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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镇江人
, 19 5 5年生

。

南京大学毕业
,

衬社会科学较有研究
,

发表有关社会
、

经济
、

文化方 面的论文 30 多篇
。

苏州
、

镇江
,

都是长江下游毗邻的两座历史 城独特的旅游环境
。

作为古城旅游 资 源 的开

文化名城
。

他们以其悠久的历史
、

灿烂的古文 发
,

重在发掘这颗灿烂古文化的瑰宝
,

保护
、

化
、

国际国内享有的知名度
,

融于城市众多的 开发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
,

使之成为吸引中外

自然
、

人文景观之中
,

构成对中外游客具有强 游客的极富魅力的地区
。

因此
,

能否保持和提

烈 吸 引 力 的旅游环境
。

从这两座名城与旅游 高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环境的特色
,

是衡量开发

环境的对比研究中
,

认真探讨历史文化名城与 建设成败 的关键
、
苏州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

旅游环境的关系
,

不但是发展名城旅游事业的 索
。

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
,

在其漫长的历

需要
,

其重要意义
,

还在于增强我们的名城意 史发展过程中
,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风貌
,

以

识
,

自觉做好名城的利用
、

保 护
、

开 发 和 建 其
“

鱼米之乡
、

文萃之邦
、

锦绸之地
、

工艺之

设
,

以适应改革开放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客观要 市
、

水乡之城
、

园林之城
”
的特色著称于世

,

求
。

为此
,

重点要处理好历史文化名城与旅游 获得
“

上有天堂
,

下有苏杭
”

的盛誉
,

成为吸

环境五个方面的关系
。

引中外游客的旅游圣地
。

镇江
,

也是有近三千

1
、

特色与环境的关系 年历史 的文化名城
,

素有
“

天下第一江山
”

和

特色是旅游的灵魂
,

环境条件又是旅游活
“

城市山林
”

的美誉
,

在创特色旅游环境中
,

动的前提
。

旅游环境应能达到
,

最好是高于一般 也作了积极的探索
:

形成了
“

三山
”

风景名胜

环境质量基础上
,

在某些方面更有其突出的特 区
,

.

南山风景旅游保护区
,

茅山风景保护区和

色
。

或者是风光绮丽
、

或者是 民族风情浓郁
、

或 宝华山自然保护区等四个省级风景区
;
有

“

天

者富于古文化色彩
,

或者洋溢着现代文明… … 下第一江山
”

— 北 固 山
、 “

天 下第一泉
”

每一个地区总应 当具有自己的特异之点
,

以此 — 中拎泉
、 “

天下第一楼
”

—
多景楼等三

形成 自已的
“

旅游形象
” ,

才能够提高 自己的吸 个
“

天下第一
” ,

有江天禅寺慈寿木塔
、

甘露

引力
。

苏州
、

镇江等历史文化名城
,

则是以它悠 寺卫公铁塔
、

西津古渡昭关石塔
、

鼎石山
`

僧伽

久的历史
、

灿烂的古代文明
,

荟萃众多的人文
、

塔等风景迥异的
”

四塔
” 多 有金山白龙洞

、

法

自然景观
,

令国际国内游客所向往
。

这两座古 海洞
、

焦山三沼洞
、

南山莲花洞
、

茅山华阳洞

城
,

`

它 们 具有以园林建设相烘托
、

真山真水 和高骊 山溶洞等充满神奇色彩 的
“

六洞
” 。

对

作 背 景 的 自然景观
,

和 已经充满着人的主观 于这些历史文化名城给我们提供的采掘不竭的

意 志 造 就 的人文景观相互溶合
。

既 有 天 然 旅游资源
,

我们要因城制宜
,

突出每个城市的

的
,

又有人工的 , 既有历史的
,

也有现代的多 个性特色来
。

苏州和镇江
,

同是历 史 文 化 名

既有物质的
,

又有精神的 , 自然风光
,

历史古 城
,

同类的人文
、

自然景观颇多
,

更需要我们

迹
,

风土人情
,

风味食品
,

民族的文化艺术
,

同中见异
、

走各自的路
。

没有特色
,

就失去优

现代的科学技术等
,

构成了这两座历史文化古 势
,

两地都雷同
,

谁也不稀罕
。

人们之所 以看



中国园林 7卷 (s ) 20 91
·

5 2

了苏州还要看镇江
,

道理就在于镇江能从本地

旅游资源出发
,

做发扬自己长处的文章
,

形成

了有异于苏州 的
“
山

、

水
、

古
、

洞
、

港
、

泉
,

的天然特色
。

如独特的
`

京 口三山
”

