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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旅融合景区品牌影响力的 

思考——以苏州耦园为例 

王青 

（苏州市耦园管理处，江苏苏州 215008） 

【摘 要】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市场经济的刺激下，文旅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实施景区品牌发展战略，塑造景

区文化品牌是一个旅游景区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作为园林之城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耦

园，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其品牌构建的基础，借助差异化主题，创新发展旅游文化新产业，以游客互动体验切入

文旅融合项目，以园事节庆活动为平台，为科技赋能，提升景区文化旅游发展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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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趋势及意义 

1.1 文旅融合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多种产业逐渐扩展融合。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其中极具发展前景的产业，它们之间具有显著的

差异,但又具有天然的共生互融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发展面临升级

挑战，以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两者的融合是大势所趋，也是实现支柱产业目标的有效途径，两者高度的关联性和

渗透性不断丰富各自的内涵与外延[2]。增强各自的功能,延展产业链结构和发展空间，进而融合出更高价值的文旅新业态。 

1.2 文旅融合意义 

“文旅融合”通过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旅游产品策划设计中，以促进深度体验的旅游活动与目的地的文化内涵相融合,

将旅游体验赋予文化灵魂。 

近几年，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导向性政策，挖掘文化资源，提升旅游体验,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形成强大的文化旅游产

业经济[3]。苏州为进一步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独具一格的国际文化旅游胜地，出台了多项政策，以实现“以文化旅

游业融合发展，推进多层次消费能力，提升生活和旅游品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4]” 

“文旅融合”发展强调的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互惠共赢，两者以乐观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地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的

深度融合，促进两大产业在更新迭代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并寻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和社会、经济等效益

互利共赢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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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旅融合催生品牌化 

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的诞生，为文旅融合的发展提供了最有效的制度基础。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全年旅游人次达 55.40

亿，同比增长 10.81%；全年旅游经济收益为 5.98万亿元，同比增长 10.51%；2019年国内旅游人次达 60.06亿，同比增长 8.41%；

旅游收益为 6.63亿元，同比增长 11.70%。旅游已成为人们的重要生活方式，规模宏大的出游人群为文旅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社会

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旅游品质的需求不断提高，构建文化旅游品牌，已成为满足旅游市场个性化、品质化追求的重要

途径[2]。将“品牌”理念引进旅游市场，是当前文化体验旅游的必然要求,景区是整个旅游业最核心的部分。品牌是一个景区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而品牌的核心是文化，文旅品牌的打造已成为众多景区的重要战略。 

2 苏州耦园旅游资源优势 

耦园位于苏州市东北隅小新桥巷 6 号，处于平江历史文化保护区，东临姑苏区环古城健身步道、相门城墙、护城河，南临

城市主干道干将路，西临著名的平江路历史街区，北靠拙政园、狮子林、苏州博物馆。耦园所处地段交通路网发达，自驾方面,

耦园距离沪宁高速苏州出口 3km,处于苏州东环高架出口段[5]。公共交通方面，南北方向各有多路直达公交车，苏州好行、苏州

水上旅游直达目的地，轻轨一号线相门站出站沿仓街或相门城墙向北几百米即到耦园。 

耦园前身为清顺治年间的“涉园”，保宁知府陆锦的别业。同治十三年，苏松太道沈秉成（字仲复）归隐苏州，购城东涉

园旧址，聘请画家兼好友顾沃参与设计，在涉园基础上扩地增筑，形成住宅居中，东西两园分置成双,遂将园易名为耦园[6]。耦

园整体布局呈规则式，东西宽 100m,南北深 80m,占地 7800m
2
。2000年,耦园作为第二批苏州古典园林扩展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1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1布局独特，枕水人家 

与苏州园林常用的“前宅后园”造园手法不同，耦园中部为住宅区，东西两侧各有一座花园（如图 1）,园宅之间有重楼贯

通。宋戴复古有诗“东园载酒西园醉”，耦园极为吻合。这种独特的构思,在众多姑苏名园中几乎找不到第二实例，与众不同的

布局自然成为耦园的一大特色。园北背河的二层建筑为楼厅，呈凹型，两边分别和东西侧楼相通，往东可达东花园最东端的双

照楼;往西便是西花园的藏书楼，这种以一曲贯通 3部建筑群的楼廊，俗称“走马楼”，在现存的苏州古典园林中属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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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园地处苏州古城东北隅，小巷深处、三面临水、一面临街，南北均建有水埠码头,保持着苏州水城建筑的历史风貌。现在

