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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有效地认知与评价旅游资源是确定区域旅游发展品牌、定位和方向的首要工作。通过创新江南古

镇旅游资源认知与评价的逻辑与结构，尤其是对旅游资源认知观，旅游资源形成机理的分析，并以西塘作为典型个

案，在强调“集合性资源”的价值和意义，理清西塘“资源到品牌到产品”的脉络及其必要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以

“西塘生活”为核心的西塘旅游资源认知结构。为了更好地发展古镇旅游，给江南古镇旅游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和发

展方向，希望相关结论能为西塘旅游产业发展、产品开发与旅游营销乃至其他古镇旅游地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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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江南古镇是一种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类集聚地，并在一定的地域形成完善的以水为中心的网络体系，是江南水乡地域

文化的集中体现
［1］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旅游业以来，以周庄、西塘、乌镇等为代表的六大古镇，通过保护古镇内外的物质

和文化资源，成为传承延续古镇文化与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成为现代社会中体验和消费古镇文化内涵和物质生活的重要空间，

同时六大古镇的旅游经济也取得了快速发展。古镇旅游既是带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成为对抗城市化、工业化

对传统文化和生活环境冲击的有效手段。经历了 30 年的旅游业发展，古镇旅游从悄然兴起到蔚然成风。在新形势和新环境下，

古镇面临着新的困境与难题。一方面，古镇文化在现代和后现代消费文化的持续冲击下，过度商业化
［2］

、空心化
［3］

与文化涵化
［4］

等现象使古镇旅游资源的开发陷入困境，因此新形势下旅游发展方向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随着更多江南古镇不断

加入旅游开发，过度集聚产生的“资源屏蔽效应”和高级别景区的“形象抑制”压力，形成了对有限客源的强烈分割和袭夺，

如何凸显旅游资源个性和特色品牌成为旅游发展突围的关键点。上述两点迫使古镇旅游开发部门和相关研究者必须通过建立新

的旅游资源认知视角与框架来系统梳理和定位江南古镇旅游资源。

古镇旅游的快速发展为中国旅游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古镇旅游成为国内外检验各类旅游研究命题和相关理论的主要案

例地。除了较多的旅游开发与保护、同质化与空间竞合等研究外
［5，6］

，由于古镇内外权属关系的复杂性，社区、游客、管理者

多方关系交互最密集、产业的多元复杂性等较突出的特点，与古镇旅游发展紧密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社区参与
［7－9］

、商业化
［2，

10］
，以及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与感知等领域成为古镇旅游研究的主要内容。近年来，又进一步衍生出地方文化身份建构

［11］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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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制度演进
［12］

、空间生产
［13］

、旅游意向构成与传播
［14］

等新的研究内容。其中，旅游资源作为旅游供给系统中的关键环节，引

起了古镇旅游研究者一定的关注，但主要集中在资源价值、共性、特色
［15，16］

、开发问题等方面，对解决古镇面临的新的现实问

题略有不足。此外，有关古镇旅游资源的研究无论是整体的概括或对比，还是单个古镇的研究，重点是为了寻找“共性中的个

性”，多目的地的对比较多，个体深入挖掘研究较少；特征描述较多、概括梳理较少，资源本底的分析较多、结合市场需求和

开发价值的互动研究较少
［17］

等。即多数研究是基于资源调查和评价的进一步概括和梳理，古镇旅游资源的内涵与本质特征有待

深入拓展。

本文以江南古镇旅游资源的认知与评价为内容，选择西塘古镇为研究对象，尝试建立江南古镇“资源—品牌—产品”的旅

游资源认知逻辑和结构，从旅游资源的形成机理、资源认识与评价入手，结合传统资源调查与评价方法，提炼出西塘旅游资源

特质、个性与品牌。本文希望通过对西塘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古镇(个性)进行解剖式的深入研究，能够实现分析性的扩大化推

理
［18］

，形成对江南古镇旅游资源(共性)的系统、详细和深入认识，同时也为西塘古镇进一步明确旅游产业定位、产品策划与品

牌推广提供参考。

2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思路

2．1 西塘古镇旅游发展概况

江南六大古镇之一的西塘古镇位于浙江东北部的嘉兴市嘉善县、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总面积 83．61km
2
。其中，

