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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游开发角度对永宁州古城发展建设的思考
□  秦春林   王文南

[摘  要] 永宁州古城是长江以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城之一，周边原有的远山近水自然生态环境、古城中传统建筑格局基本保

存完好，城内老百姓的生活平静祥和。本文分析永宁州古城资源的现状和特点，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提出永宁州古城保护与发展建

设的基本思路，以及对古城周边环境、城内建筑、古城墙等主要节点的保护与开发建设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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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永宁州古城的历史
永宁州古城位于广西桂林市永福县百寿镇北端，距

离永福县城50千米，距离桂林市80千米。永宁州古城

原为古田县治所在地，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升为

直隶州，改称“永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

后经历并县、撤乡建镇等多次变迁[1、2]。

在古代，永宁州是广西原首府桂林向西、向南进入

广西八桂大地的必经险要地段，两面的天然河流为护城

河，四周数十千米高山峻岭，仅有一条古道从峡谷中穿

过，是桂林西向、南向控制八桂的咽喉以及桂林西南面

的屏障，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军事重地，历史上每一

次的改朝换代，永宁州古城都会成为充满硝烟的战场。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水系，使永宁州古城在明清时

期成为桂林向西、向南水陆交通的交会点，南来北往的

商贾，车水马龙，十分繁华，然而现代化的公路、铁路

修通后，这里逐渐变得萧条。

2  永宁州古城的现状
永宁州古城自建城以来，历朝历代在城内建设众

多衙署、宗祠、庙宇、会馆等建筑。由于历史久远，战

争、火灾等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除了古城的城墙和4

个城门城楼基本保存完好外，城内原有的古建筑基本消

失了，仅有小部分遗址尚存。

目前古城内的建筑情况：有一所小学、一家粮食管

理所及附属仓库，70多户民居住宅，两三层民居多建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古城内最高的建筑为小学3层教学

楼。建筑大多以白墙青瓦为主，以黑、白、灰等色彩为

主色调，局部配以砖红色、咖啡色、木色。相关部门对

古城内部建筑的维修与新建，进行引导和控制，对建筑

高度控制比较严格，但未对建筑形式和外观加以控制。

由于缺乏对新建建筑的有效控制，新建建筑影响古城的

风貌。因建筑的相关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原因，较多的

老旧建筑正在逐步破败，古城内部居住的人口也在逐步

减少[3]。

永宁州古城墙始建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至

今已543年，古城墙为土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

改砌为石城，之后历经多次改建和扩建。现存的古城墙

于明嘉靖至清咸丰年间重修，高3.7米，厚3.2米，南北

长467米，东西宽173米，城墙内面积约8.08万平方米，

城墙用长方形料石砌筑，是长江以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

明代古城墙之一。2013年5月，永宁州古城被列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15年6月起，永福县政府向国

家有关部门争取资金1245万余元，按照“修旧如旧”

