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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派文化与水上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
*1
 

刘伟 

(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 

【摘要】 水上旅游是现代社会的新兴产业。上海水上旅游产业目前处于城市滨水游憩到城市水上旅游的过渡阶

段，其发展而临的是旅游、景观、生态、社区、文化等复合设计的问题。针对上海水上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形成的“一

圈四区三带一留”新格局，将上海滨水区从文化空间角度划分为观光环.留游、传奇外滩游、会展滨江游、活力节

事游、田园环湖游、休闲滨湖游、古典园林游、娱乐体验游 5个功能分区，并分别对其进行旅游项目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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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旅游是现代社会新生活方式革命和城市高度发展过程中的新兴产业。水上旅游是城市滨水区开发的一种高级形式，也

是我国城市水系发展的重要方向。国内外滨水区基本经历了“滨水环境改造—城市滨水游憩—城市水上旅游”三个逐步提升的

阶段。上海水上旅游产业目前处于城市滨水游憩到城市水上旅游的过渡阶段，其景观、生态、社区、文化的基础仍需加强。上

海水上旅游发展面临的不是单一的旅游开发问题，而是旅游、景观、生态、社区、文化等多元组织、复合设计的问题
[1]
。 

1 上海海派文化发展现状 

“旅游搭台，文化唱戏”，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旅游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上海百年内的迅速崛

起创造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海派作为一种意识成为上海文化最稳定、最基本的精神内核。 

1. 1上海海派文化的特征 

（1）亲水性。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文化从属于中国古代的江南文化，而渊源于氏江流域江浙的古吴越文化。吴越文化是

一种水文化，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亲水性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文化。 

(2)开创性。海派文化是创新、富于变革精神的文化。海派文化自生成之日起，经常处在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原因就在于它

能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来变革传统文化，这也正是海派文化的活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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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性。海派文化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对异质文化体现出一种宽容的姿态，善于接受新鲜的文化元素，形成

海派文化多元性的特点。 

(4)商业性。现代生产技术和商业化经营模式推动了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令上海有了傲视全国的大型文化机构、大批文化

精英。商业意识和利润原则渗透、左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化活动也被纳入商业化轨道。 

(5)市民性。海派文化是一种现代化的都市文化，反映都市人的心态、兴趣和风尚，迎合市民的需要为主旨，投合了上海市

民的休闲需要
[ 2 ]

。 

1.2上海海派文化的内容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上海海派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以下各方面: 

 (1)上海的饮食文化。上海的饮食文化，不但荟萃展示国内川、粤、京、鲁、江浙、淮扬等地特色菜系、传统名点和茶酒

文化的馆堂楼肆，而且汇聚起散发着欧美情调、各国风味的西餐馆、咖啡厅。 

(2)上海的建筑文化。上海的建筑中西并存、风格独特，如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会”、豫园、石库门、中国馆等，都展示

其独树一帜的文化内涵。 

(3)上海的航运文化。虹口下海庙遗存的渔民文化，十六铺码头形成的老城厢特色的码头文化，旧上海码头工人艰苦作业形

成的“码头号子”等，都是上海近现代历史中航运文化的宝贵财富。 

(4)上海的民俗文化。上海的民俗不仅保存了传统节庆、吉凶礼俗、民间艺技、武术健身、收藏集古等中华特色的文化，而

且吸纳了交际礼仪、歌舞娱乐、体育竞技、服饰饮食、婚丧嫁娶等异域风情的文化。     

(5)上海的服饰文化。上海的服饰呈现出中西合璧后的海派特色，服装样式渐趋多样化，上海成为中国流行服饰的发源地，

各式各样的新式旗袍成为对“大上海”追忆的标签。    

(6)上海的影视文化。坐落在上海松江车墩的上海影视乐园，展现着上海的历史风貌和人文景观，既是休憩娱乐场所，也是

了解和熟悉上海发展衍变轨迹的画廊。上海的影视文化，享誉全球。     

(7)上海的舞台文化。上海的舞台上演了本乡本土的“申曲”与国剧京戏、越剧、淮剧等地方戏，以及来自域外的话剧、芭

蕾舞等百花争妍的“大联袂”。海派戏剧受西洋戏剧的影响，在传统戏剧中融入新鲜成分，形成独具特色的新剧。     

(8)上海的书画文化。上海的书画文化，不但传承、光大了传统中国书画的风骨，出现了被称为“海派”的“海上画派”，

而且成为古希腊的雕塑艺术和来自文艺复兴发祥地佛罗伦萨的油画艺术的种子的播撒之地。 

1.3上海海派文化的价值     

作为中国的第一大都市，上海担负着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窗口”使命。上海“海派文化”是一种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

较多的复杂地域文化，它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融会吴越文化等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逐渐形成富有上海地方特色、

举世共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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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派文化资源较丰富、内涵较深厚，在旅游活动的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均有分布。上海亦通过挖掘、整

理、生产加工、出版等方式将各种文化资源及其拥有的内涵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既方便为外来游客提供购物服务，又是地域