古镇区面积 1．04km
2
，人口约 8．6万人，地理区位良好，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众多优势。首先，长三角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发

达、交通便捷、可进入性良好，为古镇提供了数量和质量上双优的客源市场，也为外部客源市场开拓奠定了基础。其次，杭嘉

湖平原是中国水乡古镇发育发展最典型的区域，该区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成为西塘古镇旅游资源与旅游品牌形成的本底和核

心条件，但同时也会造成片区内同质资源聚集，产生屏蔽问题。

自 1996 年开发旅游以来，西塘古镇成绩斐然，先后获得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2001 年、2006 年)、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03

年)、国家 4A 景区(2005 年)、中国十佳古镇(2007 年)、中国百强景区(2012 年)等称号，并在 2014 年高分通过了国家 5A 级旅游

区资源景观质量评审，被列入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预备名单。在旅游规模方面，游客量平均每年都以超过 30%的速度递增，2014

年全年接待游客达到 653．22 万人次，旅游相关收入超过 10 亿元。

2．2西塘古镇旅游资源的传统认知

江南古镇旅游资源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水乡特色景观及其蕴含的丰厚历史文化价值”方面
［19］

，因此代表水乡特色的古桥、

河道、船舫和代表历史文化的街廊、民居、园林等元素成为古镇旅游资源描述和统计的重点。对西塘的旅游资源认知也是如此，

西塘传统的资源和品牌认知就是建立在独立、代表性的资源个体及其数量特征上(表 1)，有关西塘“桥多、弄多、廊棚多”的白

描式资源概括，成为市场认可度和知名度较高的资源特征。同时，“生活着的千年古镇”品牌形象较好地概括了西塘旅游资源

的内涵，“生活西塘”已深入人心。然而“生活西塘”并不能直接体现出并对接到具体的旅游产品上，现有旅游资源体系和结

构对这一品牌的形成和支持力度也不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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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资源认知角度和国标方法(是指《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所规定的相关方法和技术)，往往

集中在独立资源单体的调查与评价方面
［19］

，对西塘这种缺少标志性、震撼性、独具性的单体景观或吸引物的旅游地，运用现有

方法难以发掘出西塘集合性、体系性、系统性的旅游资源优势，很难解释其旅游吸引力的产生，也体现不出西塘旅游资源的特

色和品牌。此外，传统资源调查方法和思路不能建立起旅游资源体系的内在逻辑，使资源价值评价的全面性和品牌的凝练程度

受到影响。因此，需要在资源认知、调查内容和方法上全方位创新，实现旅游资源的拓展与转化
［20］

。

2．3研究思路

传统的区域旅游资源研究往往作为旅游规划的一个环节展开，从资源调查基础入手，展开整体或部分价值的评价，然后总

结和概况资源特征和核心内涵，并以此进行空间分区、适应性评价等研究
［21，22］

。近年来，针对资源评价的方法
［23，24］

、理论、

观念的创新不断出现，如旅游资源的可拓性
［20］

、人文关怀
［25］

、创意旅游
［17］

、比较优势
［26］

等，为西塘旅游资源的认知研究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本文在综合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从以下环节对西塘旅游资源的评价和认知进行了研究。首先，建立起既能契合市场需求与

未来旅游的发展趋势，又能够揭示西塘本底特色的旅游资源认知观，以此作为资源调查和评价的基础；其次，采用倒叙式的结

构逻辑，首先梳理出西塘旅游资源形成的内在逻辑与文化根脉，以此确定资源调查和研究的范围和重点；第三，在采用传统的

国标方法对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和评价后，结合旅游资源形成机理、资源认知观，概括出西塘旅游资源的核心价值与品牌内涵，

