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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作为一种拥有上百年历史但至今仍保存完整、

焕发着生机的古建筑，它具有很强的历史价值、文化价

值、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现今闻名世界的古镇有佛山

镇、景德镇、朱仙镇、汉口镇等，但一些偏远的川南地

区的古镇发展较为传统。现代新型古镇的发展亟需开辟

一条新的发展之路，融入现代元素和旅游文化。1

一、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

文化进行旅游，是旅游企业文化的一个大的发展相

关概念，现今并不是一个新鲜词语，从古至今、从西方

到东方，便有不少学者提出过“文化旅游”这个词语，

并赋予了它丰富的时代内涵。

（一）国外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开始研究文化旅

游。1977 年，由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编

写的《旅游学：要素 . 实践基本原理》一书中，他们率先

把“文化旅游”作为一个特殊的概念，并指出：“文化本

质上涵盖了旅游的方方面面，通过文化旅游，人们了解

了彼此的生活和思想。”此后，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的不断发展，文化旅游的相关理论

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6 年，Walle 从思想意识形态

的角度探讨了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的关系，认为文化旅

游者对游览方式的不同理解会影响他们对旅游体验的选

择，这无疑开启了将文化旅游与现行旅游方式相结合的

先河。

（二）国内关于文化旅游的研究

国内的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文化进行旅游的概念

本论文系四川省2020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

目编号：S2020106411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进行了分析研究和探讨。2005 年，从根文化和旅游之

间的关系，刘宏燕定义了文化旅游的概念，并进一步依

据文化的分类对文化旅游进行细分，提出以旅游者需求

为导向的产品开发建议。2006 年，吴光玲阐释了文化

旅游和旅游文化这两个混淆的概念，厘清了思路，指

明了当代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研究的重点和发展趋势，

也道出了旅游文化的发展前景和云规划模式探索的可

行性。

二、打造李庄古镇特色旅游云规划模式的价值

（一）李庄自身价值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从公元 540 年建立的梁代大同六年设六同郡起，李

庄镇至今已有 1460 年的悠久的建置史。又于隋朝、唐

代、宋代的发展阶段中，其作过戎州、州治、南广、南

溪县县治共计 400 多年，1992 年四川省政府公布李庄古

镇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由此李庄古镇的知名度大大提

升。李庄古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除了有由庙宇、宫

观、殿堂组成的“九宫十八庙”和省文物保护单位旋螺

殿和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之外，还有众多保存完好的古街

古巷和无数的古民居四合院等

（二）紧跟时事热点，切合未来发展方向

（《“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表示，要培育

以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

施和实践活动为支撑的体验旅游、研学旅行和传统村落

休闲旅游。李庄政府响应号召，积极持续扶持旅游与文

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和创造、并与数字文化产业相融合。

同时高度重视文化演艺旅游的发展，推动旅游实景演出，

打造传统节庆旅游品牌。推动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集

中打造一批民族特色村镇，现如今已打造成功的安石村

就是一例子。国家重视特色小镇的打造，也代表着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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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旅游文化的结合是未来旅游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迎合时代机遇，打造旅游文化与云端规划的