文化、旅游特色产品的集中展示，也构成新的旅游目的地。其次，上海海派文化参与性较强，体验空间较大。上海海派文化包

含民间文化色彩，表现上海民众的日常化生活，与游客容易形成互动，游客可以在文化情境中获得包括身体、心灵、情感以及

智力的独特体验。再次，上海海派文化娱乐性较强，休闲功能完善。上海海派文化可以调剂生活、舒缓身心，民俗、舞台、影

视、书画等文化资源观赏性强、休闲娱乐特质显著，均利于开发休闲类旅游产品
[ 3 ]

。     

上海政府也一直加大对海派文化弘扬发展的扶持。不仅夯实文化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强化文化资源内涵的挖掘整理、

导游及景区管理人员的培养、旅游节目的编排演出、市民的文明素质程度等。上海海派文化从历史文化价值、艺术观赏价值、

科学研究价值三方面均体现出综合而强大的旅游功能。 

2上海水上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根据上海市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上海将围绕都市中心旅游圈，开创各具特色的东、西、南、北旅游区，沿黄浦江、

苏州河、杭州湾北岸的沿水旅游带和崇明生态旅游岛，形成“一圈四区三带一岛”的新格局，重点推进黄浦江延伸内河、长江

和海岛水系等一批水上旅游项目。     

上海为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十二五”期间在“江、海、河、湖”等水元素上做足文章强化上海水上旅游产业，打造国

际化邮轮母港，形成“达海通江环湖”的水上旅游体系，还出台了《上海水上旅游发展五年规划》和《上海水上旅游管理办法》

进行政策支持。     

“达海”，开拓海洋旅游经济。上海市将以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吴淞口邮轮码头和杭州湾游艇基地群为基础，建设西太平

洋邮轮母港和亚太游艇中心。在政府积极引导和培育下，广泛与国际邮轮集团合作，在上海成立邮轮服务企业群，培育本土邮

轮服务品牌，实现链条式、集团化发展。利用过往邮轮或近海游艇，在政策支持下，允许本土游客搭乘邮轮游艇参与体验式的

公海旅行，推出若干近海旅游航线产品，开辟邮轮自由停泊区。     

“通江”，拓展母亲河旅游产业链“黄浦江—淀山湖景观链”的打造，让游客能坐船一路从淀山湖游览到黄浦江。而苏州河

将成为上海市民划龙舟、橡皮艇比赛的水上运动基地以及中外游客的运动休闲地。上海市水上旅游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游艇生产、

销售和培训等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游艇的生产将带动新型材料、涂料、电子仪器、推进系统等几十个配套工业的发展，并形

成完整的游艇制造—销售—俱乐部休闲旅游—维护保养等产业链，其消费将带动游艇码头、游艇运输、游艇维修、驾驶培训等

一批相关行业的迅速发展。     

“环湖”，开辟湖泊健身休闲游。淀山湖是上海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有“风吹芦苇倒，湖上渔舟飘，池塘荷花笑”的怡人景

象。面积相当于 11.5个西湖，水质清澈适宜开展水上运动。淀山湖的南畔将建国际水准彩虹岛高级水上休闲度假区，淀山湖的

西畔将建青少年野营基地，营地内有帆船、高速摩托艇、垂钓、水上餐厅等休闲设施。滴水湖是位于上海最东南的人工湖，是

目前在尚未成陆的海滩上填海造陆开挖的国内第二大人工湖，面积相当于西湖。湖中分布着三个不同定位的岛屿—北岛、西岛、

南岛。被称为“娱乐之岛”的北岛将建设一个有海洋特色的游乐园，西岛规划建设临港新城标志性的两幢高星级酒店，南岛为

水上休闲娱乐岛。沿湖为平均 80米宽的风景带，可以开展各种亲水、娱乐休闲活动。 

3上海海派文化与水上旅游产业融合设计 

3.1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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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以旅游和游憩需求作为旅游活动设计的出发点，实现旅游设施人性化设计。以水为脉—以上海的水文化作为海、

江、河、湖旅游的“脉搏”，营造“十里洋场、海派生活”的真实场景与如梦幻境。以城为体—以上海现代化都市作为水上旅游

活动与项目设计的中心与依托，体现上海的现代与时尚。以生态为基—以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水上旅游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以旅

游促环保，打造上海的“绿色航道”，体现现代上海、低碳上海的城市旅游形象。以文化为核—以上海海派文化作为旅游活动组

织的核心与灵魂，使黄浦江成为感知上海文化精粹的经典水上游线。 

3.2功能分区与项目创意 

功能分区需要把滨水区及其周边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根据“点—轴”系统理论，形成“以线设点、以点连线、以

线带面”的水上旅游发展基本空间结构组织模式
[ 4 ]
。上海滨水区从文化空间角度划分为观光环岛游、传奇外滩游、会展滨江游、

活力节事游、田园环湖游、休闲滨湖游、古典园林游、娱乐体验游 8个功能分区，各功能分区策划项目创意见图 1。 

 

