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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松阳县古市镇文化旅游发展现状及建议 

郑心欣 刘静
1
 

（浙江海洋大学 东海科学技术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浙江省松阳县古市镇坚持“两山理论”，建筑文化、民俗文化、茶叶文化较为突出，但该地的文化

旅游遇到瓶颈，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地政府可通过突出品牌建设，拓宽引资渠道，丰富宣传模式等，以文化旅

游推动乡村振兴，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文化旅游 文化特色 

【中图分类号】G124；F592.7【文献标识码】A 

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浙江，文化旅游开发已成为其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古市镇位

于松古平原腹地，四面环山，泉水清澈，百鸟争鸣，是享有“浙江绿谷”之称的丽水市下辖的小镇。该地古村落民居、民俗文

化、茶叶品牌较为突出，为推动文化旅游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与高速发展的社会相比，“土味儿”旅游颇受广大消费者喜

爱，这既满足了人们对自然田园的向往，也满足了人们返璞归真的内心需求。虽然文化旅游发展趋势向好，但与全国各地旅游

景点的开发运营相比，古市镇文化旅游的发展力度及品牌知名度不高。以地方文化为依托，丰富文化表现力，打造高质量、高

知名度的文化品牌产业，是古市镇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 

1 古市镇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作为全国重点镇之一，古市镇的建筑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有着重要价值的文化内涵，是当地的主要特色。 

1.1古民居建筑文化的发展 

古市镇在东汉末就已建成，是丽水市最古老的集镇，是“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的一部分，有“历史重镇”之称。古市镇

里的古民居多以街道形式保存下来，包括城头街、下街、前街、后街及部分村庄(如山下阳村等)。该地的古民居建筑有上千年

历史，包括祠堂、庙宇、老式店铺等多种建筑。根据人们了解到的有关古市镇(或附近)的旅游景点情况看，53.3%的人对城头街、

下街、前街、后街等古民居有所耳闻。在调研过程中，也有 64.15%的人表示古民居建筑对他们有一定吸引力，是他们来这儿旅

游的首选地。 

古市古民居可分为两类，一类住房的外围墙面由黄泥砌成，墙面底部由大小相近的石头加固，门的形状偏向圆拱形。另一

类古民居的外围墙面则由木板拼接而成，房屋外围整体色调以灰棕色为主。 

古时候不兴钢筋水泥，古民居里的柱子便起到保护房子不轻易被风雨吹翻的作用。按断面形式分，柱子可分为圆柱、方柱、

八角柱等等。古市古民居里的柱子以圆柱为主。特别是那些外围看似都由木板搭成的民居里，不仅木制柱子是圆柱形，人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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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可见的多由石头制成的柱子底部也偏圆柱形，且中间部分稍有突出。柱子顶端则依据当地风俗民情、道德观念及户主的财富

地位雕刻着各色图案，当地人称它为“雕花牛腿”。雕花牛腿图案丰富，比较常见的有鸟雀、花卉、云雾、鹿角等，这些不仅

表现了先人的建筑智慧和美学追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理念。 

随着老一辈逝去，老屋也多半荒废。2019 年，松阳的拯救老屋行为写进了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房屋外观可以继承，但内

里防腐防潮、房梁加固等内容是修缮传统房屋的重要一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利用现代科技与传统建筑的有机结

合，让传统与现代和解，是古市镇文化旅游乡村蜕变的创新方式。 

1.2当地民俗文化的发展 

近年来，当地戏曲文化和宗庙文化的继承发展趋势向好，对丰富地区文化，滋养、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

一定辅助作用。 

首先，松阳高腔是浙江省现存最古老的地方戏曲剧种之一，源于宋元南戏，被人们称为“戏曲界的活化石”，有较高的研

究价值。有史料记载：“松阳高腔是别具一格的栝郡之梨，独别之，笛箫之音异于凡乐。”近年来，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寻求高