结合

如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 + 旅

游”的新模式也迅速发展，将相关数据放于网络平台上，

通过旅游大数据可以分析游客属性、游客行为、旅游景

区或目的地的偏好度，以及景区或目的地监控与预警等

方方面面，把握住这些分析数据，能够高效地促进旅游

景点区域智慧化发展，推动旅游服务、旅游营销、旅游

管理的变革。旅游文化与云规划的结合，就是利用互联

网迅速发展的大趋势，打造李庄特色小镇的旅游模式，

整合多重旅游元素，挖掘其潜在的旅游价值，打造繁荣

的李庄古镇旅游。

（四）李庄旅游文化的打造带来相应的科研价值

李庄古镇自身具有厚重的人文历史与科研价值。通

过剖析古建筑的建筑材料、修建形状、结构布局等，可

研究古建筑的发展历史；通过调研抗战时期的文化遗产、

历史古物，可为李庄古镇抗战文化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科

研资料；通过品尝李庄的特色美食，可追随李庄的美食

文化。对这些资源的保护可为学者的各方面学术研究提

供研究资料。

（五）旅游文化特色旅游模式的打造与互联网 + 线上

云规划的模式打造完成有利于打破国内古镇旅游千篇一

律的弊端，为其他古镇旅游发展提供借鉴

如今千篇一律的古镇旅游正渐趋衰落，未抓住时代

趋势致使许多具有旅游和人文价值的古镇依旧保留着较

为传统的发展模式，这会导致无数古镇的旅游价值逐渐

消退，而开辟新型特色旅游新模式，可使古镇旅游价值

得到充分开发。借助互联网打造云端历史博物馆、云端

路线规划、云端景点推荐等，成果可推广至全国，对全

国古镇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新型古镇特色旅游云规划模式的探索路径

（一）前期整理李庄代表性文化，突出李庄古镇特色

个性

首先是要对几种代表性文化进行认真的发掘与整理，

知晓各种社会文化的内涵、特色和发展历程，特别是对

李庄独有的含金量很高的建筑文化和抗战文化进行类分

级的整理，让人们知道有多少古建筑，每个古建筑背后

所蕴含的建筑理念、与之有关的历史故事等，这些内容

清楚了，李庄的特色才能出来，才能避免川南古镇千篇

一律的尴尬境地，不断展现自身的民俗特征和特色，使

古镇充满活力。

如拟建成的一篇关于李庄古镇线上的浏览视图：

视、味融合的李庄古镇旅游推荐：

1. 游览古建筑群系列：四合院、九宫十八庙、旋螺

殿、“李庄四绝”、张家祠堂等。

2. 感受抗战文化系列：李庄同济纪念广场、抗战文

化陈列馆、历史文化博物馆等。

3. 品尝独特美食系列：一花——花生、二黄——黄

辣丁、黄粑、三白——白肉、白酒、白糕等。

（二）中期重点整理古建筑群与抗战文化历史文献，

深度开发

将历史、文化、建筑等元素的潜在价值进行挖掘、

利用并整合。完善李庄旅游系统的整体结构，使其旅游

价值达到最大。但是高度注意旅游深度开发并不指全面

开发，而是有针对性、目的性、选择性的开发，如整理

由庙宇，宫观，殿堂组成的“九官十八庙”建筑和省文

物保护单位螺旋殿，探索其中的建筑文化历史；整理中

国营造学社旧址，古街古巷和古居民四合院，探索其丰

富的抗战文化及与众多高校的历史友好关系。抗战时期，

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中国营造学社、

文科研究院、国立同济大学等十余所高等学府和科研机

构相继迁入李庄，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如李济，梁思成，

林徽因等云集李庄达五、六年。

（三）后期云规划的建立

在互联网思维的影响下，在构建特色旅游文化的过

程中将本土文化作为依托，将本土文化转变为在线模式。

建设在线网站、在线纪念馆、在线博物馆等，同时将李

庄的电子信息进行整合后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上

传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古镇文化的魅力，实现刺激旅

游消费的目标。形成特色文化和旅游经济的有机整合，

在旅游开发中获得更大经济效益。

李庄古镇云规划模式：

1. 微信公众号：

（1）走进李庄：微官网、古镇概况、古镇美景、古

镇导航。

（2）旅游攻略：吃在李庄、住在李庄、游在李庄。

（3）古镇动态：动态新闻、最新活动、游客投诉、

联系我们。

2. 古镇云旅游体验馆：

（1）古镇虚拟实景：古镇街道、古镇建筑、古镇特

色风貌。

（2）文化熏陶：抗战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

（3）网上博物馆：文物展示、英雄悼念、网上献花。



148

环境与发展3卷4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4）特色购买：李庄的“一花二黄三白”、特色服

饰。

（5）售后服务：意见反馈、服务跟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深远研究历

史，结合李庄古镇现有的、保存完整的特色旅游资源，

乘上当代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东风，积极将线下旅游形式

搬运到网络上，打造“互联网 + 旅游”的新型古镇特色

旅游云规划模式，助力古镇旅游更快、更远、更高效的

发展，也更有助于古镇文化的建构、展现、理解、传承

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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