图 1 上海海派文化滨水功能分区 

观光环岛游:①拓展崇明岛的民俗文化。崇明岛当地政府开始收集整理崇明山歌、谚语、民间歇后语、“赢洲古调派琵琶·赵

氏传谱”、扁担戏、灶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仍未达到相应的社会影响力。可以通过建立民俗文化工作室、成立“非遗”展示

基地等崇明岛民俗文化参观体验游来加大对游客的宣传力度，吸引非物质遗产文化的生产性保护创意人员。②弘扬崇明岛的宗

教文化。名刹广福寺创建于清咸丰年间，虽不是千年古刹，但寺内终年信众、游客不断，借弘扬广福寺丰厚的宗教文化底蕴是

观光环岛游的有利宣传手段之一。③开创崇明岛的大桥文化。连接上海市区和崇明岛的上海长江隧桥，连接江苏启东和崇明岛

的崇启通道相继开通后，崇明岛进入“双桥时代”，意味着投资者会将崇明岛当作潜力巨大的新上海滩，意味着数十年不变的农

耕文明正走向信息时代，意味着大量的游客正欲纷沓而至。④重温崇明岛的航运文化。17 世纪欧洲人航海冒险后绘制的地图，

可找到上海的崇明岛及周边的一条条水系。而目前的一些上海话居然是由外国航海家引入上海的“舶来词”，可通过游客对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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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奇特奥妙的感知与学习，重温崇明岛的航运历史。 

传奇外滩游:在上海的外滩景区，展现着万国建筑博览会、国内外经典著名音乐盛典、上海传统现代戏曲剧目、国内外知名

品牌服装款式、上海特色美食小吃、国内外引人入胜的书画艺术、中国古代私家园林风景等，使游客发动所有感觉器官感受黄

浦江外滩景区的传奇色彩。 

会展滨江游:2010年上海世博会展馆毗邻黄浦江而建，目前留下来的部分永久性场馆如中国馆、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轴等

均为采用最先进的绿色节能、环保生态技术建造的建筑物，使得这些建筑“充满了智慧”，堪称为一系列“绿色生态建筑群”。

目前正在以此建筑群为核心，举办各类专业展会，打造以展览、会议、活动和住宿、美食、休闲为主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活力节事游:上海热带风暴水上乐园建造了湖泊、河流、沙滩，拥有 30 多种惊险刺激的水上游乐项目。园内的霹雳河全长

1200 米，是目前亚洲同类河流中最氏的水上乐园内河，风暴滩海浪池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人工海浪池。上海欢乐谷“动感、时尚、

欢乐、梦幻”的大型主题公园，是上海乃至全国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科技含量最高的主题公园。每年 3 月中下旬开始的上海

奉贤油菜花节吸引游客纷纷走进乡村，赏菜花、看表演、品小吃、摘蔬果等。活力十足的乐园活动，加之赏花农家乐，完全迎

合了当下游客所热衷参与的主动、体验式的旅游新时代。 

田园环湖游:淀山湖景区内建有运用我国传统园林艺术再现的红楼胜景“大观园”，仿古建筑成群，汇集了南北园林的特色。

在淀山湖风景区的边缘地区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景观，有 6000年前的秘泽古文化遗址和福泉山古文化遗址，这是上海迄今发现

的人类最早的聚居地。如若在淀山湖景区搭建仿古戏台，服务人员通过角色扮演“大观园”内各种人物，更能从印象上加深游

客对园林文化的理解。淀山湖景区面积较大，是久居于喧嚣繁杂的城区市民暂时“归隐田间山野”求得安静纯粹的好去处。 

休闲滨湖游:位于上海最东南的滴水湖是国内第二大人工湖，面积相当于杭州西湖。滴水湖上可以体验的水上项目有观光游

船、快艇、摩托艇、帆船、龙舟、皮划艇等，湖边可以体验的陆地项目有休闲自行车、环湖电瓶车、沙滩摩托车、休闲垂钓等。

滴水湖距离上海市中心约 76公里，景区相对较安宁干净，是周末全家出行休闲游的优选地。 

古典园林游:素有“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美誉的嘉定，水秀地灵，民风淳朴，名胜颇多。秋霞圃是江南著名的古典园林，由

明代龚、沈、金三氏的私家园林及城隍庙合并而成。古漪园亦为声名远播的明代园林，俗称黄家花园的黄氏种植园以种植国内

外名种树木闻名，浏河岛游览村是集乡土气息、田园风光、农家情趣、自然野景为一体的四面环水风景区。嘉定利用园林、塔

庙、园艺场、养殖场、花圃、果园等辟建的园林观光区构成上海一道具有浓郁乡土风貌的旅游景观。 

娱乐体验游:上海动物园属于国家级大型动物园，中国第二大城市动物园。现已成为娱乐休闲、动物知识普及、科学技术研

究及野生动物保护的四大职能兼具的综合性公园。上海迪士尼乐园，是中国第二个，亚洲第三个，世界第六个迪士尼主题公园。

上海迪士尼乐园为中国动漫与国际动漫搭建了沟通平台，将给中国的动漫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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