腔发展之路，在继承原味的基础上创新剧本、场景、道具等，并通过设立非遗传承教育基地和扩展宣传平台等方式，保护和扩

大松阳高腔影响力。用松阳高腔演绎的一部红色革命题材剧目《箬寮风雷》入选浙江省第十四届艺术节终评节目。 

其次，保存较为完好的松阳祠堂对推动古市各村文化事业发展增添动力。在不同的自然人文背景下，不同的地方文化应运

而生。通过现存宗庙挖掘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让文化振兴和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对古市镇文化旅游发展至关重要。古市镇山下阳

村的张氏宗祠于道光年间所建，是松阳县现存的最大的祠堂；此外，古市镇城头街 120 号的洪氏宗祠、古市镇下街 101 号的潘

氏宗祠、古市镇东角垄村的赖氏宗祠等等都是松阳县的主要宗祠。祠堂作为古时候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人们办事议

事需要，同时也是人们内心精神的重要皈依地。古市镇下街 101 号的潘氏宗祠门前至今保留着古时期精美的绘画、雕刻等民间

资料，与其同在的还有用来公示重大村务事项的电子广告牌，充分彰显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是对传统民

风民俗的继承，另一方面也让其继续发挥教化作用。 

1.3当地茶叶文化的发展 

松阳能享有“全国重点茶县”“中国绿茶集散地”“中国茶叶之乡”的名誉，与位于古市镇的卯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唐

代著名的道教宗师叶法善在卯山修道时，培育出“卯山仙茶”，自此以后，该茶成为唐代皇宫贵族的贡茶。现在的松阳茶叶根

源便来自于此。有史料记载：“卵山仙茶竹叶形，深绿色，茶水色清、味醇。”被人们奉为养生茶。 

古市镇位于松古平原腹地，生态环境较好，现以“松阳香茶”为名的茶叶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当地比较盛行的茶叶有白

茶、乌牛早、龙井等，近年来茶叶品种不断丰富，引进了黄金芽、紫鹃等新品种。从古至今，该地茶叶质量较高，提倡无公害、

无污染的自然原生态种植，有数据显示，松阳县通过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森林食品等“三品认证”的已有 17家，完成质量追

溯体系已有 22家。 

2 古市镇文化旅游发展困境 

虽然古市镇有独特的人文优势和环境优势，但当地文化旅游发展并不景气，这与当地景区开发程度、文化产业继承保护工

作、创新程度及品牌打造情况密不可分。 

2.1景区开发程度低，基础设施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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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市镇文化旅游的发展较为原始，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商贸经济发展过于落后，很少有发展成熟的旅游景地，不利于旅游

收入增长。数据显示，当人们外出旅游时，希望景区能配备景点指示牌、公共卫生间、凉亭、宾馆饭店、便利交通等基础设施。 

在古市镇下街，众多古民居里只有零星几家人将古民居略微修缮后经营民宿、古玩店等，多数房屋都处于闭门无人的状态，

建筑旅游发展不完善。再如，由大片茶树环绕的卯山森林公园虽然是国家级森林公园，但由于开发程度低，在保留了原汁原味

的自然风光后却也放弃了附近周围餐饮民俗基础配备和现代科技融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客流量，很难带动消费经济增长。

关于古民居旅游开发，政府和当地居民需协同助力，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2.2文化产业继承保护工作有待落实 

当地古建筑群遭到破坏，视觉体验有待增强。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清新优美的环境、安静古朴的气氛、独特的地域文化和

丰富的美食美味等将会大大促使游客在选择旅游地点时的情感倾斜。其中，景点氛围的影响占比最大，达 72.17%，其次是独具

一格的地域文化，占比 70.28%，整体环境和当地美食的影响占比分别达 69.34%和 59.91%。 

古市镇作为丽水市最古老的集镇，当地古民居建筑保护治理问题较为突出。如在山下阳村现存的不少古民居精美雕饰，暗

含不少风水理念，有一定美学价值和研究价值。但由于古市镇居民老龄化趋势明显，在农村踏实求稳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更看

