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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城市，让民族文化与城市建设有机融合并得以彰

显，这是许多民族地区城镇建设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是城市发展的战略问题，需要从城市主题

文化定位、形象设计和地域文化元素的保护、转化、营造和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生态环保、景

观建设上做好文章。 

关键词：水族，文化旅游，城市建设 

 

三都水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是全国惟一的水族自治县，2012 年全县总人口为 36.7

万人。三都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境内居住着水族、布依族、苗族、瑶族、侗族、彝族、壮

族、回族、仡佬族、土家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34.9261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96.91%；少数民族人口中水族人口 23.7588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70.8%，占全国水族总人口

的 57.81%。2012 年末全县城镇化水平为 34.2%。县政府驻在三合镇，2011 年三合镇辖区总人

口 41633 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16392 人。县城规划面积达到了 10.84 平方公里，建成城区面

积达到 5.87 平方公里，城市规模初具。2012 年 5 月，三都县委以全会决议的形式提出县城要

建设水族文化旅游城市，本文则将从战略层面对如何建设水族文化旅游城市提出自己的见解和

操作性建议。 

 

一、县城主题文化定位、形象设计建议 

毋庸置疑，三都县城的主题文化定位是水族文化，但什么代表水族文化、其精髓是什么？

水族文化主题如何表达？如何以水族文化对城市进行外在的包装和内在气韵的梳理、培育、张

扬，从而全方位建成水族文化旅游城市，则是需要深入思考、研究、规划、设计的问题。 

为打造水族文化旅游城市，三都县政府曾委托贵州天海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三都水

族自治县县城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并已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经专家评审通过。该规

划主要对县城各条街道的建筑立面进行了设计，以求体现水族文化风情。根据这个规划和设计

，三都县住建局对县城城区的建筑进行了外立面的改造和装饰。但是通过对这个规划的研读，

我们发现该规划设计侧重的是对县城现有建筑和即将建设的水族文化风情街在建筑式样和立

面效果图的描述，对县城怎样建设水族文化旅游城市并没有给出指导性意见。我们认为，在建

筑风格和立面装饰上突出水族文化特色无疑是必要的，但仅限于此，还无法实现水族文化旅游

城市的建设目标。结合考察调研，我们对三都县城建设水族文化旅游城市从战略层面提出如下

见解。 



一个城市的文化主题定位与形象设计，就是回答“我是谁”的问题，有如一个人的名字、

气质、性格、学识、容貌、身材共同构成这个人的自然与社会特征，让外部立体认知他，给予

此人区别于他人的定位和身份确认。城市的文化主题定位和形象设计，说到底就是展示城市的

人文个性，给自己命名，以在中国城市风貌日益千城一面的大千世界中，创造出自己的特色，

将自己营销给世界，引起外部的注意，对外部世界的人群构成吸引力。 

为了定位好这个“我是谁”，就要进一步考虑“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作为一个地

方的政府，要做的无非是“善策划、搞规划，上硬件、提软件，抓产业、改民生，显个性、创

品牌”，而这些战略要点构成了城市形象定位与设计的系统工程。城市需要规划，更需要策划

，策划是规划的前奏和思想灵魂，是为规划定调。古往今来的世界名城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

城市及建筑，都体现了建造者的思想诉求。城市需要道路、建筑、桥梁、广场、公园、商店等

硬件设施，需要地标性建筑打造城市名片，更需要体现地域文化的节庆活动、特产商品、人文

气质(如北京的京味文化、上海的海派文化、成都的休闲文化、美国的牛仔文化、法国的浪漫

文化)等来展示，而且后者的影响更为持久、深远。 

城市需要供人定居的居所，更需要产业的支撑与弘扬，有时候一个优势产业就能作为城市

的形象特征传达给世人。如服装之都于宁波、汽车城于长春、钢城于鞍山、皮革之都于海宁、

小商品之都于义乌、毛尖茶于都匀……这些产品都成了城市的名片。现在，中国的城市建设进

入了一个误区，以为城市形象就是形象工程，就是大广场、宽马路、摩天楼，其实这样的建筑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几乎没有，反而是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园林、以色列特拉维夫白

城等等这样的城市建筑。 

随着建筑材料的进步与革新，三都城市建设绝无必要再回到木质吊脚楼的状态，而应随着

时代的进步，对水族建筑尤其是城镇地区的建筑进行文化表达的创新(水龙、大河等地的富裕

水族人家在民国时期已盖起了借鉴徽派风格又有本地特点的砖瓦平房)。这方面，三都县城(

代表性建筑是县行政中心大楼、福丰酒店大楼以及都江路与建设东路东北侧的二层小楼)和廷

牌镇、大河镇等在新的小城镇规划建设上都做了有益的探讨和尝试。县城街道的建筑上也差不

多整体做了水族文化符号(水书字符和鱼等图形符号)装饰，房顶、墙壁和窗口等都做了统一的

颜色与造型的整饬。关键是对水族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追求通过城市的空间布局、建筑格局

、精神追求进行综合表达。在猴场新区的规划建设中，保持水族依山傍水的居住理念，不要搞

一般城市的那种棋盘式的道路格局，应借鉴大连、青岛、天津老城区和香港、欧洲的道路设计

理念，随山就河、放射布局，每条路都能通到都柳江河边，每条路都能看到四周的山脚，路不

要搞多宽，但要加密，要多单行、少交叉，以避免当今路宽、路稀、大网格造成的交通拥堵现

象。在建筑上，从城市修建性规划和建筑设计之初，就考虑以新水族建筑的造型和风貌统一全

城，个别街道、地段也可以设计成苗族、布依族、侗族等民族的风貌，既体现多民族共居和谐

相处的社会风貌，也让统一中有变化。 

此外，从产品方面能代表三都水族文化并能走向世界的就是马尾绣，但需要创新、做出规

模、降低成本、细分市场，走进千家万户。 

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地方的文化特征不是外在涂抹装饰上去的，而是体现在这个地方人们

