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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居经济功能提升路径研究
*

———以重庆市安居古镇为例

王全康,冯维波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目的】旨在通过对传统民居经济功能提升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为安居古镇以及广大的传统民居调整产业结构、转变

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借鉴与参考。【方法】借助文献归纳法和田野调查法两种研究方法,注重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果】
通过广泛查阅文献、书籍等资料,梳理和总结出传统民居经济功能提升的“民居+旅游”(“传统村落+观光农业”、“古镇+观

光休闲”)模式、“民居+文化”(民居+生态博物馆、民居+文化创意园、民居+影视文化创作)模式、“民居+农业”模式。【结
论】将梳理出的传统民居借鉴功能提升模式与安居古镇实际情况相结合,在综合分析安居古镇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存在

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安居古镇可以走融“休闲农业、古镇休闲游、文化体验游”为一体的多元化经济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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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居是各地区人民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生产需要、习俗信仰、经济能力、民族爱好和审美观念,结合本

地的自然条件和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地进行设计和营建,创造出简朴实用、经济美观并富有民族

风格和地方特色的民居建筑[1]。传统民居作为传承人类文明、弘扬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是集历史文化、民俗风

情、建筑艺术为一体的“活化石”,按照景观信息的空间形态分类法,传统民居可以分为传统聚落(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传统村落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和民居建筑两大类。传统民居拥有居住、经济、文化、景观等众多功能属性,
而经济功能作为传统民居的重要功能属性之一,在传统民居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选择何

种方式以及如何发展均是学界亟需破解的难题 。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传统民居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开发模式、体验经济、文化创意、形象定位等专项

方面。李东和等人[2]构建了徽州古民居保护和旅游利用的象限模型,提出了原址保护观光利用、原址保护功能转换

利用、异地搬迁观光利用和异地搬迁整合利用等4种模式。王媛等人[3]采用文本挖掘方法分析了新浪博客中关于

朱家角的2633篇博文,发现朱家角作为江南古镇的类型形象强于朱家角的地理位置形象和地方性形象。因此,建
议朱家角在江南古镇整体氛围塑造的基础上,融入老上海元素和开发创意文化旅游产品,以实现旅游产品差异化开

发的目的。胡栋梁等人[4]以重庆磁器口古镇为例,利用IPA分析方法,对磁器口现有的旅游形象进行实证分析,从
实践、量化的角度分析磁器口古镇旅游形象的优劣势所在,给予磁器口今后的旅游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提出相应

对策。李山石等人[5]以南锣鼓巷为例,剖析了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街区改造与提升方式。
本研究选取安居古镇作为文章案例,通过对安居古镇经济功能提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进而寻找

出适合安居古镇发展的经济发展路径,以期实现安居古镇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希望能为中国其他地

区传统民居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模式借鉴。

1传统民居经济功能提升存在的问题

1.1崇尚经济利益,导致过度商业化

传统民居是不可多得历史文化遗存,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艺术价值,因而商业开发潜力巨大。卢

松等人[6]认为,适度的古镇旅游开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村镇的一种有效转型方式,不但可以为当地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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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还能复兴地方的传统文化,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但是,过多游客和商家的进驻,超过当地环境承载容量

则会造成传统民居风貌和生态环境的破坏,甚至还会使内在性质发生改变。例如,商业开发使得原著居民被迫

外迁,导致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特色民俗文化的消失。

1.2开发模式趋同,产品特色不明显

传统民居虽然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是受限于资金、政策、人才以及技术等原因,全国大部分历史文化名

镇(村)、传统村落主要打造以住宿、餐饮、民居观光、乡村休闲游等粗放型经济开发模式为主,缺乏多元化、高品

质以及重内涵的旅游产品。国内旅游学者田喜洲通过调查指出,不论是江、浙、沪地区古镇主打的“小桥、流水、
人家”,还是西南地区凸显民族风情的古镇旅游,都存在主题雷同的问题[7]。

1.3居民参与度不高

传统民居经济开发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理应得到当地居民的积极响应与大力支

持,但是由于缺乏居民教育,尚未组织成立专门的管理委员会机构,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健全等因素使得居民