(金山
、

焦山
、

北固山 ) 和南山组成的
.
城市山林

”

特

色 , 由扬子江
、

古运 河组成的水上游览特色 ,

有古城风貌和悠久历史的文化古迹特色 , 有茅

山华阳洞
、

圈山七十二洞和高骊山溶洞等洞天

奇观特色 , 由镇江大港开放港口为主体的港口

旅游特色
,

不仅是国际游船进口的口岸
,

又处

于东郊景区之内 ; 还有金山
“

天下第一泉
”
和

南山虎跑泉
、

鹿跑泉
、

林公泉
、

珍珠泉等特色
。

通过发展同别地相 比特色鲜明
、

风格迥异而占

优势的项目
,

令游客所到之处
,

在头脑中产生

一个生动的形象
,

留下美好的记忆
,

满足其求

新
、

求奇
、

求异的心愿
。

这些
,

正是特色旅游

得以推进的功力
,

唯有如此
,

才能闯出文化名

城旅游事业的道路来
。

2
、

继承与创新的 关系

历史文化名城有悠久的历史 和一直延续不

曾中断内传统文化
,

有壮丽的山河与优美的风

光
,

对前人和自然的赐予
,

我们必 须 十 分 珍

视
。

事实上
,

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项目中
,

较

多利用的是文物古迹和自然风光
,

并且卓有成

效
。

否定历史的人必将为历史 所 否 定
。 “

继

承
”

在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开发中
,

固然十

分重要
,

但我们也不 因此放弃历史文化名城开

发旅游项目中的
“

创新
” 。

以苏州
、

镇江旅游

资源开发看
,

他们所依托的旅游资源
,

不都是

高等级的秀山丽水
、

名胜古迹
,

也不一定都在

著名 的风景区
,

也不都是结构精巧
、

造型优美
,

装饰绚丽的建筑物
,

在些看来平淡无奇而不显

眼的景物或地方
,

只要能刺激旅游爱好者的兴

奋点
,

展现他们极少见到的东西
,

都可以利用

来招徕游客
; 名城被用来观赏的吸引物也相当

广泛
,

既有历史的
,

一

也有现代 的
,

既 有 精 神

的
,

又有物质 的
,
凡是一切有益于游客心情需

要动机
、

身体需要动机
、

精神需要动机
、

经济

需要动机 的东西
,

都 可以巧妙地利用
。

因此
,

主观能动地创新
,

史共
一

仔举足轻重 的 重 要 作

用
。

如苏州新辟景点盘门
,

是吴王 阖间 三 年

(公元前 5 14 年 ) 伍子青所建
,

为苏州古 城 门

八门之一
。

他们巧妙地将水陆城门
、

瑞光塔
、

古石桥构成
“

盘门三 景
” ,

成为国外游客赞誉

古城苏州为
“

东方威尼斯
”