以此建立西塘旅游资源结构体系，理清旅游资源的内在逻辑。

3 西塘古镇旅游资源的认知与评价

3．1 西塘古镇旅游资源认知创新

旅游资源的类型与范畴的发展和变化，价值与功能的拓展和延伸，结构与联系的变换和转化
［20］

是响应特定经济、社会、文

化环境，旅游需求的必然反映，因此在古镇旅游传统、现代和后现代消费主义激烈交织和碰撞的背景下
［27］

要引入和创新古镇资

源的认知观和价值观。首先要引入的是需求观。立足市场、贴近需求，一直是区域旅游发展的基本准则。在旅游市场需求和消

费导向快速转换的背景下，基于本体属性的传统资源观，正转向“市场、资源、产品的多元互动”的需求导向资源观。对西塘

旅游资源的认知，应多结合旅游者需求的视角。旅游者的选择是对旅游资源价值的最高奖赏，这既是西塘旅游业成功的关键所

在，也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思路。契合旅游需求变化、凸显西塘的独特魅力的旅游元素将成为未来旅游开发的主要方向。因此，

对西塘旅游资源的认知不能单纯从文物价值和专家维度来审视，应更多地从旅游价值和市场需求维度来看待。其次，要带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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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意境观。传统旅游资源的评价往往较多从物质维度的遗存角度考量，重点是找出所谓的“二老”旅游资源及其个体吸引物。

其实，旅游是一种体验地方生活、感受特色文化的过程。旅游目的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物所营造的氛围给旅游者

带来的全方位体验，从深度和内涵上都将大于特定吸引物的感官刺激。旅游开发的重点也将从物质形态的打造向旅游氛围和特

定意境营造方向转变。对西塘而言，其旅游资源价值更多地在于多种看似不起眼的元素构成的一种生活意境和氛围，这是吸引

旅游者的关键，也是发展旅游业的核心元素。因此，看待西塘的旅游资源，应跳出传统的物质观，更多地从生活意境角度去看

待，居民不是装饰品
［28］

，原真性的生活意境更具独特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构筑西塘文化内涵的诸多要素必将成为其旅游开

发关注的重点。

首先，以上述两种观念为基础整体布局，强调整体观，在营造整体旅游氛围的基础上可通过特定旅游资源的集聚化、体系

化来整合，将单一、独立、零散、非垄断性的资源汇聚成为完整、系统、有冲击力的品牌。对西塘而论，如果将每一个单体资

源孤立开来，价值往往不高，但如果将众多单体资源汇总，则具有极高的价值，如水系、街巷格局、民居集合、博物馆群等，

以往描述西塘“桥多、弄多、廊棚多”正是对这一资源观的较好体现和概括，古镇本身也是众多遗存单体的有机共生
［28］

。对西

塘旅游资源的分析和评价，必须将某一类要素的集合看成一个整体，凸显这种类型资源的整体效应和价值，达到整体开发的目

的，因此本文将“集合型资源”纳入资源单体的统计和评价序列。其次，要着重引入未来遗产观。旅游开发既是发掘历史、利

用历史，更是创造历史的过程，要将现有和规划中的旅游资源作为明日的世界遗产来看待和打造，才能创造出精品，实现可持

续发展。西塘旅游业发展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一原则进行，未来更应进一步强化这一原则。无论是明清古建筑、街、弄、桥、廊

的保护与利用，还是新桥、新戏台、新街区的建设，只要是能体现西塘的特质、传统和文化的，都能成为未来旅游的重要载体。

所以，对西塘旅游资源的认知，不能单纯从已有的或历史遗存景观来看待，今天的建造物就是明天的遗产，用历史发展眼光看，

同样具有较高的价值。第三，要强调竞合观。在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某一特定类型的旅游资源往往集聚在某一特定

的区域，它在带来整体品牌优势的同时，容易造成资源屏蔽和相互抑制。因此，旅游资源的发掘不能仅仅从本体价值属性上进

行判断，还应放到区域旅游的竞合环境中。既要选择能体现所在资源集聚区的整体特性的标志性资源，更要梳理别具个性和魅

力的独占性资源。对西塘而言，需要总结比较出能够代表水乡、古镇特质的资源，还需要强化廊棚、街弄、田歌等领先于其他

古镇的品牌资源，进一步提炼出西塘个性旅游资源品牌。

3．2西塘旅游资源的形成机理

理清旅游资源形成的环境基础与影响因素有助于深入理解旅游资源的内涵，提炼旅游地品牌和特色，本文从江南古镇旅游

资源形成与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和西塘特质两方面来梳理西塘旅游资源的形成机理:①自然本底与人为改造相叠加。江南古镇是特

