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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童年时一个
夏日，来到亲戚家所在的古镇，听着织机
发出的“吱呀”声响。

我的家乡在贵州，贵阳市郊有一个名
叫青岩的镇子。青黑石板、青砖石墙……
这里仿佛一座满目石头的城堡，安静地卧
在不足百米高的黄家坡下。亲戚家住在小
镇南门口，沿着泛着光的石板路，穿过城
门楼，就能看到一座二层小楼，石头为
墙、木头成柱、白墙灰砖，颇为古朴。一
楼是亲戚家开的店，摆放着手工做的鞋
垫、布鞋、围巾、布匹等，每一样都是不
同的纹样，颜色五彩缤纷。亲戚一家在二
楼居住，我的临时住所是一个临街的房
间，打开房门是一段木制走廊。每当临近
傍晚，走廊外的街道店铺陆续关门，店铺
门口会有纳凉的居民，摇着躺椅、扇着蒲
扇，伴随夜里微风，在一起闲聊。

记忆中，那个夏天，我和亲戚家的孩
子在镇里疯跑了很多天，穿过一条条纵横
四方的青石板路、一个个弯曲狭长的小
巷，以及巷里的石牌坊、状元街、文昌
阁和李克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
居……每次回到店里，摇着织布机的奶奶
总会停下手里的活，一边慈祥地笑着提醒

“不要跑啊，一哈滚倒 （方言，以免摔倒
的意思）”，一边去准备吃食。

亲戚一家都是布依族人，年过七旬的

奶奶从小学习织布、刺绣和蜡染，家里的
布、鞋、包、围巾和上面的纹样都出自她
的手。有时见我们在一旁看着五颜六色的
丝线出神，奶奶会扯下一缕，一人发几
根；有的游客对织布感兴趣，她也乐于传
授一二。渍染成青色的棉线作经，彩色丝
线成纬，在古老织机声声“吱呀”响动中，
丝线穿梭纺织、精挑细插，一匹布满平面
四方形纹样的斗纹布便制成了，看上去颜
色淡雅，摸起来满满的凹凸感。那次告

别，奶奶送了我一个绣着千鸟格、配着流
苏的挎包，这成为我后来外出求学时的珍
藏之一。

工作后我也回过几次青岩，相比以
前，古镇增添了售卖特产的店铺、闪烁的
灯光、如织的游人。难得的是，亲戚一家
人和很多居民一样，依然在镇里居住。很
多楼房虽然经过翻修，但总体保持了原
貌。奶奶的头发更白了，把手艺传给了大
学毕业的孙女，小店里衣帽鞋款式和花样

更丰富和时髦了。店里添了缝纫机，布匹
多半是购买，不过那台织机依然留着，按
奶奶的话说，“老伙计，丢不得”。

相对于大城市的摩天大楼，相信很多
人都有古镇情结。古镇的幽深、宁静、古
朴、纯粹、厚重，让很多在外的游子乡愁
萦于心，身心有所归。

看得见山、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
情。愿更多的古镇能在历史的风雨中保留
一份古朴，在“活化”中增添一份独有的韵
味，让更多人在这里能够找到浓浓的乡
愁、纯粹的乡情。

记得住乡愁 留得住乡情
彭训文

古镇中也有“诗与远方”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龚滩古镇，地处乌
江之畔。它既是著名画家吴冠中名画中的 《乌江老街》

《乌江小镇》，也是不少游客心向神往的“世外桃源”。
在龚滩古镇，有保存完好且颇具规模的明清建筑

群。其中就包括清代建筑西秦会馆的一座雕花戏台。“过
去这里供商人汇聚、议事、休闲听戏之用，如今成了游
客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的‘舞台’。”古镇讲解员介绍，每到
旅游旺季，戏台上就有酉阳民歌、酉阳古歌、酉阳摆手
舞、土家面具阳戏等非遗表演。

“很多游客都觉得龚滩古镇有魅力，因为这儿不仅有
美景，还有美食。”古镇吴冠中纪念馆馆长戚玉龙举例
说，绿豆粉、土家酿豆腐、土家腊肉等，可以摆齐一桌菜。

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碛口古镇成了打卡地，慕名
而来的游客日益增多。95后刘倩倩在此注册了一家旅游
公司，着重培养专业导游和主播。她自己也经常在平台
直播，通过镜头，让各地观众都能欣赏古渡风光。