的原则，开始对永宁州城古城进行保护修缮工作，陆续

对永宁州古城的4段城墙、城墙下的青石板路、文物建

筑、石拱桥、护城河堤、国殇坛遗址等13处文物建筑进

行维护[4]。

3  从旅游开发角度对永宁州古城发展

建设的思考
3.1  基本思路
目前，永宁州古城的旅游活动还未正式开展，有较

多游客慕名来到古城参观和游览，永福县计划对古城进

行旅游开发。

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出发，对于目的地的开发应在

分析和挖掘自身资源特色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居民、游

客的需求，形成独特风格的景观与活动，才能更好地保

持持久的吸引力。从永宁州古城的发展以及遗存可以看

到，永宁州古城具有自己的特性，在历史上永宁州古城

因军事目的而兴起和存在，历经了500多年的战火与硝

烟，大多数历史痕迹基本消失。古城墙的历史遗迹最为

突出。在古城的发展中，与军事防守目的并存的是城内

老百姓500多年来的平静祥和生活，今天，当永宁州古

城的军事防守功能结束时，城内老百姓平静祥和的生活

依然在延续。

从永宁州古城的资源特点来看，古城墙的历史遗

迹和城内老百姓平静祥和的生活情景是吸引游客的两个

亮点。人们到永宁州古城旅游，一是为怀古，缅怀古城

的历史；二是为观今，感受今天古城的发展现状和城中

老百姓的生活内容；三是通过怀古与观今，学习历史文

化，达到知识的积累和自我思想文化意识的提升；四是

通过在游览过程中与历史、大自然、当地居民和游客的

交流，感受身心的放松与愉悦。

因此，结合永宁州古城资源的特点和游客需求，从

旅游开发角度而言，永宁州古城发展建设的基本思路一

是严格保护古城墙等文物古迹，让人们缅怀历史，铭记

历史。二是积极营造良好的居住生活环境，打造友好的

旅游环境氛围。让城内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提高居民的

幸福感，让平静祥和的古城生活气息得到延续。加强文

物保护，提高当地旅游经营者的热情度以及居民对于游

客的友好度，增加旅游的吸引力与游客的满意度。三是

在充分分析和挖掘历史传统、资源特色的基础上，结合

自身的特点，营造旅游活动空间，开发旅游活动项目，

为居民和游客打造一座独具永宁州古城特色的幸福旅游

小镇。

3.2  主要节点的保护与开发建设
3.2.1  古城外部周边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建设

永宁州古城外部周边环境的地形地貌独具特色，

对于外部周边环境的描述，当地古诗写道：“好个永宁

州，江水两边流，五马临江走，三星水面浮”。江水指

古城东侧的东门江和西侧的溪水，五马指永宁州四面5

座山，雄奇俊秀像高高昂起的马头，首尾相连，三星指

古城北门对面的东岭山头建的3座宝塔。今天，除了3

座宝塔已不存在，古诗中所描绘的古城与自然环境和谐

相融的山水城的生态格局依然清晰可见、完整保留，远

处青山环绕，清澈的江水从古城两侧流过，河岸蜿蜒曲

折，较好地保留了自然河岸的生态景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中

指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是指对文物保护单位本

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文物不是孤立

存在的，周边环境也是文物的一部分，体现了文物的性

格和特征。对于文物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文物本身，更

要保护文物所处的周边环境，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遗存的古城墙是永宁州古城的核心文物，

除了古城城墙、城内的街巷空间、城外的近水远山是永

宁州古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厚重坚固的城墙、四周延

绵的群山、清澈的流水、城内纵横的街巷、不急不慢的

古城人穿梭的身影，共同营造具有桂林、永福秀丽的山

水环境特色、生活气息浓厚、写意的中国水墨山水画的

意境，这种意境是这一座古城独具的，在古城的开发建

设中，应着重给予保留与延续。

因此，对于永宁州古城的保护与开发，既要保护

永宁州古城城墙以及城内的整体环境，又要保护永宁州

古城周边整体山水的环境，才能保护永宁州古城的整体

风貌。在今后的古城以及百寿镇的规划与开发中，古城

的外部环境要注意维护永宁州古城与周边山水的和谐关

系，维护“青山绿水城郭”的自然山水的生态建筑格

局，控制古城周边建筑的层高，让建筑掩映在绿树丛

中，保留从城墙上眺望近水远山的城镇天际线的景观效

果。维护古城东侧东门江与西侧溪流的水质、自然的生

态堤岸状态，禁止对堤岸进行大规模人工改造，两岸20

米内禁止建设活动等。

3.2.2  古城内部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建设

永宁州古城的内部建筑环境现状：原有的古建筑已

基本消失，仅有小部分遗址尚存。现存建筑为20世纪

五六十年代两三层的民居建筑，尽管单体建筑的文物价

值较弱，且对古城体量与风貌有较大影响，除了小学、

粮食管理所外，古城南部依旧较好保持了古城建筑的布

局结构、肌理，街道尺度感并未受严重的破坏。

基于永宁州古城中建筑的现状，在古城发展建设

中对建筑的开发建设，要尊重历史，保留历史的基本原

则，为现代居民的生活服务。对于遗存的古建筑遗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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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应尽可能保护，不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进行恢