的生活方式上、体现在举手投足的神韵上，表现在待人接物的一言一行上，它是一个地方、民

族内在灵魂的外在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梳理、提炼、扬弃、升华出水族的民族精神并加以

发扬光大，让整个族群都成为水族光辉灿烂文化的传承人，成为华夏“仁爱、尚德、重义、勤



俭”文明的使者，正是三都县城成为优秀民族文化旅游城市的根本之所在。 

 

二、水族文化旅游城市建设战略要点 

水族文化旅游城市建设的要点归纳起来就是文化+旅游+生态三位一体、软硬结合、动静相

宜地搞好三都城市发展建设的诸方面。 

(一)文化建设要抓的三个方面：保护、营造、转化 

1.地域、民族文化基因的保护、传承与延续。三都是个以水族为主体，苗、布依等多民族

共居的水族自治县。优秀民族文化基因的保护、传承和延续，既包括水书、水历、端节、卯节

、马尾绣、双歌等水族文化遗产，也包括苗族的挑花、刺绣、蜡染、银饰，布依族的花灯剧、

地戏、歌舞等。因此，要下大力气，继续推进“水书习俗”申报世界记忆工程的进程，抓好纳

入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让这些民族的文化基因发扬光大，为水族文化

旅游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而不要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消失。 

2.特色文化氛围的营造。这种文化氛围，不仅体现在坡屋顶、吊脚楼、两滴水重檐结构的

水家建筑上，体现在独有的端节和卯节的节庆活动上，体现在文字与图腾符号上，还体现在服

饰和语言上。在三都县城，除非是从乡下来赶集进城的农民，你已经很难看到身穿水族等民族

服饰的男女尤其是男人。服饰是流动的风景，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服饰都不穿了说明他已经

缺少了文化的自信。当然那种厚厚的绣满马尾绣的服饰或一色黑青的无形无款的服饰已经确实

不太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与审美，但这反而提醒我们要对它进行创新、扬弃。 

 

3.水族文化资源向文化旅游产品的转化。只要能吸引游客前来消费的一切文化设施、活动

、艺术品都是文化旅游产品。从这个定义出发，具有文化审美价值的城市风貌、表演节目、工

艺品、书画作品、节庆活动、服饰品都可以成为文化旅游产品。因此，在这些领域，三都是有

潜力的，是应该有作为的。这些年，做了许多努力，但还要更加努力。 

(二)旅游开发上要做的三个方面：设施、景观、服务 



1.作为一个立意成为文化旅游城市的县城，三都首先要完善提升的就是旅游服务设施。这

些设施包括客运交通班车与线路、游客集散服务设施、旅游咨询服务设施、旅行社、旅游网站

、旅游道路导引标识、自驾车营地、酒店、特色旅馆、餐馆、茶馆、酒吧、24 小时购物店、

停车场、加油站、医疗点、纪念品商店、演艺中心、洗浴按摩等休闲设施等。 

2.景观是核心吸引力。景观体系包括景区景点，也包括城市的特色布局形态、特色街区、

公园、广场。三都县城的景观打造要在都柳江景观带上做文章，在水族风情街的建设上做文章

，在猴场新区的开发建设上做文章，在水族文化谷的开发上做文章。 

 

3.服务是旅游的第一要素，是贯穿于传统旅游六要素之中又超然于之上的要素。除了游客

在旅游过程各环节所面对的企业所提供的商业性服务外，由政府所提供的旅游公共服务日益受

到旅游消费者的重视。旅游公共服务包括：旅游应急救援服务体系、旅游质量监督与投诉服务

体系、旅游咨询服务体系、旅游电子政务网上服务平台(旅游信息网)、智慧旅游工程等。 

(三)生态建设上要做的三个方面：保护、增殖、美化 

对于三都的旅游城市建设而言，保护好青山碧水的生态环境无疑是第一位的重要。目前麻

光以上都柳江的水体污染有加重的趋势，不仅有上游采矿排污造成的重金属污染，也有上游河

岸附近村庄随意倾倒生活垃圾造成的污染。都柳江是县城的水源地，保护水体生态环境已不仅

是审美的问题，而是事关居民生命健康的大问题。此外，县城周边的山体绿化也有待进一步提

高。在县城规划区内的山林仍然有偷砍偷伐林木的现象发生。小型的木材加工厂也需要加强监

督。 

生态的增殖就是生态系统的繁衍、增加。自然界大的生物圈由森林、草原、海洋、湖泊、

农田、池塘、冻原、湿地等生态系统组成，具体到三都县城的生态，则主要涉及森林、农田、

湿地(河流)和生活于生态系统的动植物资源。增殖生态，简单说就是扩大包括森林、草地在内

的绿地面积，保护和扩大水体面积，使空气清新、环境优美，从而为居民和游客创造和提供舒

适的生活旅游环境。同时，优良的生态环境本身也是旅游吸引物和游客消费的对象。 

美化就是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对城市的生态环境在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人工进行干

预，从文化与审美的角度改变其造型，赋予其理念，使之可赏、可玩、可游憩。对三都而言，

要建设水族文化旅游城市，就要在园林设计造型上更多地体现水族文化。将生态环境的塑造与

旅游景观的打造相结合，使之具有旅游产品的属性和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