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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文化带”建设下五杭水乡旅游开发策略 

杨静 张怡青
1
 

(浙江科技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五杭集镇作为运河段重点打造城镇之一，虽已进行改造修复却仍缺乏亮点，未彰显地方特色文化。

通过整合余杭五杭现有运河资源与非遗文化，构建五杭“为家族文化注入活力”“使原生态生活文化焕发生机”与

“以旅游业文化为发展理念”三个目标方向，形成以“水乡旅游业”为内部核心的五杭集镇“运河文化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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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党和国家制定的重大战略部署。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

纲要》,提出“鼓励和引导运河沿线村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一批功能完备、特色突出、服务优良、示范带动力强的

美丽休闲乡村、休闲农庄(园)、精品民宿，培育一批效益良好的示范品牌，带动农业提挡升级、农村环境改善、农民脱贫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大运河沿线的一些村镇重视环境整治、历史建筑与街区的保护和修复。然而，他们往往照搬城市仿古街的做

法，将镇上的老街改造修复成为仿古街，导致“千街一面”,反而使老街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从物质性角度和历史角度来看，

仿古街是在老街基础上的修复和改造，地理位置没有改变；但是从文化上来看，老街的地方特色文化没有彰显出来，缺少地方

性。如此仿古街的修复，被称为“不舒服的遗产(uncomfortable heritage)”,游客身处其中，很难感受到当地原汁原味的地方

特色，而只是一种似曾相识的、可以复制的物质性历史景观。从旅游角度来说，这样的仿古街也缺少吸引人的亮点。 

在我们所调研的杭州市余杭区运河街道五杭的老街，就是这样一种让人感觉“不太舒服的遗产”。五杭作为京杭大运河杭

州段的一个重要码头，富有浓厚生活气息，具有人文底蕴，也是余杭区近年来重点打造的城镇之一。2017 年至今，运河街道始

终坚持围绕“全省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示范样板”的总目标，打造“水乡历史文化街区”,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产业兴旺、水

乡风貌”的样板小集镇。然而，目前五杭已经完成了环境整治、老街修复，但是缺少亮点。本研究在对五杭的旅游开发现状调

研基础上，提出“运河文化带”建设下五杭的水乡旅游开发策略：通过整合余杭五杭现有运河资源与非遗文化，构建五杭“为

家族文化注入活力”“使原生态生活文化焕发生机”与“以旅游业文化为发展理念”三个目标方向，形成以“水乡旅游业”为

内部核心的五杭“运河文化带”理念。 

1 五杭及其旅游开发现状 

五杭位于杭州市东北角，京杭大运河从湖州市德清进入杭州段，先经过余杭区运河街道博陆社区，接着就是同属运河街道

的五杭社区。五杭在南宋咸淳(1265～1274年)《临安志》(卷二十 4/13)“乡里”中有记载：“丰年乡管里四：长寿、五杭、博

陆、前莊。”可见“五杭”的名字在距今 700多年前就出现了，这还不包括五杭没有被记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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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杭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除了京杭大运河人工河外，五杭区域内河港、潭、漾众多。有内外塘水面 2160亩、河道总长达 100

多公里，水域总面积为余杭第一。水路交通发达，有东西南北和西南共五条水路，据说这也是“五杭”(即“五航”,五条航道

之意)名字的由来。 

由于水路交通发达，五杭曾是商贸云集之地。无论远近的船只都可以到这里，京杭运河的船可以进入马家汇角，“市河”

因而形成。船进入市河，人们沿石头台阶上岸，岸两边曾有类似塘栖水北街一带的“米床”和廊檐。20世纪 70年代，市河填平，

变成现在的“解放路”。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曾经“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 2/20),以前村里房前屋后都有河道，家家都有船。“河