的文化素质低、旅游参与能力不强和自觉保护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大量外来游客和商家涌入,不仅占用

了原本紧张的基础设施资源,而且使得当地生活成本快速上涨,然而本地居民并未从传统民居经济发展中获得

足够的红利,因此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不高,甚至对传统民居经济开发持否定的态度。

1.4基础设施落后,景观环境差

传统民居由于形成年代久远,缺乏科学的规划布局,随着传统民居“旅游热”的出现,大量游客的涌入使得传

统民居原本薄弱的基础设施系统受到重创,出现车辆随意停放、垃圾横飞、污水漫流等现象,极大地破坏了传统

民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同时,为了迎合商业发展需求,整齐划一的仿古建筑、沥青路、突兀的垃圾箱大规模出现,
使得附着在传统民居上久远的历史记忆和古色古香的人文景观消失殆尽。

2传统民居经济功能提升模式与方法

经济功能对于传统民居的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可以为传统民居的居住、文化

以及景观功能改善提供坚实的资金保障和物质基础。因而,本研究通过广泛查阅书籍、文献等资料,结合田野调查

法,总结出传统民居经济功能提升的“民居+旅游”、“民居+文化”、“民居+农业”3种模式与方法(图1)。

图1 传统民居经济功能提升模式

Fig.1 Themodeofeconomicfunctionenhancementoftraditionaldwelling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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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例分析

3.1安居古镇概况

安居古镇是铜梁区北部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副中心,地处琼江、涪江交汇处南岸,距重庆市主城区约

66km,距铜梁城区20km。安居古镇历史悠久,隋唐时期安居已成为涪江下游的重要城镇,城镇形成距今已有

1500年历史,是重庆市批准的20个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并于2008年被授予第4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称号。安

居古镇为丘陵河谷型-层叠-团状式传统聚落,民居建筑随形就势,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为典型的穿斗式木结构悬

山式坡屋顶传统民居。它的院落、天井、挑檐、吊脚楼、坡屋顶、小青瓦,皆为典型的巴渝山地传统民居特色。

3.2安居古镇文化遗产旅游资源

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

约》的分类标准,并且结合安居古镇

文化旅游资源形式,现将安居古镇

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为物质文化遗

产旅游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

源两类(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安居古镇文

化旅游资源不仅涵盖广、数量大、种
类全,而且能够反映厚重的历史文

化内涵和地域文化特色。因而,通
过科学设计、整合资源、形象塑造,
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对安居古

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必将大有裨益。

表1 安居古镇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类

Tab.1 Anjutownculturalheritagetourismresourcesclassification

大类 小类 内容

 物质

文化遗产

 非物质

文化遗产

古
建
筑

寺庙建筑 火神庙、川主宫、城隍庙等“九宫十八庙”

宗祠建筑 吴氏宗祠、李家祠堂、赵家宗祠等

民居建筑 朱家大院、肖家大院、唐家院子等

官署建筑 古县衙、古汛署

遗址类 古城墙、汉墓群

古桥 大星老桥、引凤桥

渡口、码头 老北门渡口、迎龙门渡口、迎龙头码头

传统手工艺类 铜梁龙灯、铜梁龙绣、何氏木雕、竹编工艺等

传统礼仪、节庆类 “跳DUAN公”、舞龙表演、何代科金钱板书场等

艺术表演类 涪江号子、“莲箫”、“腰鼓”、“川剧坐唱”等

3.3安居古镇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3.3.1邻里关系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居民的归属感降低 安居古镇历史悠久,唐、明时期设安居县,现号称“中
国第四大古城”,厚重的历史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使得安居古镇开发潜力巨大。但是,由于政府、开发商以及游

客的盲目介入,古镇内的大部分公共空间(街巷、河边、场院等)沦为游客参观游览和欣赏民俗表演的场所,原本

用于邻里之间“唠家常”、“交流感情”、“议论时事”的地方逐渐消失。居民的角色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居民逐渐由