的杰 出象 征 , 再

如
,

根据苏州特色
,

创 建 的 戏 曲
、

刺绣
、

风

俗
,

丝绸博物馆
,

荟萃姑苏文化
、

追寻历史渊

源
,

被国外游客称为
“

东方博物馆之城
” 。

在

刺绣博物馆中
,

可以追溯苏绣历史
,

饱览苏绣珍

品
,

观摩现代苏绣制作
,

成为了解
、

欣赏苏州
、

苏绣的绝妙场所
。

游 客 还可以爱好需要
,
及

时选购到适意的精品
,

激发旅游者的兴趣
。

通

过对古城旅游环境的能动创造
,

让游客达到探

索奥秘
、

开阔视野
,

了解历史
,

增进知识之 目

的
。

古城镇江
,

亦可开辟丰富多彩 的 游 览 项

目
,

丰富旅游内容
。

比如
,

三山旅游
、

古街古

渡旅游
、

古典名胜旅游
、

自行车旅游
、

空海人

唐旅游
,

长江古运河水上旅游
、

新丝绸之路旅

游
,

江南农村旅游
,

以及钓鱼
、

烹饪
、

品尝水

鲜
、

书法交流
、

学太极拳等旅游项目
,

还可以

组织一些时令比的旅游活动
,

如 除 夕 金 山撞

钟
、

中秋赏月
,

元霄灯会 和各种旅游文体活动

等等
。

同时
,

还应更有一些创新
,

给后代留下

因为有了我们这个时代
,

而使历史文化古城引

以为骄傲的东西
。

这种创新
,

既包含着传统文

化
、

又体现 了时代精神的产物
。

如古城许多重

大经济建设项目
,

已经成为旅游资源
, 一些博

物馆从内容到形式也颇有新意
,

一些近
、

现代

史上的民族英雄
、

优秀人物事迹的陈列宣传
,

一些旅游设施在设计上别具一格等等
。

这些都

是良好的开端
,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

但要做的

工作还很多
。

3
、

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旅游业的服务对象是国际和国内游客
。

从

国际旅游业来看
,

世界旅游业的重心 已经向东

转移
,

亚太地区是一块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
、

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凝聚在一起的具

有吸引力的板块
。

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
,

打开

了对国际交往的大门
。

目前
,

上海浦东开发
,

又为苏州
、

镇江等文化古城旅游创造 了更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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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前景
。

所以
,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业
,

要注

重个性化 的发展
,

以特色旅游适应国际旅游重

心 的东移
,

同时
,

创造共性的旅游条件
、

满足

不 同层次游客的需要
。

为此
,

做好两个适应
:

第一
,

适应国际旅游形式向多样化
、

多层次
、

多功能发展
。

过去单纯地利用闲暇时间作游山

玩水式的赏景观光旅游
,

已逐渐被形式多样
,

内

容丰富
、

功能繁多的项目所代替
。

现代旅游者

中
,

不少是出于职业需要
,

进行贸易和商务洽

淡
、

出席会议
、

进行科技交流为主要目的捎带

旅游 , 在大量的旅游者中
,

他们在追求一个主

要游览项 目的同时
,

实际上并不排 斥 其 它 内

容
,

总希望多看一些
。

面对这种趋势
,

可以推

出一些会议旅游
,

古文化考察旅游
,

名城古建

筑旅游
。

如苏州推出的城市古典园林旅游
,

将

世界园林史上绝无仅有的江南园林
,

以其瑰丽

无比的色彩吸引着成千上万 的中外游客
,

为古

城旅游增色
。

通过文化古城复兴具有实用功能

和艺术魅力的古建筑
,

建立体现传统文化精华

的物质载体的同时
,

继承 和 开 发传统的民族

文化娱乐活动
,

将本地区和外域优秀的社会文

化
、

饮食文化
、

文学艺术
,

戏剧歌舞
、

商品技

艺等吸引集中起来
,

重新组合
,

形成广大游客

能普遍接受的共性化旅游项目
,

再通过公园
、

影剧 院
、

博物馆
,

文化馆
、

图书馆
、

游乐场
、

茶馆
、

舞厅
、

书店等文化设施
,

构成一个能够满

足人们消费游憩娱乐
、

交往
、

求知
、

审美等多层

次需求的文化生态体系
,

适应多层次游客的需

要
。

还可以利用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多种人文和

和自然旅游资源的优势
,

大力发展 外 向 型 文

化
、

经济旅游
。

这样
,

内容多
,

投资小
,

影响

大
,

收益好
。

还可 以对经济部门起 到 关 联 作

用
,

促进古城的对外开放步伐
。

第二
,

适应于

旅游服务对象的转变
。

主要是以接待国内游客

为主向国际游客为主的转变
。

苏州
、

镇江 目前

国外游客客源
,

依次一是港澳台同胞
,
二是 日

本
、

新加坡等东亚国家
,
三是美国 等 美 州 国

家 , 四是英国
、

法国
,

联邦德国等欧州国家
。

认真研究和创造能满足这些不同旅游者的旅游

项目
,
是建设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环境的重要

一坏
。

这些国际游客
,

尽管现代社会旅游者的

文化修养有不少相同之处
,

但由于他们传统文

化不同
,
对景物欣赏趣味不同

,

态 度 也不 一

样
。

港澳台胞怀念故土
,

日本人与中国传统文

化和习俗有较深联系
,

美国人喜欢怀古探奇
,

英国人向往海边
、

湖泊
,

法国人对清静幽雅 的

风景地感兴趣
,

德国人不太喜欢现代化的东西
,

如此等等
。

这 就 要 求 我们在坚持名城特色旅

游的同时
,

在坚持历史文化
、

环境美和设施配

套这个共性前提下
,

有针对性地办一些能满足

他们不同要求的项目
,

从而使不同兴趣的爱好

者的游客各得其所
。

这样实现个性与共性的统

一
,

提高景观价值
,

使游客的休息娱乐和观光

享受都得到相应的满足
。

4
、

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无论是多么宝贵的旅游资源
, “

藏在深闺

人未识
” ,

是不能为旅游业所用的
,

即使具备

了可进入性
,

一切保持原始状 态
,

也 并 非最

佳
。

以镇江而言
,

其景观是真山真水见 长
,

与

苏州等地以人工构筑的小型 园林为 特 点 的 格

局
,

另有观赏价值
:

焦山是嵌在长江中的一颗

明珠
,

山水相映
,

景色宜人 , 南郊风景区低山深

谷
,

曲径通幽
,

身临其境有脱俗的恬静之感
,

历代遗留下来 的古迹比比皆是
,

耐人寻味
。

虽

然这些景观
,

得天独厚
,

但也有保护与开发的

关系
。 .

天然
”

还需要
“

雕凿
” ,

但要凿得得

法
,

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于一体
,

达到
“

虽

由人作
,

宛自天开
”

的意境
。

使 自然之美更有

层次
、

更强烈
、

更完美
,

也增加了人文色彩
。

历史文化名城如果没有千百年来一代代人的努

力
,

是不可能有如此强烈吸引力的
。

当前
,

历

史文化名城主要做好四个方面资源的开发与保

护
:
一是己经开发的资源 多 二是正在开发的资

源 , 三是尚待开发的资源 , 四是湮没的资源
。

苏州
、

镇江具有许多历史名人故居 或 活 动 遗

址
,
具有独特风格的古建筑群

、

古井
、

古桥
、

古园林 ; 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 值 的 古 刻
、

碑

刻 ; 具有浓郁文化气息和地方特色的民俗景观

活动项 目等
。

因此
,

文化名城景观的开发潜力

是很大的
。

在这方面
,

苏州
、

镇江做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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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有成效的工作
,

但少数地方
,

在开发与保护

关系上
,

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

表现为存在破

坏性建设现象
。

在自然景区筑公路
,
抢地盘

、

搞建筑
,

炸岩石
,

毁植被
,

把优美的风景区变

成了闹市
。 “

城市山林
”

的南郊风景区
,

出现

了洋楼
,

游客难沐
“

南山烟雨
” ,

更无处可寻
“

招隐红叶
” ; 金山寺宇金碧 辉 煌

,

肩 摩 踵

接
,

一塔拔地而起
,

直指云天
,

是佛教圣地
,

“

山被寺裹
” , “

塔拔山高
”

的建筑艺术
,

在

佛教禅寺建筑史上独树一帜
。

但因儿童游乐场

一直修到寺院门前 福 童稚喧哗
、

似乎破坏了宗

教建筑所要求的经过重重 山门
,

步步登高
,

庄

严
、

肃穆
、

古朴
、

宁静的特殊意境
。

意境一旦

丧失
,

建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
。

在开发与保护关系上
,

对文物古迹维修必

须遵循
“

修旧如旧
”