定自然环境与人类劳作相适应的结晶，体现了人地关系的和谐与共生。西塘古镇作为湖泊低地型聚落
［15］

，地势平坦、河网密布

的自然条件提供了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赖以存在的本底条件，塑造了水乡古镇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生活特征
［16］

。在这一基础上，

西塘居民千百年来的劳作塑造了西塘的宅、店、街、弄、村、镇、桥等基本格局和生活空间。正是这种原赋的自然本底和后天

人为的改造相互叠加，才形成了今天西塘旅游资源的核心价值之所在。②传统生活与现代文明相交织。西塘古镇既是传统的也

是现代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体制度环境的集聚变迁构成古镇转型与发展的脉络和逻辑
［6］

，传统社会积淀的生活文化载

体和现代社会的时尚元素在西塘都有所保存。“柴米油盐”为基调的传统生活与或文艺、或喧闹、或个性的现代时尚生活相交

织，历史与现代在西塘的街弄中、廊棚下碰撞、融合与重生，形成了西塘独特的魅力。西塘的旅游资源是传统生活与现代文明

的交织，正是这种交织才使西塘更加有魅力和有价值，才是西塘与其他古镇的差异之所在，或许也是西塘吸引旅游者的关键。

③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相融合。多种文化的交融是形成江南古镇亦雅亦俗的地方文化的基础
［16］

，西塘古镇尤为突出，包容并蓄

的文化个性使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生活与艺术等不同文化元素逐渐融入在西塘的发展中，“封火墙”等徽派元素融入而

成的建筑风貌即可反映。西塘旅游业也是如此，民居与老宅是原生的，博物馆、客栈则是新的业态和产业，两者的完美结合带

来了西塘别具一格的博物馆集群资源和客栈产品。西塘的价值和特色，正是这种长期以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从而形

成了各方旅游者都青睐的空间。西塘非排他而包容的独特个性，使每一种文化背景、每一种有不同需求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他

们所需要的感受和意境。④世俗世界与神圣空间相共生。西塘旅游资源和文化是亲民的，是可以接近的。江南传统农耕文明转

型所形成的市井商业文化在西塘尤为凸显，一方面形成了顺应河道、适应市场的城镇建筑格局
［15］

，另一方面凝聚成的平民文化



5

体现在西街各种贴近生活的业态中。西塘的生活元素还体现在以七老爷庙、四贤祠为代表的神圣空间里，对先人和英雄的敬畏

和感恩，通过庙会、节庆、表演等多种形式穿插于日常生活中，在二元空间上共生交融，在时间上共进延伸。正是这种世俗世

界与神圣空间的共生，形成了西塘雅俗共赏的休闲体验空间，成为不同类型人群都热衷向往的地方。

3．3从“生活西塘”到“西塘生活”的认知转变

在上述旅游资源形成机理和新的多元认知观的综合分析基础上，本文采用《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

中有关方法对西塘资源进行了分类、评价和等级划分，共发现资源单体 172 个。其中，五级资源 16 处、四级旅游资源 26 处、

三级旅游资源 60 处；三级以上优良级旅游资源单体 102 个，占资源总数的 59．3%(限于篇幅，调查过程与评价结果不再赘述)。

本文进一步按照如下逻辑对西塘旅游资源进行结构性分析:综合资源特质、发展定位、空间竞合、市场趋势等因素。本文认

为，首先要将“西塘生活”作为西塘旅游品牌的本底和核心，并围绕这一品牌来组织资源结构框架。其次，基于以上旅游资源

认知观和形成机理的分析，强化“集合型资源”的概念，即同一类型的资源单体所形成的资源整体，然后按照个体旅游资源(如

石皮弄、西街、杨秀泾等)和“集合型资源”(如街弄、博物馆群等)两大层次进行资源概括和梳理。第三，遴选出核心旅游资源，

并放到江南古镇背景下进行比较，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性资源，是指具有独特性和绝对优势的资源，如嘉善田歌、西塘