仍可通过水路与外界连通，古朴的水乡特色摇橹船,清风徐来、水波荡漾,一曲吴侬软语，尽情感受苏州人家尽枕河的水乡风光。 

2.2 阴阳相生，对偶成双 

“师法自然”是苏州园林造园的最高境界，留存的名园中，大门朝向因地制宜，如沧浪亭朝北、怡园朝东等,东南西北皆有,

耦园巧于布局，讲究方向、位置,将“耦”的主题融入到园林空间，园内建筑、水体、山石、植物等均精心安排，处处体现阴阳

互生、对偶成双，蕴含易学原理。 

从耦园面积上来看，东部花园占地 3600m2,西花园占地 2200m2[7],东花园大、西花园小，是根据阳大阴小原理而定。耦园大门

朝南，东花园居左，西花园位右，符合左阳右阴之制[13]。东花园的黄石假山阳刚直线，山石气势雄伟，峥峰峭拔,集绝壁、蹬道、

峡谷于一体，西花园湖石假山显阴柔曲线，盘旋起伏，曲折蜿蜒；东花园主建筑城曲草堂位于东花园东侧，坐北朝南，正对黄

石假山，西花园主景织帘老屋位于西花园最西侧，坐北朝南，正对湖石假山；东花园代表日的圆镜式漏窗，西花园代表月的水

花纹漏窗；东花园水池，西花园一口井（小为阴）对应等，均体现东西花园及内部元素阴阳对称。 

从耦园格局来看，阴阳分布不是截然分开的两部分,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交错。比如，代表阳的东花园内樨廊（妻）

和筠廊（君），既相对又相连;黄石成，均暗喻伉俪情深的夫妻关系，这样独具匠心的营造,就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爱情诗歌[8]。 

2.3 三面环窗，怡静怡景 

东花园东北角的枕水小楼，二楼名为双照楼，楼面见方,卷棚歇山顶,楼面纵横均约 8m，面积 64m2o 其中，东、南、西三面

临窗，能同时见到日月光照，暗喻园主夫妇在此处隐居学道、双双明道。“双”即是“偶”；“照”即是“心心相印”。双照

楼的东、南、西三面为窗，可远眺娄门城墙、护城河、双塔，俯瞰东花园山石池榭等景色，此楼为观景极佳之所。遥遥相对的

东南角,有着同样三面环窗的听橹楼，北、东、西三面置窗，亦可观内外风景[7]。 

双照楼原为园主夫妇接待文人好友，诗酒吟诵，举办雅集的场所。2017年春,双照楼，听橹楼等经过修缮,开放为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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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六大茶类典型茶品、苏州老字号茶点及评弹、昆曲、古琴、箫等非物质文化表演,定期举办诗词吟诵，品茗闻香等各类雅集。 

3 苏州耦园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近年来，耦园不断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基于纯真的爱情主题，差异化发展，将园林文化、文人文化、非物质文化等融合在

