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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遗址的旅游开发效度与对策研究 

冯淑梅 袁月 朱星颖 张艺凡 朱元平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伴随着申遗的成功，很快成为杭州旅游的热点，但随之而来在旅游发展中也出现了各种保护

与开发问题。所以，我们从游客满意度的角度出发，对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进行了实地调研。 

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基本情况 

良渚遗址是距今 5300-4300 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群，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瓶窑镇，距杭州市中心最

近距离约 16 公里，距西湖约 17 公里，保护范围为 40 平方公里，已发现遗址点 130 多处。自 1936 年施昕更先生首先在良渚镇

一带发现多处史前遗址开始，良渚遗址一直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2019 年 7 月 6 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最终在世界遗产大会上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在申遗过程中，相关部门对良渚古城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建成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遗址公园是良渚遗址的集中表现，

总规划面积 14.33平方公里，目前还在不断建设，有限开放面积有 3.66平方公里，由于是在遗址的基础上建造而成，所以显得

格外开阔。包含在古城遗址公园中的良渚古城遗迹主要有：城门与城墙，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居址与作坊。公园内还建设

了展示馆和科技感十足的互动展示墙，同时开发了一些体验项目，如考古体验、研学活动等。 

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游客满意度调查数据分析 

（一）游客的期望差值 

根据线上、线下共计 213 份有效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游客前往良渚文化遗址旅游体验的动机首要是为了感受历史文化

（81.54%）、散心郊游（55.38%），于是一个遗址公园对于普通游客来说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就是其文化遗址和园区自然风光。问

卷统计显示，游客所反馈的园区存在的问题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内涵占比列前三，对环境卫生、园区服务的满意度

较高。 

文化内涵是文化遗址的灵魂，沉睡的文化遗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需要更多精密的注脚和辅助手段的配合，才能实现向游

客传递文化内涵的功能。根据实地考察，小组成员认为良渚文化遗址公园与良渚博物馆的地理位置分隔，似乎降低了游客的文

化体验感受。 

良渚博物馆与良渚文化遗址公园相隔 3.7公里，35分钟车程。博物馆的游玩时长在 2小时左右，其中陈列展示良渚器物 400

余件（组）。在游览古城公园之前参观博物馆，能够大大提升文化体验，但是由于博物馆和遗址公园都距离市中心较远，游客旅

途劳顿，当离开博物馆前往遗址公园后，这些不便就成了影响游客体验的最大问题。 

在实地考察过程中，现场游客反映了“公共厕所标识不明显”“休息区相隔较远”等问题，希望增加“提供餐饮的休闲

区”，尤其是冬季，园区旷野较为寒冷，而参观点通常是露天遗址或者空旷的建筑，提供暖气的休息区域相隔较远，难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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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路线的劳逸调节。可见，在旅游淡季，一些本不明显的问题会凸显出来。 

相比博物馆密集的文化遗产体验，遗址公园承担着普通游客、市民周末假日散心郊游的功能。在冬季，园区较为萧瑟，风

景体验大打折扣，如何开发淡季旅游项目、加强季节性规划，也是需要着眼的问题。 

（二）游客建议 

对于良渚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大多数游客表示较为满意（65.71%）；在改进方面，游客们希望能够在减少遗址

破坏的前提下，扩大开放程度，加强园区规划和科技保护手段，加强长期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下调门票价格，降低多次游览

的成本。 

从商业与休闲角度来看，调查显示游客更希望增加有互动参与感的体验活动（民俗活动、角色扮演、工艺制作），而相比于

博物馆略有重复的专题讲解，更多人希望能体验到符合古城氛围的实景演出活动。 

（三）原因初探 

探析当前游客满意度不佳背后的原因，需要从源头上来说。一方面，在本质上，“良渚文化遗址旅游”的内容是文化遗址，

而文化遗址天生不具有娱乐性、消费性等大众旅游项目的特征。另一方面，既然它被开发出来，具有了旅游项目这个形式外壳，

就必须去适应这个形式，去考虑各方面的指标。想要提高游客满意度，就得从“文化遗址”和“旅游项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入手。 

(四）改善进度 

相关责任单位目前正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进行一系列的服务优化，其中一些项目已经对游客关注的问题作了改进。在交通

