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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利用研究*

康保苓
(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1231)

［摘 要］南宋历史文化资源是杭州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内容都是今天可以开发利用的宝贵财

富。文章指出，可以通过创意转化、跨界融合、体验设计、智慧管理等途径，将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

产业化开发有机结合，为杭州城市文化品牌和国际旅游休闲目的地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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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outhern Song
Dynasty of Hangzhou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Ｒesources

KANG Baoling
( Zhejiang Tourism College，Hangzhou Zhejiang 311231)

［Abstract］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re important parts of Hangzhou
context． We can combin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develop-
ment by the way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transboundary fusion，experience design，the wisdom of manage-
ment，and so on，which can inject new vitality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ngzhou city culture brand and inter-
national tourism and leisure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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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一个地方历史、文化、民
俗、自然等历史文化的积淀，既是城市发展过程

的记载，也是城市的个性、品位和特色的重要体

现，更是城市发展的根和魂。历史文化资源的科

学保护、合理利用、创意开发，能够产生丰富的文

化价值，有利于增强产业的竞争优势，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凸显地域特色和品牌竞争优势。
杭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是杭州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南 宋 时 期 的 杭 州 是

12—13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不仅对当

时 而 且 对 后 世 中 国 和 世 界 都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南宋历史 文 化 资 源 是 杭 州 文 脉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类型多样，既有南宋皇城遗址、御街等

历史遗迹，又有 科 学 的 园 林 景 观 设 计、西 湖 十

景等丰富的旅 游 资 源，有 着 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休闲环境，许多内容都是今天可以开发利用的

宝贵财富。杭 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要 在 科 学

保护和传承弘扬相结合的前提下，将历史文化

资源的保护、开 发 利 用 与 文 化 创 意 产 业、旅 游

休闲产业、特色潜力产业的发展有机结合。杭

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产 业 化 发 展 既 可 以 保

护传承传统文化，又可以进一步丰富杭州城市

文化的内涵，为杭州城市品牌建设和国际旅游

休闲目的地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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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杭 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主要类型

历史文化 资 源 按 照 历 史 功 能 和 使 用 特 性
来分，包括历史 遗 迹、古 建 筑、古 代 陵 墓、宗 教
文化、民 俗 风 情 等 类 型。在 实 地 调 研、文 献 记

载与现实对照、征 求 专 家 意 见 的 基 础 上，笔 者

对 杭 州 有 代 表 性 的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进 行 了

梳理。杭州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类 型 主 要 有

南宋历史遗迹、名人资源、生态资源、宗教文化

资源、民俗文化资源等，如表 1 所示。

表 1 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类型

类别 主要内容

历史遗迹

南宋皇城遗址、南宋太庙遗址、临安城府治遗址、南宋恭圣仁列皇后宅遗址、南宋中央官署遗

址、南宋御街遗址、南宋临安府学遗址、南宋德寿宫遗址、南宋官窑遗址、南宋朝天门遗址、南
宋钱塘门遗址; 岳飞墓( 庙) 、牛皋墓、张宪墓、刘光世墓等墓葬类遗址; 聚景园、胜景园、集芳

园等园林遗址。

名人资源

政治家宗泽、李纲、岳飞、文天祥，等等; 思想家陆九渊、朱熹、张九成、邓牧，等等; 文学家范成

大、周必大、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杨万里、周密，等等; 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等等;

数学家杨辉，等等。

生态资源 西湖疏浚、西湖十景等园林景观规划设计; 钱塘江、中东河等水系文化。

宗教文化资源 灵隐寺、净慈寺、三天竺等宗教文化。

民俗文化资源 节庆文化、娱乐文化等。

二、杭 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利用现状

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古都文化的代
表性，影响深远的传承性、独特性。杭州市非常
重视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在杭州南宋文
化历史资源的利用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同时，

在产业化开发方面，依然存在一些发展空间。
( 一) 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的利用
1 ． 组建了南宋史研究智囊团
2005 年 6 月，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成立杭州

南宋史研究中心，组建了研究南宋历史文化的
智囊团，集聚专家智慧，挖掘南宋历史文化，进

一步深化 了 对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的 研 究。南 宋 史
研究中心是 一 个 组 织 和 联 络 海 内 外 南 宋 史 专
家学者的学术交流平台，主要研究方向是南宋
史，并上及 北 宋，下 至 元 朝。通 过 对 南 宋 一 朝
展开全面、客观、深入的研究，努力还原一个真