重能短期获益的事情，不太愿意尝试需长期发展的文化旅游产业。在现实发展中，虽然部分房子在装修上依然保留古时的风格，

但也有不少户主在早年间把它改建成洋房样式，破坏了很多原汁原味的拙朴经典。前些年，老街里的建筑“雕花牛腿”常常面

临被偷盗的风险，文物流失、破坏情况较为严重。同时，在古市城头街的小巷子里，电线线路杂乱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们

的视觉感受受到影响。且部分地方电线上还挂有附近阿婆的衣物，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这些都大大破环了地方特色，阻碍了

旅游产业的发展。 

2.3创新性不强，消费模式单一 

古市镇关于旅客最直接的生活需求吃、住、行的开发也还在初期，既没有大量的特色文化演出，又没有大量先进可进行虚

拟现实的人工智能技术，人们的旅游体验感较差，消费额低。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传统文化风韵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将现代科技融入古朴自然中，从而在自然中体味科技，在科技中回味自然。 

2.4品牌建设不突出 

近年来，虽然当地文化旅游不断发展，但没有很好地利用当地环境优势和文化独特性，镇内关于将建筑文化、民俗文化、

茶文化结合的具体成果并不明显，文化产业链尚不突出。浙江旅游景区众多，各地虽有不同的文化风俗，但因地理位置相近，

旅游特色也是大同小异。对此，发掘自身文化特色，打造文化品牌至关重要。 

3 发展古市镇乡村旅游建议 

3.1融合多种发展模式，打造文化品牌 

在文化旅游发展中，将文化与产业整合发展，形成旅游产业文化，突出地方文化特色，打造当地文化品牌。问卷数据显示，

59.43%的人认为加快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是重中之重，有 25.47%的人认为产业集约化有助于古民居乡村旅游发展。要保留地

区传统文化，除政府出资建立纪念馆外，相关部门可鼓励当地居民在店铺经营模式中加入其他文化内容，促进多业态融合。 

例如，“松阳香茶”是该地的一大特色，在这里，近 40%的乡镇居民以种植茶叶、采摘茶叶、制作茶叶为生。政府可鼓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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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开店的个体经营户，利用老街店铺古色古香的文化气息，于店铺一角配置图书角、茶室，以供来访游客参观时品尝松阳特

色茶叶。不仅如此，在某些古民居集中的地方可以定期举办“松阳高腔”“地方小吃”“建筑讲解”等文化活动，将建筑经济、

个体经济、茶叶经济及文化经济相结合，既为其营造文化氛围的同时，又提高了“松阳香茶”等特产的知名度。这是一个良性

循环，既能推动当地人民传承和保护优秀文化，又能推动地方产业(包括旅游业、手工业、种植业等)蒸蒸日上。一个真正有文

化底蕴的地方带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力，不轻易被其他文化取代。 

3.2积极拓宽引资渠道，加快人才引进，继承并弘扬优秀文化 

由于疫情影响，不少人放弃了跨国旅游，多选择在节假日去乡村游览观光。由此，疫情条件下的乡村文化旅游是促进消费

经济增长的一大契机，更多旅游业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了乡村。调查数据显示，20.75%的人认为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有利于旅游

业发展。文化旅游基础设施投放、后期维修费用都比较昂贵，当地政府可以从建筑文化、民俗文化、茶叶文化出发，利用发展

起来的旅游业吸引外来投资者融资，为文化旅游产业增添内生动力。针对茶园发展问题，有关部门可借鉴“蚂蚁森林”及“芭

芭农场”的环保引流模式，提供领种茶树服务。当外来游客在线下或电商平台购买一定数量的“松阳香茶”后，即可免费领种

一株茶树，待茶树领种形成一定规模后，工作者可组织赠送一定数量的茶叶，达到推广当地品牌的效果。 

同时，当地政府应不断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更多“有能力、有担当”的有志青年来此工作，为当地注入新鲜血液。特

别是吸引更多青年进行传承创新“松阳高腔”等特色文化，鼓励更多青年运用先进科技手段做好“拯救老屋”工作，并来此就

业创业。 

3.3老屋复活，打造特色小镇民宿 

有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松阳县共接待游客 181.9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1.2亿元。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0年工