古镇的“主人”沦为被动的、消极的“看客”,邻里之间由于社会主体的泛化、安全感和信任度的降低使得日常交流

逐渐由“必须性”、“随意型”的“无话不谈渐”转变为“偶然性”、“谨慎型”的“简单寒暄”,邻里关系的淡化使得居民

的归属感也在不断降低。

3.3.2传统文化渐进衰微 安居古镇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龙文化”、“码
头文化”以及“庙宇文化”、“书香文化”是典型代表。但是,为了迎合商业开发的需要,资本嵌入古镇旅游空间生

产衍生出“网络文化”、“酒吧文化”、“文化旅游”等新兴文化权势,使得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逐渐变成附和游客

“口味”和媒体要求的“依附性”极强的表演形式。例如:安居古镇的“九宫十八庙”原本是居民祭祀、跪拜各种神

灵以消灾解难,传承本地历史文化记忆的神圣场所,如今却变成游客随意进出参观的空间;“县令巡街”原本在古

代是地方长官体恤民情、维护地方稳定的一种手段,如今流于形式的表演已经丧失了当初的味道,纯粹变成取悦

游客的一种工具,传统文化内涵早已荡然无存。

3.3.3过度商业化 理想的古镇开发模式,对于居民而言是邻里关系和睦、日常生活不受太大影响,对于游客而

言则是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而且还能了解和体验古朴的民风民俗。而安居古镇核心区———
火神庙街打造的饮食文化一条街,常住居民大量外迁,多是租赁店铺的商人,缺少了些许“人情味”,并且商铺业

态单一,主要服务于旅游业。现在,放眼整个古镇,遍地都是饭店、小吃店、手工品店、服饰店等,而缺乏具有古镇

浓郁特色的“龙文化”衍生品商铺,反映古镇“书香文化”笔墨纸砚店铺。由于受到旅游开发的冲击,安居古镇的

商业服务对象由本地居民变成了游客,街巷、传统民居建筑以及宫庙建筑变成了游客眼中的“景点”,古朴的民风

民俗随着本地居民的外迁也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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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生态环境遭受破坏 随着旅游开发的逐步深入以及游客的大量涌入,尤其是节假日期间古镇的超负荷运

转,使得原本脆弱的基础设施难以承担陡增的环境压力,古镇内的原始氛围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具体

表现在:1)游客量的剧增导致生活垃圾和生活废水的量变大,而原本的垃圾处理设施无法满足现有需要,因此古

镇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2)大量人流和车流的汇入,势必会加大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使得原本有限的土地遭到

蚕食,古镇的环境承载力、弹性发展和整体性保护都面临巨大挑战。

3.4安居古镇经济功能提升路径

安居古镇历史悠久,且古镇核心区保存较为完好,可以继续大力发展古镇休闲旅游;同时,古镇非物质文化

遗产旅游资源保存完好,且“铜梁龙”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大力发展兼顾内涵和体验性的文化

体验旅游;此外,在安居古镇北部和南部保有大量良田美景,可以发展休闲农业。因此,根据“统一规划、错位发

展”的原则,安居古镇可以走融“休闲农业、古镇休闲游、文化体验游”为一体的多元化经济发展之路。

3.4.1古镇休闲游 安居古镇休闲旅游发展已有一定基础,但是也存在着“旅游产品单一、旅游产品体验性差、旅
游纪念品雷同”等古镇旅游通病。异质性(特色),可谓是旅游产品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安居古镇具有辨识度较高

的旅游文化资源,具有开发特色旅游产品的物质基础。本研究拟从安居古镇的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纪念品、民宿

精品客栈等方面提高安居古镇休闲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1)旅游产品设计。旅游产品设计的成功与否不仅在于产品能否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地方文化特色,而且还要

实现与游客的互动,增强产品的体验性。目前安居古镇多是观赏型旅游产品,游客的可参与性不强。例如,县令

游街虽是安居古镇的特色民俗表演,但是多流于形式,游客只是简单观赏。增强游客的可参与性,是安居古镇旅

游产品升级的关键。在特色美食方面,如太守麻花可以让游客体验从和面、成形、油炸、出锅等整个制作过程,在
满足游客好奇心和动手欲望的同时,实现商家的经济价值转让;在民俗表演方面,如铜梁龙舞可以针对游客进行