碛口，曾是黄河上的重要商贸渡口，鼎盛时期每天
往来船只就达150多艘。然而，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碛
口商贸凋落，大批古建筑年久失修。

经过当地的保护开发，现在的碛口被誉为“活着的古
镇”：镖局、当铺、货栈等古建在西市街边诉说着古镇往
昔的繁荣，驼帮文化在东市街全景展示。

近期，全国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各地古镇迎来踏春
热潮。何为“古镇”？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旅游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孙小荣表示，古镇一般是指拥有百年以上历
史、从古代一直续存到现在的集镇，往往具有建筑风貌
保存相对完好、历史人文底蕴相对独特、生活方式传承
相对完整等特点。

我国历史悠久，广阔土地上现存古镇数量可观。“这
些古镇不仅是中国的建筑遗产，有些还进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说。

古镇游缘何兴起？孙小荣认为，相较于城市生活节
奏的“快”，古镇生活“慢”；和城市空间的“新”不同，古
镇保留了“旧”；与城市设计管理的“标准化”“国际化”相
比，古镇则呈现“个性化”“地域化”特性，烟火气更足。

“古镇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回归传统生活’和‘怀念旧时光’
的氛围与场景，满足了众多游客的现实需求。”

游客找到了“诗与远方”，百姓借助古镇游增收致
富。依托附近村落的自然和历史资源，碛口古镇打造了
民俗文化村、摄影写生艺术村和红色文化村。“这是一项
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古镇景区规划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古镇得到保护后，更多人认识到历史文化的价值，也让
当地百姓吃上了“旅游饭”。

古镇应有文化之魂、独特之美

“逛了那么多古镇，不少地方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
的！”王女士是一位旅游达人，上学时就开始游览古镇，
如今工作后依旧热爱。在她眼中，不同古镇因循各自水
土，因而呈现不同风土人情。然而这几年，在各地新开发
的古镇观光后，王女士坦言各古镇间并无太大差异。

游逛古镇，人们看重的是古建筑、自然景观以及当
地的文化氛围。“如果到了一个古镇，看不到原住居民的
生活状态和风貌，品尝不了当地特有的美味小吃，走过
后留不下关于此地的独有记忆，心中难免会有一些失
落。”王女士说。

持类似观点的人不在少数。有游客作了总结：很多
古镇基本都是青砖、红灯笼，商铺里摆满了民族服饰、
手工银饰、丝绸制品等，就连小吃都是臭豆腐、烤鱿
鱼、烤肠等，毫无特色可言。有网友调侃道：“自己去的
是一个披着古镇外衣的小商品城。”

孙小荣指出，当前古镇开发建设“地产化”明显，跟
风、仿制的情形较多，致使不同古镇从建筑风貌到业态
内容千篇一律，渐渐丧失了独特性。有的古镇为了营造

“游客空间”，让古镇原住居民全部搬离，浓郁的生活气
息随之飘走，古镇游变成了逛街购物、喝茶吃饭、参观
表演的“复制+粘贴”模式。

专家表示，这种复制粘贴的思维，短期看可能会带
来一些蝇头小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最终会被游客
用脚投票，淘汰出局。

千镇一面，从何而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过度商业
化，很多古镇由此“褪色”，丢掉了文化之魂、独特之美。

“过分强调古镇商业功能，使游客满眼看到的是各式店铺
和同质化的旅游商品，而无法领略古镇的历史魅力与文
化内涵。”贵州省旅游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进源说。

业内人士指出，商业化确实给古镇开发带来较大压
力。一方面，古镇只有通过商业开发，才能让沉睡的传
统文化“活起来”，使之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并适应
满足游客多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商业开发或多或少
会改变古镇环境，而过度商业化必然破坏古镇原有的自
然环境与人文氛围，致使其吸引力下降。因此，古镇开
发如何在文化和商业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需要进一
步思考与探索。

