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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明武汉背景下的古琴台开发策略研究 

丁永玲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56） 

【摘 要】古琴台因知音文化闻名于世，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观赏价值，但其发展现状却令人堪忧。“文明武

汉”观点的提出，为古琴台的发展带来了契机，知音文化与文明武汉之间的内在目标具有一致性，文明武汉的发展

呼吁知音文化，知音文化能够成为文明武汉建设的重要内驱力。古琴台需更为深入地打造知音文化载体：加大知音

文化的挖掘力度，打造古琴台游览亮点；以点带面形成文化旅游区，提升古琴台影响力度；增加古琴台景区公益元

素，搭建文化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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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坐落于武汉市汉阳区龟山西麓、月湖东畔的古琴台，因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而闻名于世，其所彰显的知音

文化更是千百年来得到经久不衰的传颂。同时古琴台景区经多次修缮后，景色秀丽、幽静宜人，是湖北省、武汉市重点文物保

之一。但是，在武汉旅游业的发展中，古琴台却始终处于“弱势”，无法与黄鹤楼、红楼、归元寺等旅游景点分庭抗争。日前，

笔者在对武汉一日游行程的搜索过程中发现，目前的一日游行程中的必游景点为黄鹤楼，红楼、东湖，在搜索过程中未发现一

家旅行社将古琴台纳入游览行程，这与古琴台的旅游资源丰度是极为不匹配的，古琴台应当有着更好的发展远景。与此同时，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于2011 年12 月20 日在武汉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

大武汉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在报告中其提出了文明武汉的观点。城市不仅是物化的高度凝聚，更是文化的传承延续，在文明

武汉的打造中，应该抓住其内核，从内驱力上着手，带动武汉的全面复兴。这也给笔者提出了这样两个问题：文明武汉与古琴

台之间是否存在着契合点？能否借助文明武汉打造之际，促进古琴台旅游资源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笔者进行了文献查找与梳理。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对文明城市的研究多集中在政府部门，

以学者身份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极为有限，但研究成果上依然不乏闪光之处：在张志刚（2002）看来，城市的出现不仅是

文明的成果，而且是文明的载体，现代文明城市建设应当体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和谐统一的科学理念；蔡育权（2008）

对《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文明由城市的形态文明、功能文明、素质文明三方面构成，其中形态文明是文

明城市的形象，功能文明和素质文明却是文明的内在本质特征，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阐述的素质文明中，将城市社会精神生

活的进步开化状态放在了重要位置；严富华（2009）探讨了公益广告对文明城市形象建设的优化作用，认为文明城市内涵包括

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文明，以社会事业为载体的精神文明，以健全民主与法制、完善社会服务为保障的政治文明和科学、

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社会文明，文明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城市人的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价值观念的城市模式化，而公益

广告在推动文明城市形象建设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古琴台不仅仅是纯粹的观光型旅游景区，而更应该属于文化旅游的范畴，具有非常可观的欣赏价值，于是笔者围绕文化旅

游进行文献的查找。据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CC）2004年对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的有关统计中发现，在商务、度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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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探险以及文化体验五种旅游动机中，文化体验已居于首位。可见文化旅游作为一种追溯文化内涵，获得精神享受的高层次

旅游活动，越来越受到广大旅游者的青睐。在张明川（2007）的研究中，将文化旅游开发与经济建设联系起来，认为旅游开发

将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实现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舒锡慧（2007）认为文化是旅游者出游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

景观吸引力的源泉，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灵魂，同时旅游资源的文化优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为产品优势，并最终形成产业优

势；毕劲（2008）认为文化旅游的实质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其本身涵盖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双重内容的以体验异

国他乡文化风情、丰富阅历和满足精神享受为主要目的的特殊生活方式；在吴红超看来，文化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相关性，其资源消耗相对较少、环境成本相对较低，一般不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自然文化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 

通过文献的检索后发现，笔者有两方面的启示：第一，目前国内鲜有学者将文明城市与文化旅游结合起来展开研究，这使

得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第二，在文明城市的文献中学者们的定义均突出了“精神文明”的概念，认为精神文明是文明