实的南 宋。南 宋 史 研 究 中 心 已 经 完 成 50 卷
《南宋史研究丛书》的编撰工作，正在进行《南
宋及南宋都城 临 安 研 究 系 列 丛 书》的 编 撰，包
含南宋史专 题 研 究 系 列、南 宋 都 城 临 安 研 究、
南宋史研究博士文库、文献资料点校整理四个

系列，以全新的视角对南宋史展开更细密的研
究，部分专题已经出版。杭州南宋史研究中心

对于挖掘南宋历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2 ． 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卓有成效

杭州市历来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保 护，将
文化资源的 保 护 和 利 用 作 为 促 进 历 史 名 城 建
设、推动城 市 发 展 的 战 略 选 择。西 湖 申 遗、运
河申遗是 保 护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重 要 举 措。实
施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保护、历史建筑和
文保 单 位 保 护 修 缮，截 至 2015 年 1 月，杭 州
26 处历 史 街 区 及 历 史 地 段 均 已 启 动 修 缮 整
治，17 处 已 完 成。杭 州 市 围 绕 实 施 南 宋 皇 城
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开展南宋皇城遗址考古
勘探和《南宋临安城遗址———皇城遗址保护规
划》编制 工 作 ; 根 据《南 宋 皇 城 大 遗 址 综 合 保
护工程五年行 动 计 划》，杭 州 要 建 设 一 座 以 南
宋皇城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保护为主，展示中
国最美丽的 山 水 花 园 式 皇 城 遗 韵 的 国 家 大 遗
址公园，目前 南 宋 皇 城 大 遗 址 综 保 工 程 30 个
子项目中大部分已精彩亮相。

3 ． 历史文化资源生动传承

杭州宋城 景 区、南 宋 御 街、南 宋 皇 城 大 遗
址公园，都是南宋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
案例。《宋城千古情》、《西湖之夜》、南宋乐舞
体系重构等 项 目 是 杭 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生
动传承的典范。《宋 城 千 古 情》高 度 提 炼 了 杭
州本土文化和南宋历史的精粹，成为来杭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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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杭州城 市 的 文 化 标 志 和 杭 州 文 化 的 一 个
符号。《西湖之夜》演 出 以 美 丽 的 西 湖 历 史 为
背景，充分展 现 了 杭 州 作 为 南 宋 古 都、爱 情 之
都、中国 茶 都、丝 绸 之 府、东 南 佛 国 的 深 厚 文
化，其中“岳王雄风”、“南宋盛景”等内容融汇
了诸多南宋杭州文化的元素。

中国是雅 乐 的 发 祥 地，但 如 今，宫 廷 雅 乐
乐谱在 作 为 雅 乐 之“源”的 中 国 已 失 传。从
2009 年春开始，杭州师范大学启动了“以南宋
乐舞为中心 的 中 国 传 统 雅 乐 舞 体 系 复 建 与 乐
舞一体化的新学科 建 设”基 础 性 工 程。“中 国
南宋雅乐舞”项 目 研 究，是 国 内 第 一 个 把 宫 廷
雅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项目，对于
杭州弘扬南宋文化、延续城市文脉、打响“南宋
牌”、打造世界级文化旅游精品，意义深远。

( 二) 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
化发展的空间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需 要 以 产 业 化 的 眼 光 整 合
和优化，才能创造财富。在杭州南宋历史文化
资源产业化开发利用方面，还存在很多可以提
升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 作为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杭州，历史文
化资源与产 业 化 开 发 利 用 产 生 的 效 益 与 拥 有
的丰富 的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丰 度、厚 度 相
比，还存在差距。让静态的历史文化资源走产
业化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历史文化资源与文
化产业的融合发展。

2 ) 杭州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不够充分，历史文
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有待进一步深化，形成规
模。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与民众文
化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之间还没有完全融合。

3 ) 以杭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为 主 题 的 文
化产业集群有待形成。建设文化产业集群，以
产业聚集的方式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形成
以具有杭州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为依托，具有
龙头带动作用的文化产业优势板块，实现对文
化资源最大程度的整合和转化。

