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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近郊特色古镇休闲旅游开发研究 

——以长沙靖港古镇为例 

覃业银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1） 

【摘 要】目前古镇旅游较少地触及古村镇旅游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演变规律，研究的案例样本集中于江南古镇、

皖南古镇和川西古镇等几个地域。以湖南长沙靖港古镇为例，探讨位于城郊，区域文化厚重，自然风光优美的都市

特色古镇休闲旅游形成、开发的背景、条件和途径。 

【关键词】长沙；靖港；特色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古村镇旅游是以存在于中尺度地理空间上的古村落或古镇为景观对象，并以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民居、事象、

艺术、环境、生产以及一种抽象的文化内涵、风格、古韵氛围为系统的人文旅游活动。近10 年来古村镇旅游研究紧随古村镇旅

游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拓展，主要集中于古村镇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影响古村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参与、旅游感知和经

营管理等问题。总体来看，现有研究还停留在现象、问题和矛盾关系的梳理上，较少地触及古村镇旅游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演变

规律，研究方法仅限于经验性判断，研究的案例样本目前集中于江南古镇、皖南古镇和川西古镇等几个地域。实际上，在全国

各地均有各具特色的古镇，需对其进行研究，以不断完善古村镇旅游研究体系，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之路。

作为长沙唯一、也是湖南仅有的两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的靖港镇[1]，位于城郊，湖湘文化厚重，自然风光优美，具有都

市特色古镇的独特优势。本文试图以长沙靖港古镇为例，探讨都市特色古镇立体休闲旅游形成、开发的背景、条件和途径。 

1 都市靖港古镇形成机理 

1.1 都市交通区位优越 

靖港，位于长沙古城附廊县望城县西北的湘江西岸，古沩水与湘江的汇合处，南距长沙市城区25km。在“南船北马”的中

国古代交通时代，南方的主要商旅活动中心多集中分布于享有“舟楫之利”的沿河、沿湖、沿海地带。发源于南岭山区，北注

洞庭湖的湘江，南极潇湘、北通江汉宁越，同时也是古代中原地区南通岭南地区的水上交通要道之一，即所谓“京粤大道”，

日过江船千百艘。靖港即为古湘江航道上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长沙古城的一个外港。靖港还处于长沙、湘潭、浏阳、宁乡、

益阳、湘阴、汨罗数县的陆路交通十字路口，古代的水陆交通地位十分重要，为古镇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优越交通条件。 

1.2 经济腹地广阔而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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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港在区域空间位置上位处湘中丘陵盆地向洞庭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其经济腹地以湘江为轴带，上承衡、永、郴、桂数郡，

下接岳、益、常、澧等州府，而且农业开发历史悠久。早在春秋后期到秦汉时代，湘江流域和洞庭湖平原一带便是“楚越之地，

饭稻羹鱼”（史记·《货殖列传》）和“民食鱼稻„„食物常足”（《汉书·地理志》）；三国至两晋时期，更是“江表惟长

沙有好米„„上风吹之，五里闻香”（《魏文帝与朝臣书》）；唐代后期“漕引潇湘、洞庭„„”（《新唐书》），宋代的湘

江下游采用“巨舰漕米”。与此同时，苎麻、蚕桑、茶叶、柑橘等经济作物和亚热带水果也普遍种植，陶瓷、采冶、丝绸等手

工业得到相应发展[2]。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靖港镇在唐代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集市贸易中心。历经元、明、清，乃至民国，

这里成为益阳、湘阴、宁乡及望城等地的粮食及土特产集散转运中心和口岸、重要商贸港口。 

1.3 独特的发展演变历史 

靖港，原名芦江，又名沩港。相传因唐代名将李靖曾驻兵于此，为其纪念而易名靖港。历为军事重镇，至今留有湘军与太

平军激战的古战场；民国年间的军阀赵恒惕与蔡钜献火拼也曾在这里隔江对峙，抗日战争期间遭受过日军铁蹄的蹂躏。经济地

位也是十分重要，为古代湖南主要淮盐经销口岸和全省的四大米市之一，曾一度还是仅次于长沙的第二大商贸中心。清末至民

国早中期，靖港有粮行50多家,粮栈、米号20 余家,还有工商作坊，各式商铺2000 多家，码头38 处；常年往来于沩水、湘江的

“乌篷船”有3 000 多艘，平时停靠船只千余艘，并有现代洋轮停靠。民国中期水路通畅，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其时与津市、