旅游中，借助园事活动、节庆活动,充分展示全域的文旅融合特色项目，注重游客的感官体验和文化体验，将苏州园林艺术演绎

游推上了新的阶梯。 

3.1 借助园事节事平台，展示爱情主题品牌 

2015年秋，耦园利用十一黄金周长假节庆,首次推出“耦园追梦”品牌，基于耦园独一无二的爱情主题园林内涵，结合我国

优秀的婚礼文化，向市民游客展示清士大夫婚礼。此活动另一个亮点、爆点，是将耦园独特的三面环水的布局无声地融入活动

中，婚礼通过水乡特色摇橹船，从大新桥巷水路迎亲，引导周边游客“随船”跟进，欣赏活动、体验活动。活动吸引了大量线

上线下媒体集中报道，多年的持续举办及活动内容的不断提炼升华，“耦园追梦”已逐步深入市场,形成耦园全年活动品牌，并

配合市场需求，衍生出“耦园中式婚礼”“耦园明制婚礼”“耦园青年联谊会”等体验产品及二级消费产品。 

今年十一黄金周，推出“明制汉族婚礼”，以宋家礼为本，以明俗为引，以近世为现，再现汉式明制婚礼的古典、庄重与

浪漫叫并全球免费征集新人体验参与，富有文化内涵的朝代婚礼，吸引 80多对新人报名，不断创新的内容与形式，提升了园林

婚礼产品内涵及游客体验度，也提高了耦园品牌文化附加值。 

3.2 挖掘历史内涵，实景演绎文旅项目 

“耦园住佳耦，城曲筑诗城；园林忆旧梦，鳏砚伉俪情。”作为中国唯一一座纯粹浪漫的爱情园林,无论是“佳偶天成”的

园子命名，还是“双对成偶”的园中构筑布局，都唯美呈现了耦园主人淡出仕途、归隐山林的文仕情结，尽心诠释了园主沈秉

成、严永华夫唱妇随、琴瑟和鸣的爱情理想与风雅情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昆曲，流丽婉转、一唱三叹、诗情怡然、动人心扉,

冥冥之中似乎注定了为演绎红尘之恋而生。 

2020年端午佳节,耦园推出文旅融合创新项目，实景版昆曲《耦园梦忆》，戏曲演绎定格于 1895年，园主沈秉成 70余载人

生的最后一次回眸时刻。利用原景曲径通幽、得天独厚的场地条件，适度运用和融入了“意识流”“蒙太奇”的艺术元素和表

现手法。园林水池、曲径回廊、亭台楼榭、山水花鸟即为舞台，演员和观众之间,虽则近在咫尺，却处在一种遥不可及的“虚拟

现实”状态,一种别样而深刻的生命体验，让人回味无穷[11]。该原创微型剧，虽全长仅有 30mm,但剧情铺陈系统完整,构思精巧独

特，诠释演绎精简凝练。在精致小巧的耦园实景演绎，恰到好处。 

3.3 活化传统文化，唱响爱情诗篇 

中华民族经历几千年的沉淀发展，留下众多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文化瑰宝，弥足珍贵技 017年,

习近平总书记为传统文化代言时强调,要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继而传承下

去。2019年春，首次推出的耦园诗乐吟唱，基于我国传统乐器古琴、箫、琵琶等,用吟唱的方式，唱出耳熟能详的诗经篇章《关

雎》《子矜》《兼葭》等。暑期相继推出诗乐吟唱研学体验,结合诵、吃、吟的形式，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寓教于学、

寓教于乐,并传承经典。 

耦园园主沈秉成和严永华均为当时著名文人，夫妻伉俪情深、吟诗作画、联吟唱和，留下了《纫兰室诗钞》《鳏砚庐诗钞》

《鳏砚庐联吟集》等诗篇叫诗集记录了沈严伉俪间的爱情历程和共同志趣,他们的爱情、亲情、敬重，成为超越血缘和物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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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精神寄托和自觉要求,也是构筑耦园的文化缘由，留给我们的诗篇文字不但是语言的载体,也是音乐中之“音符 L 通过吟

唱的乐符，将他们的爱情篇章唱响，当诗乐之美融入耦园之美，当中国传统文化与园林文化相结合，原创耦园诗词《佳偶天成》

吟唱曲应运而生，以“和诗以歌”的形式,将爱情诗篇融入园林、融入旅游，拉近游客与耦园文化的距离，活化了文化遗产,耦

园诗乐吟唱，唱响中国国学，也让园林之美引发新风尚。 

4.1 依托爱情主题，构建特色旅游 

文化产品体系 

4.1.1夯实爱情主题活动。随着文旅融合的发展，旅游和节庆、假日深度结合，将高品质的有特色的景区文化旅游产品进行

策划整合，吸引大量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迅速扩散活动覆盖率，提升知名度，并升华特色旅游节庆品牌[2]。耦园可坚持现有的爱

