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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外出旅游成为新时期人们消费的重要选择。古镇景观具有十分突

显的观光旅游价值，同时也是各地政府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从古镇旅游资源开发角度来看，许多古镇

景观尚未得到有效开发与利用，同时一些必要的修缮和保护工作也落实不到位，如果这种不合理的发展无法得到纠

正，将严重影响古镇景观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本文就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展开全面探讨和研究，以期促进各地古

镇景观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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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传承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名胜

古迹和文化名镇，并在繁荣与稳定的今天迸发出璀璨的

光芒。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兴起，人们旅游出行的意愿

日益高涨，而作为兼具古建筑参观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古

镇受到了广大旅游爱好者的热捧。现阶段，如何更加科

学有效的强化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成为各地政府部门

工作的重要内容，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就古镇景观

保护与提升提出个人见解和建议，希望能够为相关领域

从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帮助。

1 现阶段我国古镇景观开发现状

1.1 景观规划开发不合理

一般而言，古镇景观多依山傍水，具有十分优美的

自然风光，加之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古镇景观可据

开发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然而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如当地政府部门对于古镇景观规划开发工作不重视及

相关资金短缺等因素，造成当前许多古镇的旅游资源尚

未得到科学合理得开发，而已开发的景观也缺乏系统

性，例如各景点之间联系性差、古镇基础设施和配套服

务不完善等问题，不仅无法给游客带来良好的观光体

验，同时也制约了古镇的可持续发展。

1.2 景观建筑不注重保护

古镇景观是一个由大片古建筑共同组成的建筑群

体，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因此具有

十分凸显的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现阶段，我国许多古

镇景观普遍存在景观建筑保护工作不足的问题，并给古

镇研究价值和旅游价值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由

于古镇建筑建造年代久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受到严

重的侵蚀和损毁。另一方面，随着古镇景观旅游热度的

增加，许多居民处于经济利益追求而对古建筑进行改

造，从而给古建筑带来严重的损坏。

1.3 文化氛围营造效果差

从旅游层面来看，古镇文化传承与展现同样具有十

分理想的开发价值，并能成为吸引广大游客的核心旅游

资源。现阶段，许多地区政府部门仍将古镇景观资源开发

侧重于市场宣传，同时在文化层面设计中也是目前千篇

一律，难以真正成为吸引游客的观赏点。笔者认为，以地

区民族特殊文化传承而来的文化表演及以历史故事演变

而来的话剧等更加能够突显古镇文化的氛围和深度，例

如山西平遥古城的《又见平遥》便是古镇景观开发的榜

样，不仅成为古镇景观的特色内容，同时也有利于带动地

区经济发展。

2 强化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的重要性

2.1 继承地方优秀民族文化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传承十分久远的国家，受客观

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均形成了优秀且独特的

地方民族文化，并深深体现于地方建筑和民族风情之中。

古镇是我国地方特色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加快古镇景

观保护与提升则是新时期地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

径，一方面通过保护与维修使得古建筑得以更好的保存，

另一方面借助旅游事业发展将地方特色文化加以更好的

推广和发扬，从而能够促使地方优秀民族文化得以保存

和发展。

2.2 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开发地方旅游产业是推动当

地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古镇作为一项极具经济开发价

值的旅游资源，强化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能够进一步挖

掘其经济价值，并推动地方社会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首

先，古镇景观开发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从而解决当地

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地方旅游产业的兴起能够直接增加

人们收入水平，并提高地方生活质量，从而实现促进社会

经济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目的。由此可见，古镇景观保护

与提升还具有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3 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的基本原则

3.1 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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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当前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工作的核心

要点，是指古镇景观所开展的一系列保护与提升工作都

应坚持从人的需求出发，如此才能实现理想的保护与提

升效果。具体而言，古镇景观的保护与提升工作要从游

客的角度加以开展，如通过古建筑的修复来增加游客观

赏感受，而地区特色文化的开发与呈现则能进一步强化

游客对文化差异和文化魅力的感受。同时对待当地居民

时，也要注重其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支持，鼓励其参

与到本地旅游资源开发中来，进而达到和谐发展的良好

效果。

3.2 个体与整体的统一

为更好地突显古镇景观的旅游观光价值，在开展保

护与提升工作时还要做好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一方面，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古镇景观所提升的服务

也愈加多样，如酒店、商店、餐饮、酒吧及民宿等都会带

来个体建筑个性化改造。另一方面，古镇景观应具备整

体风格的一致性，在古镇景观内容和功能愈加丰富的今

天，切不可对古筝景观的整体风格进行破坏，这样不仅

降低了古镇的研究价值，同时从长远角度来看也会逐步

丧失其原有的旅游价值。这里要求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

时应当坚持个体与整体统一的原则，即彰显了个性，又

要服务于古镇景观的整体风格与核心内容，如此才能满

足新时期游客的需求。

3.3 文化传承

从本质上讲，古镇景观是一种文化历史传承，也是

吸引游客观光旅游的核心出发点，如果古镇景观失去文

化的支撑也就丧失了观赏价值。在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

过程中，我们要将地方特色文化传承作为相关工作开展

的核心指导思想，古建筑修复要尽可能的恢复原貌，同

时也要在古镇基础服务设施建设时强化地方特色文化

元素的加入，从而给游客带来丰富感官体验的同时，也

对古镇历史文化传承加以了解，由此真正发挥古镇景观

的价值与作用。

4 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的有效途径

4.1 自然景观的保护与提升

自然景观是古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古镇

周边的山水组成，与古建筑等人造景观遥相呼应。自然

景观的保护与提升是强化古镇景观价值的重要方式，通

过合理的保护与提升能够进一步开发古镇景观的旅游

资源，并使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更加浑然一体。例如依

水的古镇要注重水域环境的卫生及水质条件，并尽可能

的保障河流护岸的原始特征，使游客能够在水中楼阁倒

影的水波交错中或游鱼嬉戏观赏时联想出诗情画意般

的情境，由此提升游客的视觉感受。

4.2 人造景观的保护与提升

人造景观主要指历史建筑、民居建筑及古镇街巷等

内容，是构成古镇景观的核心内容。人造景观是支撑游

客观光旅游和衣食住行的关键，在该领域保护与提升时

必须做好发展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首先，历史建筑

是突显古镇历史文化内涵的基础，在进行保护与提升时

应当注重建筑原有样貌的还原，并以参观和鉴赏功能的

发挥为主要提升途径。而居民建筑及古镇街巷则是发挥

古镇景观商用价值的关键所在，如将居民建筑改造为民

宿、酒店，而街巷商铺则开发餐饮购物等功能，由此在保

护古镇原有样貌的基础上最大程度上开发其经济价值。

4.3 人文景观的改造与提升

人文景观是指古镇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如饮食文

化和民俗文化等。不同民族文化的体验和美食的鉴赏是

现阶段人们出门旅游的重要目的，而古镇景观改造也要

以此为重要出发点。首先，古镇要高度重视地方饮食特

色的开发与宣传，将地方小吃及特色菜加以发扬光大，

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其次，还要注重地方民俗文化的

呈现，如地方特色手工、地方民族舞蹈或独有的节日庙

会等都具有十分可观的开发价值，这也是提升古镇景观

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

5 结语

综上所述，科学合理的开展古镇景观保护与提升是

发挥其旅游观光价值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继承和发扬

地方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各地古镇景观开发如

火如荼的今天，我们必须对其保护与提升有个清晰准确

的认知，如此才能更加科学有效的发挥其应有的社会经

济价值，并推动地方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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