保护与发展其可贵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旅游资源。近年
来，衢州广大农村地区的村镇建设、环境保护、人居环境以及产业结构和布局等仍处于明显的无序
状态。小城镇规模偏小，密度相对偏高，村镇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存在问题，如村镇夹道(交通
线)发展现象普遍存在。又由于经济的发展，一些有条件的村落做了详细而现代化的集镇规划，但
其新的面貌基本上已是 现代小城镇的格局，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并没有太多考虑原有村落的延
续，新的建设工作往往是在拆旧建新的程序中粗放地完成。反而在一些经济相对滞后村镇，如霞山
和廿八都，人为损坏较少，基本上保持了传统格局，较为适合发展聚落景观生态旅游模式。 
   2.1生态旅游的内涵及其特征 
   生态旅游（ecotourism）最早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a 
s-L a scu ra in)于1983年首次提出。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
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其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
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与传统旅游相比，农村生态旅游有如下特征：1，保护性，它要求旅游者和旅游业约束自己的行
为，以保护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生态平衡；2，专业性，农生态旅游具有较深的科学文化内涵，要
求旅游设施、项目、路线、服务等设计和管理均要体现出很强的专业性；3，普及性，是大众普及
的，不应是高消费和高素质者的特权，农村生态旅游的对象不仅是自然景观，而目包括与自然相和
谐人文景观，甚至是某种生活模式。 
   2.2旅游开发是“双刃剑”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对于村落建筑遗产保护具有两面性。如果在保护的前提下，适当发展旅
游，在展示历史遗产价值的同时，促进当地的文化产业和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的生活状况，对历史
遗产保护木身是有利的。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会不可避免地改变其自
然、人文和社会环境，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过度开发会给建筑遗产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历史遗产作
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必须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旅游发展规划必须经过充分论证，对环境生态承
载量的评估也必须合理。 
   2.3发掘聚落景观及人文资源，优化村落旅游环境  



   要善于发掘出村落的聚落景观旅游资源，结合现代生活与旅游业的发展，采取保护、改善、
整饰、保留、拆除和重建等保护整治措施，重朔历史形象。 
   严村，位于衢州城西，是衢江边一湾口。从2006年始，村镇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景
观，大力发展“渔家乐”度假旅游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几百年前先民在江岸转折处垒土
成坝，如今坝上十数株古樟树枝桠相连，遮天蔽日，此水口因名之“樟树湾”。附近处原有、宗族
祠堂、古戏台等。如今村里依托江水、古樟、水口庵，将宗族祠堂、古戏台等修葺如昔，在水面上
搭起了 “乡村大舞台”，连“央视”也闻“风”而来。除此物质文化被提升以外，在考证了多方
面历史资料后，同时又顺应形势，开始不断发掘非物质文化遗存，如严村是婺剧“西安高腔”发源
地，乃东汉高士避居地，村里多是严子陵后裔等等。 
   几乎所有徽派风格的村落都有着这种标志性的场所，水口和“风水树”是村落布局的重要因
素。在南孔儒家学说以及程朱理学的熏陶下，衢州各处古村落都透露者浓厚的人文气息，在村落旅
游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后，景色与人文合一、自然尽显和谐的聚落景观生态旅游模式大有可为。 
   2.4聚落景观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在农村旅游经济产业中可以得到最大的体现。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兴衰与其
环境质量密切相关，环境质量是该地区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发展旅
游是其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而在开发旅游的同时必须保证旅游资源的持续发展和利用。旅游业
发展决不能以浪费旅游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开发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应该同步进行，要科学地
发掘旅游资源。 
   农村旅游业开发要特别保护具有农村特色的旅游资源，在开发中不能急功近利。保障旅游资
源的价值增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大环境管理投入，而当地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则更为关
键。在管理上则要注意保护范围规划，如廿八都古镇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控制范围分为3个层
次：历史文化保护区整体风貌的保护控制；历史街区的保护整治；文物古迹的保护控制。将保护区
划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传统风貌协调区。根据不同性质的区域，分别采取不同的具体保护措施。 
   旅游开发不仅要使当地的居民和旅游者受益，而要使未来的游客和居民继续能分享旅游带来
的效益，即代间公平分享旅游景观资源的价值。旅游开发的受益者不是特定的旅游者、居民个人或
群体，而是与旅游景观资源有着各种联系的所有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获得不得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
代价，即代间的公平性。旅游者和居民的社会活动必须与旅游景观的结构、功能及其价值相协调，
同时，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以不损害当地居民的社会文化价值和生活习惯为前提。 
   三、结语 
   农村地区发展聚落景观生态旅游，无须有名胜古迹、名山大川，只要有几处颇具特色的自然
景观或聚落遗存，有着淳厚的民风和悠远的历史文化，都可以形成一种旅游资源。典型的田园生
活，洁净的生活空间，可以让人重新寻回走远了的回忆。因此，农村旅游业开发要特别发掘并保护
具有农村特色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保护得越好，旅游资源的潜力就越大。新农村建设最为关键的
是经济与文化建设，在有条件的村落大力发展聚落景观生态旅游模式，既可以带动农村第三产业经
济的发展，同时又可以让人重拾历史关注文明。而经济的发展又可以保护农村的环境，让物质的和
非物质的文明得以延续，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农村旅游经济（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建工学院、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建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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