洪江同称为湖南繁华的三大商镇。宗教寺庙文化、会馆文化、民间艺术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乃至青楼妓院文化等，也相

伴发展起来。建国以后因现代交通的兴起，古镇曾一度沉寂。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古镇又将焕发

出青春的活力。 

2 都市靖港古镇旅游开发的优势条件分析 

2.1 古韵深厚优势条件 

千年古镇至湖南民国时期达到极盛。其时与其南岸堤和对岸铜官古镇的誓港，共同形成了类似于武汉三镇的湘江下游集镇

群，时称“小汉口”。商市繁荣昌盛，至今仍保存着“八街四巷七码头”的街镇格局，存留有传统古建筑1008 栋、3646 间，

建筑面积达22 607m2。贯穿整个靖港镇的麻石古街“保健街”上的宁乡会馆“八音堂”、清代青楼“宏泰坊”、“杨泗庙”[3]等

都是历史比较悠久而又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建筑，它们与古民居、古作坊、古商铺、古码头、古驿站、古桥、古井等共同构成

了靖港古韵悠悠的古镇风貌。 

2.2 自然风光优美优势条件 

靖港位处古沩水入湘江口，北当洞庭湖流域南缘大众垸区，又处于当代长沙“百里水产走廊”的核心部位，河网密布、湖

泊成群，是典型的水乡古镇。港口、码头、乌篷船以及油纸伞和木屐作坊等，都隐隐可见。它们与柳浪闻莺、石墩凉风、楼镜

潇湘、梨园戏水、靖港古八景等亲水性景观，至今都显示着一股水乡的韵味。 

2.3 区域文化厚重优势条件 

千百年来靖港流传的三月清明放河灯，五月端午划龙舟，六月初八杨泗庙庙会，九月十九参拜观音庙中的观音圣诞，正月

初一耍龙灯，正月十五闹元宵等节庆活动，都隆重热烈；皮影戏、花鼓戏、靖港火焙鱼、靖港香干、靖港油纸伞等，也很有地

方特色。靖港还有军事文化旅游题材。唐代开国之初，李靖曾奉唐高祖之命，领军击败萧铣平定江南，并镇守长沙湘江一带。

他的兵营驻扎在沩水港口。李靖治军有方，对部下又要求严格，因此李靖的军队纪律严明，很受老百姓爱戴。他离开长沙去漠

北之后，人们一直很怀念他，于是就把他驻扎过的“沩港”改名为“靖港”。咸丰四年（1854 年）二月初九（3 月7日）太平

军征湘军占领靖港，四月初二（4 月28 日），石贞祥率征湘军大败曾国藩水师于靖港。曾国藩在靖港对岸铜官渚愤而投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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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救上。湘军水师彭玉麟、陆师塔齐布等合力攻击太平军，四月初八（5月4 日）太平军自靖港退守岳州。 

2.4 客源市场潜力巨大优势条件 

长沙市及望城县旅游部门，将靖港古镇的现代旅游开发目标定位为“区域性都市休闲度假基地”，根据其处于长、株、潭、

岳、益等都市1 小时旅游圈的交叉辐射地位以及丰富的旅游文化内涵，原生态的水乡风情和特有的古镇韵味，其定位无疑是十

分准确的。一是靖港古镇旅游资源吸引力强。靖港古镇旅游资源的特色在于它的“形”、“意”。“形”是指具有美学观赏性

的古老建筑及其文化艺术形态；“意”是指禀赋于景观中的文化意识，它由显形的文化形态和隐形的文化内涵所组成。这种“形”、

“意”的相互交融构成靖港古镇旅游产品的巨大吸引力和独特的品质，在旅游市场中独树一帜。二是靖港古镇旅游在客源的构

成与层次上偏重于数量可观的知识层旅游群体和城市旅游群体。古镇旅游是一种古文化鲜明的旅游类型，古镇旅游文化能被大

多数知识层次较高的旅游者所接受。城市旅游者长期居住的环境与旅游目的地环境之间的异质性构成了旅游的基本动机，“差

异性旅游”始终是旅游市场中的主旋律，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异导致了现代人对访古探幽的偏好。三是旅游者对