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们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实质是精神文明的外显。文明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传承，古琴台是知

音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这让笔者产生了从文化入手，寻找知音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契合点，从而形成文明内驱力，实现古琴台

与文明武汉的和谐发展。 

三、知音文化与文明武汉的内在联系 

1、两者内在目标一致性 

我国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始于1983 年，至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都市及中心城市，有着丰富历

史底蕴的城市，却仍然在文明城市的道路上不断探索。文明武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文明武汉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将武

汉建设成为立足中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大武汉新的伟大复兴，最终提高城市的幸福指数，提高人民

的生活品质，让人民得到实惠。知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其以古琴台为物质载体，从春秋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积极的

传统文化具有凝聚、润滑、整合的作用，其能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文化也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积极的文化能有效

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实现人民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千年的知音文化积淀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之一，其作为传统文化的优秀典范，将对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见，知音文化与文明

武汉创建的根本落脚点具有一致性，均是以民生为出发点，以提升生活品质为根本目的。 

2、文明武汉创建呼吁知音文化 

武汉两次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两次折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武汉的城市面貌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而文明城市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文明，在硬件提升的同时，更应当注重软实力着陆，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角度创建文明武

汉。而市民素质是软实力的根本，要提升市民素质，应当从养成习惯着手，让市民将文明变成习惯、变成一种生活状态。而文

化却恰恰具有此种功能。通过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让市民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观念的转变，真正做到“文明创建从我做起”。知

音文化中的“知己”、“诚信”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更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文明武汉的创建呼

吁着知音文化。 

3、知音文化推动文明武汉创建 

文化沟通着历史与未来。“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为我们诠释了知己的真谛，为我们展现了诚信的精髓。几千年来知音

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元素之一，成为民族情感寄托的重要载体。对一个民族而言，文化是其根、是其魂，将影响着民族

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对一个城市而言，文化是根本，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内驱力。知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在发

展的过程中融合了积极的文化因素，并在武汉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能得到市民的普遍认同。同时知音文化亦存在着有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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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古琴台及各种因知音故事而得名的街道景观，均成为武汉城市形象展示的重要构成元素。知音文化的大力弘扬，是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将逐步改善武汉市民的生活习惯及行为方式，从精神层面提高武汉市民的素质。因此，借助知音文化的弘扬，

能够提升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并以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中介力量，最终成为文明武汉建设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四、以古琴台为载体推动文明武汉创建 

1、加大知音文化的挖掘力度，打造古琴台游览亮点 

对于古琴台来说，“知音文化”是其存在的根本与依托的灵魂。但从古琴台的发展现状来看，景区规模较小、部分景点损

害严重，同时多数景点以实物的静态展示为主，这成为了古琴台发展过程中的瓶颈。若想使古琴台在弘扬知音文化、建设文明

武汉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则必须对古琴台景区进行大力开发。第一，加大挖掘与“知音”主题相关的历史传说，使知音

文化的内涵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通过无形旅游资源物化，以此来增强有形旅游资源的神秘感、观赏性，提高游客

对古琴台的游览兴趣；第二，对现有的有形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在“知音文化”这个大的主题定位下，实现景区区域化游览模

式，为各个游览区域设置相关主题，在确立主题的过程中要紧扣知音文化，从旅游资源的文脉角度深挖掘；第三，加大对原有

旅游资源的保护与修缮，因为文化旅游资源大多为典型的不可再生资源，同时古琴台的现有保护情况堪忧，急需加大投入进行

修缮；第四，实现展示手段的多样化，借助多媒体技术，采用声、光、电等多种方式，变被动静态展示为主动动态展示，增强

景区游览的体验性，提高游客的游览兴趣；第五，适度增加人造旅游景点，人造旅游景点一方面能够使古琴台摆脱当前旅游景

点总量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能切合当今人们物质与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当然人造旅游景点应围绕“知音文化”主题来设置，