廊棚、西塘街弄、西塘夜游、西塘主题博物馆群、西塘文化名人等；另一类是共性资源，是指虽不具有唯一性，但具有相对优

势，且构成并代表江南古镇整体意向和特色的标志性资源，如西塘水系、西塘民俗、西塘古建筑、西塘古桥、西塘南社遗存等。

第四，将西塘核心旅游资源，按照从“个体元素”到“集合资源”、从“集合资源”到“资源类型”、从“资源类型”到“主

题品牌”，将西塘核心旅游资源组织形成旅游资源结构系统(图 1)，并将“集合资源”作为资源单体进行统计和评价，作为支撑

“西塘生活”品牌的核心资源。

3．4西塘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思路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西塘未来应该重点突出并围绕以下方面发掘旅游资源特色:①以生活为核心。西塘人文类旅游资源

所占比重较多，旅游资源大多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为核心，桥、弄、廊、酒、瓦当、纽扣、根雕、田歌、宅院等元素无一不

是与当地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旅游资源。生活化的旅游资源为旅游者提供了一个贴切生活的物质空间，同时也是西塘古镇区别

于其他江南古镇的独特之处。②以融合为特色。西塘旅游资源特色在于融合，即传统与现代融合、静态与动态融合、旅游与生

活融合、儒商与平民融合、本地与外地融合、形式与功能融合，既体现了西塘的包容性，也指出了不拘泥于特定的类型，开发

多元旅游产品和项目。③以集聚为亮点。西塘旅游资源取胜之处并非环秀桥、西园等某一个体、标志性的单体元素，而是桥、

弄、廊、酒吧等同一类型的资源在此集聚所形成的优势，以及这些集合体相互联系、交融互生所形成的水乡风情和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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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既要强调个体资源的提升与创新，又强调资源整合，围绕“集合资源”及其集聚优势做文章。④以体验为导向。体验

式旅游是未来旅游发展的方向之一。在西塘既可体验“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代的人”，也可体验西塘居民“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场景。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长三角地区，西塘要为旅游者回归宁静、寻找内心自我以及远方的“乡

愁”提供精神家园。⑤以平民文化为底蕴。平民文化是西塘旅游的灵魂，也是旅游资源最本质的特色。西塘应以平民文化为主

题，深挖文化特色，打造系列旅游产品；应依托文化发展旅游，依托旅游创造品牌，依托品牌拓展产业，依托产业反哺文化，

最终形成文化与旅游发展的良性循环。

4 结论与讨论

旅游资源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是旅游规划研究的基础性课题，它决定了区域旅游开发的方向和重点
［19］

。对江浙众多古镇而言，

资源特色突出但同质化严重，集聚效应明显但竞争剧烈，这就需要理清各自的“资源→品牌→产品”的演进脉络，挖掘出独特

的资源内涵和品牌。尤其是西塘古镇这种缺乏震撼性、标志性单体吸引物的旅游地，更需要突破传统的资源观、变换认知和评

价的角度和思路。因此，本文将旅游资源的调查和评价建立在分析资源形成机理和创新资源认知观的基础上，强调古镇旅游资

源的结构和内在逻辑的建立，明确了“集合型资源”可作为资源单体进行统计和评价，认为西塘旅游资源的品牌是“西塘生活”，

资源的基础是“西塘生活”所彰显的原真性生活意境，资源的特色是西塘水系、西塘街弄、博物馆群等“集合资源”的集聚优

势，并形成了“个体元素—集合资源—总体类型—主题品牌”相演进的旅游资源结构。

本文虽然为定性的个案研究，但西塘古镇所具有的典型性，对其“解剖式”的研究有助于形成对江南古镇旅游资源问题的

深入、详细和全面认识，也是对传统古镇资源和价值整体性研究的有益补充。不过相关研究思路还有待于其他古镇的检验和对

比，从而使本文的结论兼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同时，本文是基于资源本体视角进行认知与评价，也有待于从旅游者感知视角来

进一步理解和认识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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