靖港古镇旅游的特殊青睐。在“自然回归，绿色享受”的21 世纪体验经济时代，观光休闲和度假越来越成为未来人们生活中最

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尤其是城市居民对原汁原味的乡村民俗旅游、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态旅游、有着传奇色彩的乡村文化旅

游等，都有着特有的钟爱。芦花荡、乌篷船、油纸雨伞、带脚的雨具木屐、黝黑并发散着桐油味的木质门窗、斑驳的屋檐、长

着青苔的黑瓦，以及麻古街、皮影子戏、地花鼓，乃至古庙，青楼等，对生活在城市的任何人都有一种无穷的吸引魅力，使处

于特大城市长沙周边的古镇客源市场强大。四是是客源地———旅游地之间关联度强。通过旅游廊道在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由

于旅游需求的近似性而引起的旅游人群的空间移位。因此，仅就生活在湘中，湘北的城市居民就有好几百万。随着“武广”高

铁的通车，仅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的珠三角城市群和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城市群广大市民，又何尝不想来一睹楚湘文化缩影的

风采。“好酒不怕巷子深”，靖港古镇及其特色古镇群旅游区的客源市场前景广阔。 

3 发展都市靖港特色古镇休闲旅游的途径 

3.1 都市特色古镇休闲旅游开发要做特色文章 

旅游产品之所以成为绝品、精品，其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特色。人所共知，特色是旅游产品生命之所在。靖港古镇特色

旅游资源，是开发特色旅游产品的基础。靖港古镇旅游必须突出异质性。具体地说，要突出“两韵（古韵、水韵）、三体验（湖

湘文化旅游体验、古代军事重镇旅游体验、现代休闲旅游体验）”，其“两韵”中的“古韵”“水韵”，重点是要真实再现当

年的情景、延续当年的风貌,同时又要让游客参与其中,形成互动关系,以增加游人的兴致。如让游客体验靖港昔时繁忙的水运场

景，除游弋于湘江沩水的中小型乌篷船外，还可开发一些古代护送朝廷命官的大型豪华“官舫”供游客游览观光；又如可营造

靖港周围农村芦苇遍布、水鸟云集，再现古时芦江“水乡泽国”意境，并可开发“芦苇荡里放舟”特色旅游项目；丘岗地带还

可广植红橘，以再现乔口至长沙橘州一带“乔口橘州风浪促”（杜甫）场景，开发橘园农业观光项目；“三体验”中的“湖湘

文化旅游体验”，重点是要对湖湘建筑文化、民风民俗文化、民间艺术文化、军事文化、伟人文化进行进一步挖掘与整理，如

在建筑文化上要完善明清古建筑群维修与内涵挖掘，在民风民俗文化上要拓展节日文化，在民间艺术文化要拓展地花鼓、宏秦

坊青楼文化表演艺术，在军事文化上要研究包括李靖、曾国藩在内的各朝各代在靖港的军事地位和军事行动，在伟人文化上要

展现毛泽东、陶承、曾国藩等在靖港活动情况；“古代军事重镇旅游体验”，要建设好曾国藩靖港水战战船展示基地和唐朝李

靖驻扎基地；“现代休闲旅游体验”，重点是要建设好靖港前街的休闲湖，湘江水上游，500 亩生态农作物，以及各种适合现

代人休闲的场所。 

3.2 都市特色古镇休闲旅游开发要创新开发策略 

一是要梯次推进。在大力开发特色旅游产品的前提条件下，旅游客源市应同步开发，而且要立足长远，逐步提升市场层次。

在旅游细分市场方面，应该是初始阶段的基本层次即观光旅游市场；继而是提高层次即休闲旅游度假和购物市场；最后才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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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即专项和特种旅游市场，以逐步提高。在区域旅游市场方面，应该是初始阶段的本阜即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居民；继而

是周边及省内区域旅游市场，即可扩展到湘北的岳常益城市群和湘中南地区的娄邵衡永郴城市群的城市居民市场；然后依托武

广高铁和快速航空条件下而可拓展至珠三角城市群和华中城市群城市居民；最后才是在突出长江中下游地区水乡风光和楚湘文

化专项特种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上，拓展至全国乃至境外台湾及国外的韩国、日本、东盟各国的观光休闲度假旅游市场，像滚