方面，余杭区交通局、交通运输集团与良管委（规划工程部）将持续优化公共交通专线的运载能力、建设自行车站点、完善停

车场配套设施；商业方面，良管委（旅游开发部）已陆续完成一系列文化休闲项目建设，如莫角书院、点稻泡茶、室外表演项

目，同时增加物业商业入驻，增加零食售卖点设置；基建规划方面，驿站、休息座椅、垃圾桶、洗手间、咨询点也将持续优化

建设。 

总的来说，可以把“良渚文化遗址旅游”分解为“文”（内容）和“旅”（形式）两方面来探析。一般来说，旅游项目应

当具有以下六个特征：综合性、创新性、服务性、融合性、文化性和生态性。良渚文化遗址开发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欠缺的地方，

尤其欠缺在“融合性”上。 

文化遗产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们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文化遗产积淀了深厚的文化记忆，它们

是后世人找寻身份认同的重要所在。保护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其物质外壳，也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其背后的文化力

量，使人们沉浸其中，从而唤醒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因此，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种代表过去的纪念物，它更是本民族本地区传

统文化的延续，通过现代化的解读，使其不断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并不断传承，最终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复兴。但是目前良渚古

城遗址在文化内涵挖掘与多样化表达和阐释方面都有待突破。 

考古遗址公园不是一般性质的公园，它有别于主题公园、游乐园和一般的旅游景点，它的建成是为了更好地展示遗址本身，

它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展现真实的历史。从这个角度说，园区内其他任何设施都只作为遗址的陪衬，为遗址本身服务。遗址公园

的建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和集中展示，既可以促进遗址的统一化管理，又能够提高遗址的美感度及观赏性。所以应当防止公园

化遗址，应始终将遗址作为核心，准确地阐释出遗址本身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带领公众走进历史而非公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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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自有其道理，但按照这个标准，良渚遗址开发的可行性将大打折扣。开发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提升群众对它的认同感、参

与度，因此不得不考虑目标对象的旅游意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游客满意度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旅游”的形式方面做得不够，这尽管与文化遗址“不接地气”有

关，还是需要良渚开发方面的工作者迎难而上，使当前的开发模式活起来，使良渚遗址能真正融入游客的参观体验中。 

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开发路径思考 

（一）加强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景区品位和服务能力 

景区基础设施的完善情况直接影响游客游玩的舒适度。根据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 71%的游客认为良渚文化遗址公园的基础

设施建设还存在问题。一部分游客反映良渚遗址公园缺少游客休息区，另有部分游客反映景区的指示标识不够清晰。室内和室

外的休息区少、景区的指示标识不够清楚，是目前良渚文化遗址公园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因此在之后的开发过程

中遗址开发者应该结合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游客休息区，并在休息区设置一些互动体验项目，比如开发以良渚文化为主题的线

上闯关小游戏，让游客在休息之余，通过游戏的方式提升对良渚文化的认识；或者增加二维码标识，丰富线上内容，让游客随

时随地扫描观看、收听有关良渚的文化故事。同时，根据不同游客的需求，景区应不断完善指示标识系统，特别针对老年游客

群体，开发线上语音导览系统，让游客方便快捷到达游览目的地。 

（二）深入挖掘良渚文化内涵，并通过各种表现形式展现其魅力 

1.利用 VR、AR技术，再现良渚古城原貌 

良渚文化距今约有五千年之久，往日的良渚古城早已成为一片废墟，展现在大众面前的只是它的断壁残垣，现在无法再去

领略往日真实的古城原貌。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以通过大数据和虚拟现实技术，让还原古城原始

风貌成为现实。目前良渚文化遗址公园在科技手段再现原始古城风貌方面的工作还比较欠缺，在调查过程中，有一半以上的游

客希望良渚文化遗址公园在以后的保护开发工作中加大科技手段的融入。科技已经逐渐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必不可少的手

段，它能够真正跨越时空的界限，让游客身临其境，实现与古人“对话”。 

2.以良渚文化为主题，打造沉浸式实景演出剧目 

实景演出是近年来国内比较流行的一种演出形式，是一个以真山真水为演出舞台，以当地文化、民俗为主要内容的演出形

式。近年来，实景演出也越来越成为旅游开发的重点项目，从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到《印象西湖》《印象丽江》等，无不