4 ) 以杭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为 主 题 的 文
化品牌有 待 深 入 开 发。目 前 杭 州 南 宋 文 化 资
源静态的居 多，动 态 的 匮 乏，需 要 进 一 步 通 过
科技、创意让 静 态 的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活 动 起 来，

实现传统文化和经济效益的融合发展。

三、杭 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产业化开发的思路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产 业 化 开 发 是 传 承 宝 贵
文化遗产 的 重 要 路 径。历 史 文 化 资 源 是 城 市

的重要资源，是 城 市 发 展 的 源 泉 和 载 体，而 产
业发展又能提升历史文化资源的知名度，增强
城市的 特 色 和 文 化 竞 争 力。南 宋 的 经 济、文
化、社会发达，以致今天杭州城市的产业形态、
思想文化、城市格局、园林建筑、西湖景观等方
面都深深地印着南宋临安的印迹 ; 杭州人的生
活观 念、生 活 内 涵、生 活 方 式、生 活 环 境、生 活
习俗，都与南宋临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
系［1］。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

要建立在对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的 保 护 和 科 学 利 用
的基础上，构建历史文化资源与相关产业间的
良性互动 机 制。具 体 来 说，可 以 从 创 意 转 化、
跨界 融 合、强 化 体 验、品 牌 建 设、智 慧 管 理、加
大宣传推广等方面着手。

( 一) 创意转化
创 意 是 通 过 创 造 力、技 能 和 天 赋 获 取 灵

感，推进文化与经济融合的具有新颖性和创造
性的设计、策 划、构 想。创 意 转 化 是 历 史 文 化
资源产业 化 的 重 要 助 推 力。借 助 文 化 创 意 可
以为传统产业及文化产业增加更多文化元素，

将抽象的文化打造成形象生动、富有实用价值
和艺术价值的产品，推进文化的产业化［2］。杭
州南宋历史 文 化 资 源 是 构 建 现 代 产 业 要 素 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升从文化资源到创意
资本要素的转换力，创意资本要素价值的增值
力，创 意 资 本 与 人 才、市 场、高 科 技、政 策 等 产
业要素优化配置的集成力 ; 要深入挖掘杭州南
宋历史文化 资 源，通 过 创 新 创 意 等 多 种 方 式，

研发创新产品，融入时尚元素，通过影视传媒、
互联网、餐饮娱乐等载体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
整合，凸显文 化 特 色 ; 通 过 创 意 策 划 和 市 场 运
作，使 简 单 的 项 目 向 影 视、休 闲、餐 饮、教 育 等
诸多方位延 伸，形 成 规 模 化 和 延 长 的 产 业 链，

优化资源配 置，产 生 综 合 效 应，推 动 杭 州 南 宋
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变［3］。

( 二) 跨界融合
产 业 融 合 是 指 不 同 产 业 或 同 一 产 业 内 的

不同产品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

逐步形 成 新 的 产 业 的 动 态 发 展 过 程［4］。产 业
融合能够催 生 新 型 业 态、优 化 产 业 结 构、提 升
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的效能、激活经济发展的
动力。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

要进行多元文化和多种功能的跨界融合，打造
完善的产业 链，创 造 并 实 现 更 大 的 市 场 价 值。
具体来说，可以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杭州特
色潜力产业等多领域融合，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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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南宋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特色
资源的保护利用有机结合，可以开发多方面的主
题: 南宋茶文化主题开发，可以尝试在市民生活
中融入南宋生活方式，恢复南宋时著名的茶肆，

让市民和游客学茶，享受有茶生活; 开发茶文化
专题产品，如南宋斗茶、茶会，可以成为茶都杭州
茶文化活动策划的重要内容; 古民居、书院等文
化主题开发，开发瓦舍文化旅游资源，开设仿古
瓦舍娱乐项目，使旅游者增加瓦舍文化体验; 西
湖十景、西湖景观的系列产品的开发，如茶席、服
装、艺术品、装修装饰风格等; 开展南宋文化为主
题的创意设计大赛，作品纳入产业化的发展中;