简单培训,然后举行游客与游客、游客与专业表演者之间的比拼,丰富活动形式的基础上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有

效保护和传承;在歌舞戏曲方面,如涪江号子可以结合安居古镇的码头文化进行简单介绍,提高游客对它的文化

背景的认知,还可以让游客在简单学习后自己演唱,然后制作成影视光碟让游客带回家,以加强游客对安居古镇

的记忆。

2)旅游纪念品。目前,各大古镇旅游商品毫无特色可言,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流水线工艺品在全国的蔓延,如
在丽江和磁器口买到的钥匙扣一模一样。避免旅游纪念品雷同现象,首先要注重代表性文化元素的挖掘和整理

抽象,然后进行符号化、图像化等物化处理;其次,加强与四川美院以及专业手工艺设计机构合作,确定旅游纪念

品的设计理念;最后,积极与旅游工艺品设计企业和品牌销售店合作,以完善旅游纪念品的制作和销售。例如,
“龙”是安居古镇的代表性文化元素,可以提炼抽象出图像化符号,然后通过铜梁龙绣之一传统技艺在安居特色

服饰、旅行小挎包、木雕和竹编工艺品等旅游纪念品中呈现出来,以加深游客对于安居古镇的印象。

3)民宿精品客栈。安居古镇保存有朱家大院、秦家大院、肖家大院等民居建筑,虽然存在着建筑风貌破损、
地面潮湿、采光度差、通风效果差等问题,但是建筑结构坚固完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等优势使得它们具有极高

的利用价值。对民居建筑进行风貌整治、结构加固以及基础设施完善的同时,积极引入时兴的民宿旅游理念,大
力打造民宿精品酒店产品。大理天谷喜院民宿精品酒店就是成功的案例,这种民居建筑功能置换的方式不仅可

以让游客近距离接触和体验古人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而且为传统民居保护和传承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必将

成为传统民居保护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

3.4.2文化体验游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深入发展,传统的观光休闲旅游已经难以满足现代游客的精神需求,重视

文化内涵以及体验性已经成为旅游产品开发的新趋势,文化体验游作为一种新兴旅游产业应运而生,并且逐渐

占据旅游产品市场的主导地位。
文化体验游,可以理解为文化创意游。它是旅游发展的新阶段,即传统的文化旅游已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景区以文化为基础,创意为核心,发展文化创意旅游,以满足游客对创新求异的追求[8]。安居古镇历

史文化悠久,其中龙文化、码头文化、庙宇文化、书香文化都是典型的代表,古镇文化体验游以创意节事活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和民俗博物馆为主打产品,带动安居古镇其他文化旅游项目的发展。

1)创意节事活动。旅游节庆活动,又称为旅游节日盛事活动,指规模不等、有特定主题、在特定的时间和同

一区域内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能吸引区域内外大量的游客,不同于人们常规的生活路线、活动和节目的各种节

日庆典、集会、交易会、博览会、运动会、文化生活等[9]。创意节事活动,即保有传统节事活动内容,创新节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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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增强与游客的互动体验。安居古镇有“跳DUAN公”、天后宫祭妈祖、舞龙等表演,有太守麻花、金沙羊肉、
船钉子鱼等特色美食,可以利用特色文化优势,设计一系列跟自身文化和优势资源相关的节事活动。例如,将码

头文化与龙文化相结合,举行划龙舟大赛;展现书香文化的书法表演比赛;展现龙文化的舞龙比赛和龙绣比赛;
展现特色小吃的特色美食节。

2)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区。安居古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传统手工艺、歌舞戏曲以及民俗表演3大类,其
中铜梁龙绣、川剧坐唱、“跳DUAN公”、铜梁龙灯是典型代表,可以选择其中参与性较强的项目让游客进行互动

体验。如,可以现场教游客铜梁龙绣的做法,让游客亲身体验刺绣的过程,成品自己收藏或馈赠亲友都是不错的

选择,增强了游客对于龙绣的认知和感情;铜梁龙灯可以作为一项亲子活动,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学习、制作,然后