情主题品牌定位，继续举办耦园追梦全年园事活动，提炼不同节庆的特色部分,进行深化、细化，强化其与耦园的内核联结,借

助世界遗产园林的优势，基于耦园独特布局，沈秉成严永华夫妇的爱情诗篇，深入研究中国婚仪文化、传统服饰文化、礼仪文

化、器物文化回，结合新时代游客婚礼需求及体验感官度，将耦园打造成江南地区唯一的“中国传统婚礼基地”。实现要办中

式婚礼，就想到耦园，想到耦园追梦、耦园传统婚礼、耦园明制婚礼等,让人自然而然地将品牌与景区联想在一起，形成景区品

牌效应。充分利用有效资源，比如，已在苏城小有名气的品茗佳地“双照楼”，基于其有利的场地优势，融合展示耦园传统婚

礼、诗乐吟唱等现有文旅融合项目，引入外部相匹配的文博、婚庆、酒店等资源，将点连成线，打造一体化旅游线路和产品。

同时，还需积极推进文化旅游品牌的传播与营销，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旅游市场需求。 

4.1.2双遗融合催生演艺品牌。耦园坐落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苏州，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在发展文旅融合型产

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耦园深度挖掘自身特色，在“天堂苏州，百园之城”的园林城市，根据自身鲜明主题，差异化发

展，推出多款文旅融合的项目 o虽然部分项目刚起步，还需要逐步探索，比如，浓缩的微型原创实景剧《耦园梦忆》，实现“昆

曲是可以听的园林，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该剧的舞美场景和抒情结构可谓以景品园、以情感人、移步换景、曲随情闾,此剧

目前仅在端午首演亮相，后期可以考虑定向定时推出 o比如，利用景区开放时间之外的清晨或傍晚,推出“晨安版”“黄昏版”

“四季版”“国际版”等定制版剧场，限制最佳欣赏名额，提升感知体验度，配以精致茶水点心、衍生文创产品等，设定不同

VIP 价位。通过新媒体、自媒体前期进行宣传,并利用官方公众微信号等开放预约名额，通过演绎节目的精品化、品牌化，丰富

景区线路产品，提升耦园景区品牌影响力。 

4.1.3旅游商品品牌化。景区开发设计旅游商品，创建旅游商品品牌，是景区品牌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旅游景区和

游客来说，旅游商品最重要的不仅是实物价值，更是景区品牌价值，而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特色则是旅游商品的根本吐耦园要关

注，策划设计商品时以游客的需求为基础，融入园林元素，耦园爱情元素、诗画元素、布局元素等，并密切结合现代理念、创

意，形成特色品牌的旅游商品。 

耦园的历史内涵丰富，文化资源充足，景区可以与文化创意公司或高校进行合作，设计既能体现江南文化和耦园特色,又能

与当前时尚审美相结合，融合实用、美观、品质于一体的文创商品。并及时对所创商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和商标注册，形成景

区文创旅游品牌。并在景区实体店和网络端同时销售，延伸耦园文化品牌的产业链条，提升旅游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和推介力。 

4.2 科技为文旅发展赋能 

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是一个定义，更是一系列的顶层设计。文旅高质量、高速度的融合发展，更需要开放的思维和

科技来支撑，为其提供全新动能和无限可能技 018 年秋,耦园尝试推出“AR 互动游园”体验,充分运用增强现实的技术手段，让

景观、文物、表演活起来,让游园变得有趣起来，同时，也使特色文化活动能够依托旅游项目得到传承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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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计划恢复开放的耦园藏书楼，运用裸眼 3D、全息投影等技术，实现科技与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比如，采用科技，

将一楼的方形厅堂打造成沉浸式雅集空间，让《吴中七老图》人物、景观活化，复原沈秉成、李鸿裔等 7位文人雅士饮酒作画、

闻香品茗、吟诗作对等雅集场景，呈现一段动态的视觉盛宴，让人仿佛置身其中。采用 3DMAPPING 多媒体手法复原二楼书房，

将园主夫妇琴瑟和鸣、联吟唱和的场景还原呈现，无声融入书房陈设布置，达到情景再现、声影俱效。期待耦园结合文化元素，

注入更多科技动能，为游客带来更多元化、更智慧化的游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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