作总结中，松阳县等五县被认定为全国第二批全域旅游示范区。本次调研中，也有 34.91%的人认为由乡村统一进行修缮是保护

古民居的有益举措。“酒香不怕巷子深”，民宿不仅是要复活老屋，解决旅客的住房问题，更是借此机会向久居都市的人传播

历史文化，让其近距离体验古镇生活。在民宿设计时，应注意充分挖掘当地传统文化和当地民风民俗，打造特色民宿。比如根

据个人意愿，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想体验田园生活的旅客去田垄采茶、除草、挖野菜等等；邀旅客共赏“松阳高腔”有

关视频，传播探讨松阳中医药文化底蕴；共品“松阳香茶”等。 

3.4多媒体平台宣传联动 

通过调查与分析可知，随着新媒体时代到来，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再局限于纸质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体，收集信息方式

呈现多样化特点。问卷显示，在收集乡村旅游景点资讯时，47.64%的人从百度、豆瓣或出行软件的推荐页面中了解景点基本情

况，而通过纸质材料、朋友推荐或电视的比例分别为 22.17%、15.09%、11.79%。可见，利用新媒体宣传带动乡村旅游发展至关

重要。 

近年来，古市民宿虽少，但零星也有农户把自家的老房子整理装修，试图发展农家乐。在松阳县 2018年第二批民宿改造现

场验收情况和评审结果汇总公示表中，古市镇庄门村 9 号、黄圩村 246 号、十五里村谢家分别改造成了松阳县故云民宿客栈、

松阳县钱苑后院民宿客栈、松阳县榭舍民宿客栈。当今社会，人们了解事物的方式不再局限于纸质资料，哪里好玩什么好吃，

人们多通过网络了解。但关于这三所民宿的介绍，网络上难觅踪迹。 

相比之下，同为松阳县的民宿“过云山居”“茑舍”“云端觅境”大放异彩。其中，“过云山居”以山中有明月，云中有

四季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一度成为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在百度、搜狐、携程、大众点评，乃至知乎、豆瓣等平台上，人们

不仅可以找到景点的详细介绍，还可以看到游客专门撰写的游后感。在经历 2020年中国“封城”后，网络越发成为人们获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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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重要渠道。不管人们以何谋生，能上网，会上网，能利用网络获取信息或传播信息至关重要。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古民

居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也应不断创新。 

一方面，宣传当地旅游景地、名人事迹。县宣传部应强化公益宣传，培养或鼓励青年在抖音、快手、视频号等社交平台上

发布有关当地特色的正能量内容，并组织聘用有一定影响力的主编或网红进行线上线下旅游宣传。为扩大当地影响力，在严格

遵循国家网络管理规范的前提下，政府方面更应重视当地直播行业的发展。如通过鼓励微商线上宣传、网红线下打卡等方式，

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更加详细生动地展示景点特色。 

在文字宣传上，要注意宣传力度和宣传广度。参考“山中杂记”的宣传角度，经营者可鼓励游客从游前和游后两方面分享

游览体验。将景点特色大体介绍和游客反馈联动，既可以做好景点推广工作，又能从反馈中获取自身不足。同时，时代发展迅

猛，各种交流平台层出不穷，目前比较主流的平台包括百度、微信、微博、豆瓣、知乎、小红书和部分出行软件等，宣传时应

注意将作品多渠道投放，针对性投放。如对于喜欢传统戏曲，喜欢传统民居或希望能体验田园生活的游客，利用平台后台自动

识别进行精准推广，提高宣传效率。 

另一方面，人们可利用各类导航 APP 进行 GPS 精准定位。将特色景点或特色文化节目通过定位推送给在附近的游客，方便

游客进行出游安排。同时，这也将大大方便政府工作者对景区附近的民宿、餐饮、基础设施进行排摸总结。 

4 结语 

松阳县古市镇人文地理条件优渥，是发展乡村文化旅游的好地方。以文化引领乡村振兴，当地政府和居民要注意传承和创

新优秀文化成果，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促进宣传方式现代化，提高游客体验感，以“两山理念”为基

本点，促进古镇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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