雪球一样，逐渐扩大。 

二是以发展高层次的精神文明休闲体验旅游为顶层，吸引大量不同层次、不同民族和地域背景的中外游客。休闲旅游是一

种经营策略，一种游憩方式，更是一种思维革命，它追求的是感悟而非物欲，是童心而非机心，是求知欲而非占有欲、是审美

而非支配(享受但不占有)、是一种超越口腹私欲，崇尚文化品位的旅游休憩经历和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层面的休闲体验。它还把

美的形象，美的色彩和莫测的科学奥秘结合在一起，不仅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也是修身养性，安乐之所。所以，发展休闲旅

游一定要提高到度假、休闲和养生的高度，吸引大量不同层次、不同民族和地域背景的中外游客。 

三是靖港、丁字、铜官、乔口四大古镇实行以靖港为龙头、整体开发和规模开发策略。长沙西北望城县境内湘江两岸，自

南向北密集分布着丁字、铜官、靖港、乔口四大古镇，形成长沙市最大的特色古镇群。具体开发方法是：实行古镇品牌整合，

古镇应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共同打造“特色古镇群休闲旅游”品牌。在建立“特色古镇群休闲旅游”这一母品牌的基

础上，每个古镇要形成自己的子品牌，突出自身的特色，努力使古镇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进行古镇市场营销整合，古镇应该彼

此加强联系，大力开展整体促销活动，增强古镇旅游的品牌效应，从而开拓古镇的旅游客源市场；实行旅游线路整合，重新整

合旅游线路，以避重复建设；加强旅游特色商品整合、旅游节庆活动的整合以及旅游信息资源整合，全面实行整体开发和规模

开发。 

3.3 都市特色古镇休闲旅游开发要坚持可持续发展 

靖港，是一个至今仍保留着原生态的高质量旅游资源和高质量的旅游生态环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它面向游客和市

民，体现文化休闲、自然休闲和生活休闲三个主题，承担起“诗意栖居”、“文化体验”，“山水观光”的三大功能，建设好

“大美靖港，快乐古镇”的“靖港古镇旅游休闲度假基地”品牌，是靖港在当代激烈旅游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发展之本。现在最

大的任务是抢救、抢修、保护，以开发促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开发，在不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前提下开发，以开发促保护。 

3.3.1 强化靖港生态环境保护，坚持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是一种以生态学原则为指标，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以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为核心内容，即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求新求

知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所以，生态旅游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坚持“先规划，后开发；开发服从保护、开发促进

保护”的原则，实施综合开发导向模式、综合开发投入模式和循环开发过程模式，树立绿色观念，推行绿色开发，推广绿色产

品，开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消费，提供绿色服务；遵循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求，认真做好生态旅游开发设计和规划

工作，科学划分不同功能区，根据不同功能区经济客流容量，合理安排旅游活动的范围、方式和线路，严格控制景区（点）的

客流量，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的原生韵味和旅游资源的原始性、真实性，把原汁原味的“真品”和“精品”提供给游客；要通过

评价、检验和证实，确认企业组织运行是否遵循环境规章制度、标准和政策，规模旅游企业经营行为；要严格审批旅游投资者

的投资方式，严格审查旅游投资者的环境意识水平和环境技术水平，严格保证旅游投资者的环境措施，严格控制旅游投资者产

品开发数量和范围，严格管理经营者的运行过程，如宾馆、饭店、娱乐场所要采用“环保材料”，坚持“消耗最小”准则，节

约自然资源，提倡使用可再生资源，尽量不向环境排放废物废水，避免环境污染，确保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完好无损；要

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环保技术培训，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提高他们的环保素质，增加他们的环保知识，使之能胜任生态旅

游服务工作。 

3.3.2 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古镇文化含量。充分挖掘利用非物质文化资源是发展靖港古镇休闲旅游的一大路径。尽

管在古镇的开放利用中，已经把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结合到古镇旅游的活动中，但现在还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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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类别、内容、价值、作用等有很清醒的认识，对它们在古镇发展中间的整体地位和重大作用没有充分的评价，这客观上

阻碍了古镇资源的全面发挥和有效利用。通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不断推出各种形式的地方节庆活动，可以将古镇旅游推

入热潮、高潮，促进古镇旅游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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