的原则
,

任意更改便不是

保护而是破坏
。 “

西津渡古 街
” ,

六 朝 时 称
“

西津渡
” ,

历史上
,

为镇江南北江津的重要渡

口
,

也形成了一条热闹商业区
,

楼肆商行
、

市

崖繁盛
,

石板路上印着深深 的车辙印
,

堪称为

镇江
“

最古老的一条街
” 。

古街曾经修缮
,

但

古街上青古板连同深深的车辙印却不复见
,

代

之 以水泥路面
。

至使古街风貌大减
。

类似这种

修缮不当
、

造成的破坏不乏其例
。

也不应当将开

发误认为重建
。

当原建筑一无所有时
,

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
,

不妨重建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古

建筑 , 但尚有部分遗存
,

最好是原样保护
,

保

其古貌苍颜
,

更有历史价值和旅游效某
。

在一

定的范围内
、

也许应 当古就古到家
,

新就彻底

新
,

不能随意混杂
,

搞得中不中
、

古不古
,

新

不新
,

以致破坏了景观的和谐
。

5
、

景区与氛围的关系

历史文化名城的景区开发
,

以吸引力强
、

开发基础好
,

而且具有深度开发潜力的景区为

重点
,

并以良好的氛围烘托
,

突 出重点
,

兼顾

一般
,

形成有机的统一体
。

旅游环境对景区氛

围有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的要求
。

其一
,

在内

涵上
,

要求景区做到虚实相辅
,

相得益彰
。

悠

久的历史
,

孕育了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
,

赋予

众多景区以神奇的 传 说
、

故 事
。 “

无 名 不

景
” ,

名闻遐迩的景区
,

总是与大量的文学艺

术作品
,

民间传说故事相联系
,

镇江民间流传

的
“

北固山甘露寺刘备招亲
” , “

白娘子水漫

金山寺
” 、 “

梁红玉擂鼓战金山
” 、 “

乾隆皇帝

下江南
”

等
,

脍炙人口
,

家喻户晓
。

又通过文

艺作品
,

戏曲节目的广泛传播
,

影 响 到 海 内

外
,

成为激发游客兴奋点的
“

无形
”

的旅游资

源
。

这些传说与文艺作品
,

在旅游 资 源 开 发

中
,

在旅游环境创造中
,

运用得当
,

是经济
、

灵巧的做法
,

可以增添旅游情趣
,

给游客留下

想象的余地
。

虚实结合
,

天然形成
,

有实际形

象
,

有丰富联想
,

烘托景区氛围
,

创造深刻意

境
,

使景区出神入化
,

生动活跃起来
,

达到趣

味融融的境地
。

其二
,

在外延上
,

使各个孤立

静止的景点互相联结
,

众星捧月
。

形成重点突

出
,

主题明确的旅游线路
,

扩大主景点的效果
。

如镇江的
“

三山
”

风景区旅游从自然景观看
,

金山踞西
,

以绮丽著称 , 焦山在东
,

以古雅见

长
,

北固山居中
,

以险争雄
。

各自独立
,

互相

对峙
,

互为景观
,

而又以滚滚浩翰的长江
,

为

其共同的伟幕
。

从拜佛诵经
,

探究古典文化来

看
,

金山江天寺和焦山定慧寺又同是我国汉族

地区佛教国家重点寺院
。

这样形成的
“

三山
”

为一体的旅游线路
,

山光水色
,

佛庙殿宇
、

江

山相映
,

内涵丰富
,

形成著名的临江 旅 游 景

区
。

无论是作为宝贵的古典文化遗迹旅游
,

还

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自然风光旅游
,

都可以满足

游客
“

择善游之
,

采兴而来
,

尽兴而归
”

的需

要
。

又如
,

古典名胜旅游
,

可以将市区名胜与

郊县名胜连接起来
,

将陆地名胜与江湖名胜连

结起来
。 “

苏州— 吴县— 东 山— 西 山
”

游
,

就 开 辟 了 很 好 的先例
。

镇江的古典名

胜旅游也可以形成
“

江天禅寺
—

西津渡古街

— 超岸寺

—
昭关石塔— 镇江博物馆—

梦溪园— 定慧寺—
焦 山碑林— 郑板桥读

书处— 康熙乾隆御碑—
招隐寺—

昭明太

子读书处— 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茅山道院

—
宝华山隆昌寺

”

的旅游路线
。

这样
,

深化

景点意境
,

扩大游览环境
,

有寺有院
,

城乡结
`

合
,

浑然一体
,

增强旅游环境的吸引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