吸引着游客的眼球。游客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对旅游地的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良渚文化拥有几千年的历

史，对于现代人来说它既遥远又陌生，那么以何种方式将良渚文化的精髓与价值传递给每一个游客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情景剧展演似乎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参考，将良渚文化中的民风民俗、历史文化编成故事，在确保良渚文化遗址不遭受破坏

的前提下，以良渚遗址公园为舞台，并结合科技手段如全息技术、裸眼 3D技术等，进行情景剧展演，让游客充分了解良渚文化。 

3.以良渚文化为核心，发展“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种以良渚文化为中心结合其他产业宣传的推广理念。良渚遗址地处杭州，杭州作为风景优美和文化底蕴

深厚的城市本就名声在外，若将良渚遗址与其所在城市结合起来，不仅能带动良渚文化的知名度，同样可以加深它所在城市的

文明厚度，因此“良渚文化+杭州”是一种值得考虑的理念。从调查中可以看出，良渚文化公园所处的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够

方便，若能解决这一问题，化短为长，将吸引更多游客。在园区附近建立以良渚文化为主题的民宿或酒店，或者与附近酒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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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带有良渚文化特点的个性化装修、摆设等吸引游客，弥补环境偏远所带来的不足。“良渚文化+”将承载经济和文化的双

重功能，一方面，孕育出相关的产业，成为良渚遗址公园发展的经济支撑；另一方面，可以更广阔地宣传良渚文化。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良渚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 

1.媒体宣传 

当今时代，是数字化的时代，宣传定位受各方面要素的影响，为避免与其他类似遗址同质化，媒体宣传是不可或缺的。良

渚遗址的公知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必须借助公共媒体的力量将良渚五千年的文化传播出去。首先，作为主流媒体中的权威，

中央电视台是宣传良渚文化最合适的媒介。多年来，央视拍摄了各类传播历史文化的宣传片，以最主流的方式，将各类文化和

景点宣传至国内外，良渚文化宣传片《良渚：五千年的印记》在 2019年就已经面世，但是引起的关注度并不理想，对很多人来

说，良渚文化仍然是一种小众的文化，与自己距离较远。因此，从宣传的角度来讲，受众和关注度是需要着重把握的，以央视

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就是宣传片合适的媒介载体。其次，自媒体的不断发展更是使得媒体宣传年轻化，为适应这一时代变化，在

不影响良渚遗址文化本质的前提下，辅之以明星效益带动宣传不失为一种中庸之法。良渚文化五千年历史底蕴的特殊性质，难

免形成良渚遗址公园宣传的严肃性，为了不破坏这种深厚底蕴，可以效仿众多城市文化景点的做法，寻找相应的“文化代言人”。

这不仅可以用流量带动宣传，又不失文化底蕴，在文化厚度和宣传效果的取舍上也不至于主次不分。 

2.文化宣传 

对任何文化遗产类宣传来说，文化定位都是基础，良渚文化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它的吸引力在于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底蕴，

良渚遗址公园大量表现出的是良渚古城田园式的生活方式，因此良渚可以将上古风作为文化宣传主题，展现那段历史文明中独

特的生活方式。除了编入教科书这一种传统的文化宣传方式，更贴合现代社会的宣传或许会更有效果。与其他行业相互结合的

宣传理念类似于“良渚文化+”，也是借助良渚的文化本身增值的方式。类似的文化宣传有故宫的文创作品，近年来故宫品牌不

断发展的同时，也在传播故宫的历史文明。良渚文化可以效仿故宫，形成良渚的文化品牌，为此，可以和各行各业合作，与美

妆业打造良渚色系，与服装业融入良渚元素。著名服装设计师劳伦斯·许 2015年的高定作品《敦煌》就是糅合敦煌飞天元素的

华服。以此为例，良渚所具有的独特文明元素也能成为相似产业的灵感来源。 

结语 

在文旅融合和体验旅游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旅游者的体验成为旅游开发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良渚文化遗址有着深厚的

文化内涵，在今后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该从旅游者的需求出发，在保护遗址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良渚文化内涵，运用文化的力

量，让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持续散发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