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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承地域文化的传统村落服务设计改善
——以蒲家庄为例

刘　蕾　王晓珍

韩国东西大学，韩国·釜山  612022

【摘　要】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目前中国传统农村的发展策略需要改变。2012年，《关于加强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中，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提出要充分认识传统

村落保护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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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s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needs to be changed. In 2012,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pos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order to 
build a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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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研究背景和目的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的《遗产作为发展

的驱动力（巴黎宣言）》指出：“文化遗产是发展进程中

的重要组成”，“只有将文化遗产作为推动发展的要素，

它才能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遗产的有效保护延续带来

契机”，遗产价值的认识和利用也是西方国家对传统村落

保护更新研究的重点2。

在2019年9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第11个目标中提

到：采用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促进持久、包容和可

持续经济增长，建造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3。

传统村落的抢救性保护方式已经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虽

然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相对较高，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发展

情况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本研究通过借鉴韩

国甘川文化村的服务设计理念，以蒲家庄为例，为吸引游

客观光，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传统村落的

服务设计改善。

1.2研究范围和方法

近年来，中国传统村落旅游迅速发展，然而对传承历

史文脉、体现聊斋文化的蒲家庄却一直被忽视，旅游开发

的深度不够，开发的过程中轻保护、重开发，古村风貌遭

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当地村民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参与程度

低；建设者和管理存在问题冲突，综上所述，对蒲家庄传

统村落的发展，结合服务设计理论进行改善。

研究方法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前期通过对蒲家庄进行

基本情况和研究价值的调查，用SWOT分析方法，确定蒲家

庄内部优势劣势、影响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和发展机遇，

构建利害关系者图，在此基础上整理蒲家庄地域文化特色

和空间变化，后期通过问卷调查和以Persona为基础的剧本

研究方法，分析开发过程中所涉及的接触点，发现蒲家庄

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用户的需求和研究对象的需求，

解决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矛盾。

2　理论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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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理解

传统村落一般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具有

丰富的文化景观和历史信息的村落。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开展传统村

落调查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

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

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这也是开展

传统村落调查、评价、界定、保护发展的依据。

2015年，中国关于保护遗产结构、场所、文化、空间

环境的《西安宣言》探讨了因为城市发展、生活方式改变

等因素，导致的文化遗产急剧减少或改变的管理建议与措

施。2016年，中国第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

议《绍兴宣言》说明了文化遗产的管理和监测的重要性等同

于保护的重要性，并将地域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负责任的

文化旅游发展相结合，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至此，保护

与发展的融合成为新阶段传统村落的主要研究方向。

2.2以人物角色(Persona)为基础的服务设计的理解

服务的主要特性是无形性、创造性、时间性、积极

性、灵活性、复合体验特性等。韩国设计振兴院政策开发

组（2011）表示:“构成服务的各种要素（服务的主题、程

序、系统、与用户的触点设计等）或者从整体和脉络性的

角度出发，把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潜在需求，并通过创新

性的合作设计实现可视化，从而提高客户使用产品和服务

的体验价值”。

服务设计将文化、社会领域和人机交互领域联系在一

起，寻找并提供解决方案。设计流程由服务的发现阶段、

定义阶段、开发阶段和交付阶段四个部分组成。这个设计

流程基于对设计对象的整体把握，其中，用户在服务过程

中的体验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

基于Persona的剧本研究方法是以讲述故事的形式，介绍

Persona进行用户体验时，实现最终目的的情况，允许从真实

用户的视角来提出方案，演示用户体验时的最终理想情况。

另外，运用Persona方案的场景设立，可以了解没有具体体现

出来的用户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帮助分析进行活动的影

响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内容也会显现出来。

在面向蒲家庄的服务设计中，将构建蒲家庄旅游发展过

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地图，以此为依托，运用三种不同场景

的人物角色(Persona)的方案进行研究，第一种是“情景体

验场景”现况剧本，从Persona的视角来表达用户的行为、

认知和需求。通过编写情景场景，尝试预想最理想的用户

体验。第二个“关键路径场景”更详细地介绍了用户体验

过程，其中包括旅行过程中痛点(pain point)和兴奋点(wow 

point)的分析。在第三种开发设计过程中，为了验证检查

解决方案是否正确，最终以访问者、居民或者艺术家为中

心，利用“情景检查场景”来说明不同情况下的问题4。

3　蒲家庄的调查分析

3.1基本介绍

蒲家庄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东3.5公里的丘陵

地带，是一个有六百年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传统村落。据蒲

氏家族记载，蒲氏家族的祖先在元朝就定居此地，明代中

期，因该村蒲姓居多，以姓氏命名为蒲家庄，沿袭至今，

已有二十七世，现居民500余人，蒲姓占 85％左右。

蒲家庄因清代文人蒲松龄（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

25日）及其短篇小说《聊斋志异》而出名。蒲松龄，字留

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也称聊斋先生。目前世界

上已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20多种语言文字出版了《聊斋

志异》近百种版本，被称为世界文学珍品，蒲松龄也被称

为十七世纪世界文学巨匠、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现实主义

与浪漫主义诗人。《聊斋志异》以鬼怪狐妖为故事角色，

用虚幻的小说形式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自问世以来，就

有一大批文人墨客对其进行品评、鉴赏，逐渐形成了一门

学问。目前中国和海外学者对聊斋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深

入，蒲家庄是聊斋文化的根源所在，是聊斋文化研究者和

《聊斋志异》读者们必定游览体验的目的地。

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聊斋文化”是以蒲松龄本人及

其等作品为核心形成的，除了《聊斋志异》以外，还包括以

下三个方面：蒲松龄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思

想；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蒲松龄故居;