“不少古镇的运营存在短板，影响了游客消费体验和
重游率。”孙小荣说，真正的集镇是开放式的生活空间，
一旦变为文旅消费空间，就要加入更丰富的业态、产品
和服务。但有的古镇目前仍保持传统运营思路，创新性
不足，“交互式、体验式、沉浸式”场景缺乏，“二次消费”
供给不够，加剧了古镇类景区的“空壳效应”，即看上去很
美，但不好玩。

挖掘特色文化是重要突破口

古镇开发，贵在独特。告别“千镇一面”，古镇才能
焕发新生。

怎样打造自身特色？古镇，首要“讲古”。在古镇保
护工作中，阮仪三主张对旧建筑进行修缮或复原旧建
筑，而非以旅游商业为目的，使用快捷的现代材料、现
代工艺另起炉灶。以周庄为例，在整修中使用许多旧木
梁、旧木柱、旧门窗、旧石板等，修出了原汁原味的房子。

有专家还提出，对于尚未完全开发的古镇，应在保
持原始风貌的同时，尽可能提升旅游设施与旅游服务的
质量；对于已充分开发的古镇，如何保留住真正的古色
古香，则是凸显差异化旅游魅力的重点。

挖掘特色文化是重要突破口，古镇要从自身的历史
文化中找到独有的文化符号。这一点，各地已有不少探
索，如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的关圣古镇，以关公文
化为特色，处处可见三国文化的印记；在江苏省泰州市
姜堰区的溱潼古镇，每年清明节第二天，四乡八镇的数百
只会船云集十里溱湖，参加一年一度的溱潼会船节……

专家建议，古镇开发者、管理者应对当地历史文化
进行完整、详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长远统筹规
划。通过保护和传承本地文化，保存古镇本地特色的习
俗、产品，使古镇保持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历史记忆。

让古镇游走出同质化误区，应不断提升游客体验。
“不仅要‘讲古’，也要‘上新’。”孙小荣表示，古镇要在精
致化产品、精细化服务、精彩性活动和精益化运营上下
功夫，要常变常新、常新常变。比如乌镇戏剧节，每届
剧目都不一样，吸引人们年年如约而至。要鼓励商家推
出独特商业创意，丰富体验场景，增加游客对古镇的兴
趣与了解。

“古镇保护，离不开当地居民。”阮仪三指出，民居
是城镇历史文化遗存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体现着不同地
区的建筑风格和风土人情。只有把原住居民留住、把那
里传统的生活方式留下来，城镇历史文化保护才能永葆
生命力。

有居民，古镇才有生活气息，这是商业化无论如何
都无法替代的。对此，不少业内人士深有体会。他们认
为，在古镇开发方面，“乌镇模式”值得借鉴。乌镇能取
得商业成功，除了古镇本身景致优美之外，还把特有的
民居水阁、老宅深巷、船拳皮影和民间作坊当作重要的
财富精心呵护，并对民间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层次挖掘。

本报记者 史志鹏

春和景明，文旅升温，古色古香的古镇
正成为热门打卡地。然而当人们满怀兴致准
备体验古镇文化、领略古镇之美时，却发现
不少古镇开发建设存在同质化现象，越“长”
越像。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广大游客游古镇
的体验。

事实上，每个古镇历经岁月洗礼，都有
独特的人文内涵、美学特质。受访专家表
示，要认真梳理历史源流，充分挖掘每个古
镇独特的文化符号，并做好商业化与文化保
护传承之间的平衡。唯有如此，古镇发展之
路才能越走越宽。

近期，全国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各地古镇迎来踏春热潮——

告别告别““千镇一面千镇一面”，”，古镇焕发新生古镇焕发新生

▲ 市民在四川省
宜宾市翠屏区李庄古镇
拍照。

兰 锋摄
（人民视觉）

◀ 陕西省汉中市
城固县在上元观古镇开
展民俗传统节目展演，
吸引众多游客观赏。

刘晓东摄
（人民视觉）

▼ 浙江省嘉兴市
嘉善县西塘古镇近年来
加快推进“微改造、精提
升”，助推古镇夜经济发
展。图为古镇夜景。

袁新宇摄
（人民视觉）

游客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同里古镇游玩。 张 锋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