同时在设计的过程中应注重布局的合理性，达到“虽由人作，宛如天成”的设计效果，不能破坏景区整体的和谐性。 

2、以点带面形成文化旅游区，提升古琴台影响力度 

在汉阳除了古琴台是知音文化的重要展示载体外，还有众多零散的元素也富含着知音文化的底蕴，如古琴台附近的地名，

钟家村———钟子期隐居即俞伯牙痛失知音的村子，琴台———两位知音切磋之处，琴断口俞伯牙绝望摔琴的渡口———琴台

大剧院也因“知音”而得名。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市民知晓道路名称，但却对道路名称的来源毫不知情。若要弘扬知音文化，

则要培育知音文化：首先，建立知音文化形象识别，对道路指示标识进行系统的改造，其实国外已有许多城市将道路指标标识

作为景观来进行打造，在我国优秀旅游城市也有着此类作法，但在武汉却鲜有此种做法。在对道路指示标识进行改造的过程中，

应对道路的来历进行图文并茂的介绍，突出知音文化，另外也可思考对部分附近路名进行重新调整，使其更切合知音文化的整

体氛围。其次，以古琴台为核心，对汉阳区、蔡甸区的知音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形成大知音文化旅游区，跨行政区域

联动发展，融文化旅游与自然观光旅游为一体，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使大知音文化旅游区成为市民休闲游憩的绝佳去处，成为

武汉城市旅游的新亮点。再次，选择多渠道宣传，除了借助传统的纸质、电视、广播等宣传途径外，还应寻求新媒介的支持，

如在网络上、微博上进行宣传推广，并积极参加国内外旅游博览会，扩大知音文化的知名度。同时在宣传推介时，应以大知音

文化旅游区进行整体推介，并辅以古琴台的重点推介，通过古琴台点缀大知音文化旅游区，通过大知音文化旅游区的打造提高

古琴台的影响力度，最终实现以点带面、以面促点的双赢效果。 

3、增加古琴台景区公益元素，搭建文化传播平台 

在对古琴台进行打造的过程中，不应将其仅视为“旅游景点”来进行打造。“知音文化”是古琴台魅力之源泉，而亦对建

设文明武汉有着极大的推动性。当“古琴台”被看归为旅游景点时，它的定位将是游览功能，而“知音文化”却要在市民中得

到推广，这就需要在定位上对古琴台进行改变，适当地增加公益元素在其中，使其变成文化教育、市民休闲的场所，而不是供

游客游览的“旅游景点”。第一，可以参照博物馆、科技馆的开放模式，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将古琴台给予一周一次或两次的免

费开放，也可对青少年予以免费开放，省博的免费开放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环境问题，但却使更多的市民愿意接受文化洗礼。古

琴台若能有度的开放，将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参观游览，将古琴台真正打造成“知音文化”的传播基地。第二，结合月湖、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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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台的自然资源，进行休闲活动的开放，增加古琴台的休闲属性，将其变为武汉市民周末休闲的绝佳去处，而不能仅仅只吸引

外地游客。本地游客的增加，将加大其接受知音文化教育的机会，也能够让其在体验休闲的同时，品位湖光山色，体味文化底

蕴，使古琴台的功能性更为全面。第三，利用琴台广场的地理位置优势、面积优势，在琴台广场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知

音文化”展览，其展览形式可以是图片、影音资料、文字资料等，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推广知音文化，让更多的市民了解知音文

化；同时加大对古琴台的绿化投入，使其不仅成为武汉城市精神文明的展示窗口，也成为武汉城市生态文明的展示窗口。 

五、结语 

文明武汉需要挖掘城市底蕴，展现城市文化，古琴台所承载的知音文化是中华民族真、善、美的彰显，是武汉文化精髓的

重要体现。建设文明武汉为古琴台发展带来了契机，而古琴台若想真正抓住此次发展机会，则要从知音文化着手，对古琴台进

行更为深入的开发，最终使古琴台与武汉文明城市建设达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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