放入涪江,寄托美好的家庭愿望,提高孩子动手能力的同时,增添家庭亲密感。

3)民俗博物馆。安居古镇民俗文化博物馆可以根据功能的不同划分多个展厅,主要有“龙文化”展厅、民间

工艺品展厅、民俗表演展厅和特色美食展厅。具体而言,在安居古镇众多文化形式中,“龙文化”最为出名,由龙

文化衍生出的铜梁龙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展厅则重点展示与“龙文化”相关的铜梁龙、铜梁龙灯、铜梁

龙绣等;民间工艺品展厅则筛选出独居安居古镇特色,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工艺品进行陈列展览,主要有何氏木

雕、安居竹制工艺品等;民俗表演厅,则主要以县令巡街、湖广会馆京剧表演、天后宫祭妈祖、何代科金钱板书场、
舞龙表演、涪江号子、“川剧坐唱”为主;特色美食展厅则以安居特色美食的制作和售卖为主,主要有翰林酥、太守

麻花、鸡丝豆腐等。民俗博物馆直接设在保存较好的民居建筑里,实行全天无门票制,可以里面设置亲子、互动

体验类项目,所得经济收入维持博物馆的日常经营。

3.4.3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是以与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的生产、生活、生态资源为依托,集生产、销售、观光休闲、
娱乐体验、科普教育和生态保护为一体的新型农业,是一种旅游业与农业相交叉的产业类型[10]。休闲农业模式,
主要有田园农业旅游、民俗风情旅游、农家乐旅游、村落乡镇旅游和休闲度假旅游等7种基本模式。安居古镇北

部和南部都是农耕区,可以利用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农业资源以及庞大的游客群体,积极探索开发垂钓、露营、
水上乐园、瓜果采摘园、农业博览园、农事参与体验园等休闲农业项目。例如,黄家坝生态湿地休闲公园依托良

好的湿地生态条件,主要打造露营、烧烤、开卡丁车和船游涪江等户外体验项目。

4结语

传统民居凝结着劳动人民创造的成果,记录着社会和历史的变迁,是人类居住的物质载体和精神家园,拥有

丰富的文化遗产,因此保护和传承传统民居亘古不变的主题。本研究以安居古镇为例,从安居古镇经济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结合国内传统民居经济发展的几种典型模式,在充分考虑安居古镇经济状况和文化遗产

旅游资源禀赋的基础上,提出安居古镇应该走“都市农业、文化体验游、古镇观光游”三位一体综合发展之路,以
此处理好安居古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民居建筑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实现安居古镇社会、经济、文化、生态

协调健康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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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MountainDwellingsPromotionofEconomicFunction:
aCaseStudyofAnjuTowninChongqing

WANGQuankang,FENGWeibo
(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Purposes]Thepurposeofthispaperistosummarizeandsummarizetheeconomicfunctionoftraditionalhouses,andto

providereferenceandreferenceforadjustingtheindustrialstructureandchangingtheeconomicdevelopmentmodeoftheancient
townandthetraditionalhouses.[Methods]Throughtheliteratureinductionmethodandfieldinvestigationmethod,highlightthe
combinationoftheoryandpractice.[Findings]Throughextensiveaccesstobooks,documentsandotherinformation,itsummarizes
themodeof“House&Tourism”(“TraditionalVillages&SightseeingAgriculture”,“Town&LeisureTourism”),“Residence&
Culture”(“Residence&Eco-Museum”,“Residences&CulturalandCreativePark”,“Residence& MovieandTelevisionCulture
Creation”)and“Residence&Agriculture”(“Residence&ecologicalagriculture”,“Residence&Leisureagriculture”)topromote
theeconomicfunction.[Conclusions]Basedonthecomprehensiveanalysisoftheresourceendowmentandtheproblemsofeconomic
development,thispaperputsforwardthattheancienttowncanliveinthe“leisureagriculture,ancienttownleisureandculture,

cultureandculture”.Experiencetourasoneofthediversifie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traditionalresidence;economicfunction;modeandmethod;Anju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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