以园林为表现形式，以聊斋故事为主题的组群式的大型名园

景区聊斋城。值得一提的是，最具有价值的鬼怪文学作品《

聊斋志异》刊印后，流行于世，出现很多效仿之作，它不仅

集志怪传奇小说之大成，还使的当时社会短篇小说的艺术水

平达到空前高度，形成了传奇类小说的再度繁荣。

作品中体现出的独具特色的文学讽刺形式以及风俗民情

艺术节和诸多的故事素材被改编为戏曲、电影、电视剧，

传播广泛，影响深远，《聊斋志异》于1848年，由美国人

卫三畏将其中的《种梨》《骂鸭》译成英文至今，蒲松龄

为中国、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蒲家庄村内的交通便利，东西南北均有通道，现中心道路

为东西主街。东西主街为青石板路铺成，街上有三棵古槐树，

是村内最大的一条通道，另一条南北中心道路由一米见宽的石

灰板沿街铺成，大大小小交错纵横的小巷十五余条，小巷多为

泥土路面，并未完整的修缮，基本保留了原始风貌。

村庄四周原有“围墙”，并建有四处石门。分别是东

门“仙乡”，西门“平康”，北门“景徵”，南门“葵

阳”。随着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村舍房屋的不合理拆迁

和扩展，除对已损坏的西门、北门、东门进行了修缮和保

护，得以基本的留存以外，南门因为广场和道路的修建，

在2002年被拆除损毁。

蒲家庄占地270亩，街道曲折，农舍错落有致分布。从

西门“平康”进入东西主街，经过华野英雄纪念碑便是蒲

松龄故居，东西主街也是中外游客必经之地，主街两次经

营着大大小小的商铺，以售卖文人字画和古玩为主。

村内的建筑形式以明清风格的四合院为主，属比较典型

的北方农家建筑。大部分结构稳定，保存完整，部分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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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毁坏，有的已经坍塌，还有部分是在旧建筑基础

上建起了现代民居。

3.2蒲家庄的SWOT分析

蒲家庄人文资源丰厚，以聊斋文化和传统村落物质文

化遗产相结合，发展文化旅游为目标，根据不同的访问群

体开发辅助性旅游产品，包括文化观光旅游、聊斋文化专

项考察、蒲氏寻根祭祖旅游等。山东省淄博市“十二五”

旅游发展总体目标为，打造具有规模效应的齐国文化、蹴

鞠文化、聊斋文化等六大文化旅游体系，这对蒲家庄传统

村落开发而言是个良好的契机5。因此，为了对蒲家庄现状

进行客观有效的分析，以当地居民，当地公务员，展馆工

作人员，游客和文学爱好者内容为中心，进行了面对面访

谈，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通过上表的内容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到蒲家庄的资源优

势、劣势，机遇和困境，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

和中国乡村振兴带动影响，结合蒲家庄自身优势和劣势，

挖掘村庄自身的地域性、公共性、开放性和互动性特点，

创造当地所需要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和循环性产业经济，在

今后的开发过程中作为参考依据，是很有必要的。

综上所述，蒲家庄目前的开发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和典型

产品，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在省内旅游市场有一定的影

响，成为淄博市支柱性的旅游产品。近些年，又开发了许多

聊斋系列的节庆活动，每年的旅游黄金周举行“中国淄博

国际聊斋文化旅游节”和“中国淄博聊斋文化艺术品博览

会”、“聊斋俚曲大奖赛”、“聊斋民间故事演讲大赛”，

还有“淄博百万农民聊斋游”等大型活动，通过分析SWOT内

容，设定了蒲家庄的设计方向，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SWOT策略可以通过多种互操作性进行组合。例如，利用

(SW)战略优势，抓住发展机会，顺应潮流，有策略和最大

限度地减少(WT)发展弊端和弱点，并有效的避免危机，除

此之外，还有针对危机采取强项应对的战略(ST)和克服弱

点创造机会的(WO)战略等。

所以，通过以上的交叉比较分析预测蒲家庄的发展机

遇，对今后的旅游开发内容提前做好准备是十分关键的。

4　开发部分

对前期问题点的整理和总结，得出需要改善的地方的

具体情况，设置一个蒲家庄“情景体验场景”设置场景剧

本，从不同人物角色的视角来表达用户的行为、认知和需

求，得出利害关系者图，景区内空间属性的划分，服务设

施的便利性及路线分析，交通设施便捷性等。

最终，通过尝试，预想最理想的用户体验，分析蒲家

庄旅游过程中暴露的问题、用户的需求、研究对象的需求

等。针对问题点提出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IDEA，通过IDEA

来进行解决方案的开发。在最终对于开发方案的验证阶

段，可以用一对一访谈方式或者进行利害关系者调查问

卷，开发服务设计蓝图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

5　结论

通过服务设计方法论的进一步学习，今后的蒲家庄传统

村落服务设计改善中，希望根据实际体验过程，找出新的

问题点，更多的对当地村民和游客的细节分析，发现不同的

Persona，并展开接触点分析，细化利益相关者，更具体地开发

能够使访问者旅游体验最大化的因素，改善传统村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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