历史人文资源的深度挖掘，创作以南宋历史文化
为元素的艺术作品、文艺作品，通过游戏、影视作
品、微电影等线上线下渠道，多元呈现; 将杭州南
宋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开发，设计专题的旅游线
路，推出南宋水上旅游线、半山娘娘庙庙会民俗
风情文化体验、南宋诗词旅游线; 开发佛教修学
体验旅游产品; 开发南宋故都文化旅游等主题旅
游产品，等等。

( 三) 强化体验设计
在 杭 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产 业 化 开 发 过

程中，设计符合杭州地脉、史脉与文脉的主题，

以文化性、休闲化、多样化、个性化旅游需求为
导向，突 出 地 方 特 色 与 资 源 特 色 系 列 体 验 项
目，形 成 多 层 次、多 功 能、多 样 化 的 产 品，提 高
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比如，可以 面 向 全 球 推 出“寻 找 南 宋 文 化
的足迹”体验。南宋都城临安拥有 100 多万人
口，成为当时 亚 洲 各 国 经 济 文 化 的 交 流 中 心，

城市规模已名列十二、三世纪世界的首位。南
宋定都杭州后，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我国通商的
海外国家与 地 区 从 宋 前 的 20 余 个 增 至 50 余
个。南宋汉学 文 化 传 至 东 亚 各 国，对 高 丽、日
本、越南等国学术文化和东亚文明形成和发展
产生了重 要 影 响。日 本、高 丽、波 斯、大 食 等，

每年都有使节，还有商人、僧侣、随从人员来临
安，在一定意 义 上 说，这 些 人 都 是 南 宋 临 安 的
国际旅游 者。南 宋 临 安 在 当 时 是 国 际 化 的 大
都市，因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寻找南宋
文化的足迹”活 动，推 广 南 宋 杭 州 生 活 方 式 的
体验等活动，通 过 大 活 动、大 项 目 带 动 杭 州 南
宋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

建设南宋文化为主题的新业态购物 中 心，

艺术品中心和艺术活动中心，为消费者提供高

品质的体验 环 境、体 验 活 动 和 体 验 经 历，建 立
体验型的 市 场 消 费 终 端。从 杭 州 南 宋 历 史 文
化资源的符 号 提 炼、加 工，到 产 品 的 制 作 和 销
售推广，将消费者作为南宋历史文化产业发展
的市场起点和价值实现终点，建立体验型的市
场消费 终 端［3］。策 划 与 南 宋 丝 绸 产 品 为 载 体
的“武林 衣 秀”展、丰 富 多 彩 的 茶 与 健 康 为 主
题的斗茶节等活动，增强消费者对杭州南宋历
史文化的感知和相关产品的认同感。

( 四) 加大品牌建设的力度
杭州是中国休闲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中国最

佳旅游城市、世界休闲范例城市之一、中国七大
古都之一。杭州要建设国际旅游休闲目的地，历
史文化资源是最具有杭州特色的资源，打造杭州
南宋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品牌非常重要。南
宋时期，作为都城的杭州，四方来仪，南宋科技、
文化等方面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国家的文
化受中国南宋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发
扬光大。将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产品，

彰显个性的文化创意设计价值、文化传播效应价
值，激发国际性的文化寻根之旅，把杭州打造成
具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品牌。

1 ． 挖掘成就品牌的元素

以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藉 由 茶
楼、女装、保健、化妆等十大特色潜力行业的发
展，推动相关产业品牌化发展。利用南宋历史
文化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将中国茶都品牌做
大做出特 色 ; 建 设 宋 城“中 国 演 艺 谷”等 大 型
都市旅游 演 艺 基 地，做 好“径 山 禅 茶”等 大 型
旅游文艺 节 目，打 造“吴 风 宋 韵”文 化 演 艺 项
目 ; 利用老街 区、老 房 子 发 展 南 宋 历 史 文 化 主
题酒店、精品民宿，以此促进 古 建 筑“活 化”保
护，丰富城市业态［5］。

2 ． 做大杭州讲坛
“百家讲 坛”栏 目 是 普 及 传 统 文 化 典 型 的

成功案 例。针 对 杭 州 的 文 化 特 色 和 实 际，与
“浙江人文大讲堂”相结合，定期推出“杭州讲
坛”，通过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播，让更多的人了
解南宋古都文化，使南宋杭州文化从阳春白雪
走入寻常百姓家，以此宣传推广杭州历史文化
资源的品牌。