所以通舟楫，梁所以通车。(《康熙仁和县志》卷二 4/30)”五杭桥梁也非常多，有锦登桥(当地人叫鰟旇桥，因桥下有鰟旇鱼)、

五杭桥(即万寿高桥)、玉露桥(当地人称车桥)、兴国桥、弥陀佛桥(《杭县志稿·桥梁》卷七 20/55)。现在除了玉露桥、兴国桥

之外，其他桥都已无存。 

五杭社区下面有 11个村，包括五杭、杭南、唐公、郭信、杭北、长春、中水渭、双条坝、道墩坝、黄家桥、圣塘河。现在

旅游规划范围以五杭解放路(当地人称“老街”)为中心，以及繁荣路(当地人叫“后头小路”)、玉露路(旧称“南街”)和万丰

东路(旧称“东街”)、万寿路一带，包括唐公村、五杭村和五杭街道的一部分。目前规划第一期工程已结束，主要包括河道整

治、村落居住环境卫生整治、沿街建筑外立面装修、停车场、厕所等，修建沿禾丰港(老百姓称“马家汇角”)至玉露桥的游步

道，新建水乡风情馆、美食博物馆、沈近思广场及纪念馆等建筑。规划第二期主要包括兴建运河游船码头，运河文化公园以及

文创产业园等。 

2“运河文化带”建设下五杭水乡旅游开发策略 

2.1深挖家族文化为“运河文化带”注入活力 

五杭有一些保存比较完好的民居建筑，如厉家大院、金家大宅、高家染坊、宋家百货店等。然而，这些民居背后的家族故

事却挖得不够。作为一个传统的乡镇，五杭及其周边农村还保留着以家族聚居为特征的传统乡村布局肌理，这些家族的故事，

体现的是五杭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变迁。比如俞氏、尤氏、顾氏、宋氏，都是当地人数众多的家族。这些家族靠经商、捕鱼、

教育等发家，各家有各家的习性，各家有各家的传承。挖掘家族故事，摸索发家经验，打造专属家族名片，将“家族—品牌—

游客”三者串联，使游客真正融入其中，由此传播当地特色文化。且可根据家族的主业设计相应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 

以厉家为例，厉家大院是五杭老街现存最为完整的古民居。厉家子孙大多经商为生，早年间经营的南货店在当地小有名气。

厉家名片的关键字即南货，特指长江以南盛产的商品。在如今厉家大院院前打造旧时南货店，出售老底子印象中的南货，甄选

笋干、火腿、黑木耳等，贩卖并传承那一代人的回忆。 

顾家的“顾元昌”老字号做的是油坊生意。早年的顾家是从黄家村迁至五杭顾家角，两地相距不远，三五里路。顾家角东

面则是先前顾家做生意的地方，被称作“油坊”,即榨植物油的作坊，在当地方言中被称作“油车”。由于油车的存在，当地有

名的玉露桥村民叫作“车桥”,可以在玉露桥边恢复传统的用油车榨油的活动，游客可以参与其中。 

尤家家族人口众多，当地的尤家坝、尤家里、尤家河均以尤姓命名，这个家族在以前多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捕鱼，船是他

们的主要出行工具。直到现在很多家里都有船，他们还会使用船去钓鱼、采菱等。这些都可以开发利用成为特色旅游活动。 

2.2修复运河水乡自然生态景观和原有的水乡民居、村庄肌理等历史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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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五杭内的风北港、斜弓港、庙前港、东港、西港与塘泾漾、庙河漾、凌家漾及白龙潭等水域，发展“运河农家乐”“运

河渔家乐”“运河船家乐”“运河水乡乐”等旅游休闲活动。通过重点打造禾丰港及周边历史老街，打造水乡休闲旅游综合体，

形成运河水乡慢生活旅游区。沿着那条繁荣的路往前走去，左右两边是一家家一户户的住户，十字交错的两三排，倒也显得温

馨。水潭、河傍、溪流、小船、木船；依着水洗衣服、挑着船捕小鱼，这些带有水乡风貌的字眼真实的出现在这个小集镇，再

现水乡风貌。 

2.3活化利用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五杭成为余杭以及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与产业发展中心 

如余杭的清水丝绵，进一步发展与旅游相关产业。五杭的宝卷表演，结合当地的茶业店文化，如恢复五杭曾有的茶店老字

号：金山茶店，用以吸引本地人和游客等。 

运河街道五杭集镇，运用村镇再生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对集镇风貌、产业、文化、生态、功能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整

治规划，利用集镇的场地特色、区位优势、产业特色，打造三生融合，双态统一的具有当代水乡风情的美丽集镇。突出运河情

怀，融入水的元素，写出水的文章。构建五杭“为家族文化注入活力”“使原生态生活文化焕发生机”与“以旅游业文化为发

展理念”三个目标方向，形成以“水乡旅游业”为内部核心的五杭集镇“运河文化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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