3 ． 建设文化产业集群

利用杭州资源优势，在挖掘杭州南宋 历 史
文化资源内 涵 的 基 础 上，打 造 城 市 文 化 品 牌。
比如，可以将杭州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与杭州
休闲基地的打造结合起来，通过实施重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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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加快文化产业休闲基地和特色文化
产业群建设，构建以南宋文化为特色的文化产
业集 聚 园，集 特 色 化、专 业 化、文 化 性 于 一 体，

并使其具备 文 化 产 业 的 高 科 技 含 量 和 完 善 的
产业配套服务。

4 ． 办好杭州南宋文化节
杭州会展 产 业 发 展 迅 速，西 博 会、休 博 会

已发展为 非 常 有 影 响 力 的 会 展 品 牌。借 助 西
博会等平台资源。创办杭州南宋文化节，以集
群式、深层次、多样化、互动性等特点来推出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节庆活动，发展弘扬杭州深厚
的南宋文 化 底 蕴。南 宋 文 化 节 可 以 由 南 宋 官
窑作品展、南宋书画展、南宋钱币及古玩展、蟋
蟀文化节、南 宋 美 食 文 化 系 列 活 动、南 宋 茶 文
化活动、南宋 诗 词 节、南 宋 宗 教 文 化 的 探 索 之
旅、养生之旅等活动组成［6］。

5 ． 推广以南宋文化为主题的杭帮菜
杭州作为 南 宋 古 都，南 宋 菜 是 宋 室 南 下，

北方饮 食 文 化 与 南 方 饮 食 文 化 结 合 的 产 物，
“南料北烹”，用料 精 细，一 菜 一 味。今 天 的 杭
帮菜就是传承了南宋官府菜的很多元素，在史
学家林正秋、书 法 大 师 沙 孟 海、郭 仲 选 等 人 研
究南宋饮食文化的基础上，按 照《武 林 旧 事》、
《梦梁录》等史料 记 载 仿 效 而 来。进 一 步 恢 复
南宋菜，使南宋菜成为今天杭帮菜的重要组成
部分，将“南 宋 饮 食 文 化”作 为 杭 州 旅 游 餐 饮
业发展的新亮点［7］。通过举办世界美食大会，

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使杭帮菜美食体验走出
杭州，走向世界。

( 五) 实现智慧管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杭州 南 宋

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也要与时俱进，借助智
慧管理的做法和经验，让更多的人了解杭州的
南宋历史文化资源，让南宋历史文化资源得到
更好的传承和智慧呈现。应用 GIS 等技术，建
设杭州历史文化资源数据库，为杭州南宋历史
文化资源进行遗产保护、利用与管理工作奠定
基础，推动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
与管理的进程。

( 六) 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普及、推广、

应用是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重要内
容。在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及产业化传播方
面，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选择历史传统、民
俗文化、城市空间中标志性的形象，通过城市精
神的阐释等方式，使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显性
化，充分体现杭州的历史文化特色，让国内受众

“最忆 是 杭 州”和 国 际 市 场 的“Hangzhou，Living
Poetry ( 诗意的杭州) ”得到更广泛的认知。通过
公益讲堂、媒体宣传、微传播等多种形式，增强民
众对南宋杭州文化的认知。将杭州南宋历史文
化资源纳入乡土文化教育的内容，在机关、企业、
学校开展历史文化普及活动，使历史文化走进人
民群众的生活，形成城市凝聚力和城市团结精
神，形成鲜明的城市精神风貌。通过制作独具特
色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拍摄历史题材影视剧作，

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事件进行系统的多形
式的研究和宣传，展现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魅
力，逐步提高人们对杭州南宋历史文化资源的认
识程度。

2015 年初，杭州市正式出台《杭州市旅游休
闲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 2015—2017 年) 》、
《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旅游休闲业转型升级
的实施意见》、《关于杭州市旅游休闲业转型升级
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杭州要建设国际旅
游休闲中心，打造“东方休闲之都”，共建、共享
“生活品质之城”，南宋历史文化是其独特而重要
的资源。充分挖掘杭州南宋历史文化遗产，在保
护利用的基础上，创新产业化开发，并使其成为
创新杭州城市发展和城市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而实现杭州旅游休闲业与国际接轨，为杭
州创建“中国旅游国际化示范城市”和国际休闲
目的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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