复重建。因现代修建的仿古建筑在建造工艺、历史价

值方面无法与古建筑相提并论。在开发建设中，注重保

护、保留原有古建筑遗存的遗址或者遗迹，给人们在遗

址或遗迹的尺度以及残存的厚重基石等片段的建筑语汇

中，留有更多的想象和发挥空间感受历史。也可在遗址

或者遗迹的基础上，通过现代的电子媒介的图片、视

频、光影等效果，模拟和再现遗迹上曾经的建筑，感受

古城建筑的历史辉煌。

古城中的民居建筑由于建筑年代较长，许多建筑外

观与内部问题急需维修或新建。为了保持古城整体的建

筑景观效果，在民居建筑的维修和新建过程中，应给予

必要的引导和控制。首先，注重维护古城内部现有的整

体建筑格局和布局结构，特别注意维护古城南部片区尚

存的古镇肌理，保持街道与建筑物的走向方位、宜人尺

度与古朴外貌，不得随意扩大建筑占地面积，以维护街

道空间尺度。其次，对于民居建筑的建设，无须按照同

一个模式和尺寸、色彩等建设，此种做法容易导致古城

风貌的机械与单调。在总体规划建设中，做好引导和控

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控制建筑的层高，参考古城墙及城

楼高度，建议限定居住建筑高度不超过8米，宜为两层

坡顶建筑；鼓励传统院落建筑的组织方式，以古典手法

建造新建筑、传统元素与现代建筑手法的融合；对于建

筑的外观禁止以光面瓷砖贴面，建筑的外观色彩延续现

有建筑的黑、白、灰等古朴的主色调。总体上保持古城

传统建筑的格局与风貌，与古城墙风貌相协调。

同时，在建筑工程的建设中，有意识地保留和恢复

原有古城建筑的特色设施和功能，并根据旅游发展的需

求，为旅游活动的开展服务，既体现古城的传统特色，

又让传统民间文化得以保留与延续。如，在永宁州古城

中，以前在街道两边，家家屋檐下都砌有约三尺高的铺

台，铺台上，晴天放一桶茶水，桶中搁带长把的小竹

筒；雨天则放斗笠，路人经过，口渴时，可喝上一筒清

凉茶水，下雨时可取用屋檐下的斗笠。这种传统在古城

中代代相传，如今在一些旧时的铺台上，依然可以看到

放置的茶水桶和斗笠，在永宁人的心目中，与人方便即

是与己方便。一桶茶水、一个斗笠，体现了古城中纯朴

的传统民风，值得在今天的古城建设中延续，为居住在

城里的人们、四方的游客服务，让古城的优秀的传统文

化在民众的生活中延续和传承。

在古城的建设与旅游开发中，在沿街店铺门前恢复

铺台，在铺台上放置人们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如直饮水

的饮水机、雨伞或者一小包纸巾等，为大家提供服务，

给大众带来便利。物品的放置与造型，可结合旅游环境

造景与宣传，如在饮水机套上传统茶水桶的造型，铺台

上可放置传统的茶水桶和斗笠作为装饰，增添街景的传

统气息。放置的雨伞或纸巾等物品，可为永宁州古城印

制logo标志，给游客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3.2.3  古城墙的保护与开发建设

古城墙是永宁州古城的核心景观和文物，对于古城

墙的开发与建设，要严格根据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与修建

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禁止一切破坏古城墙的行为，在保

护与修复的同时，结合古城墙的历史和文化，适当地开

发一些活动项目，让古城墙用起来、活起来，为人们的

生活与旅游活动服务，让人们更多地接近古城墙，了解

古城墙，让古老的城墙焕发出生机，体现出古城墙的历

史的价值和现代的意义。

古城墙东面的东兴门外原是一个码头，现古城墙上

还刻有“义渡”两字。据当地老人说，以前为了方便人

们到永宁州办事、赶圩，船家不收取渡河费，由官家发

放[5]。义渡公益性活动在永宁州古城自古已有之，而该

传统正是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旅游活动中，希望看到和

延续的优秀传统。目前，永宁州古城的城墙和4个城门

城楼保持完好，通过修复，城墙可提供人们攀登远眺和

停留，而古城墙上视野开阔，四周景色宜人，是一个吸

引眼球的亮点。在古城墙的开发建设中，适当开发公益

性活动，让人们在登临城墙，怀古观景的同时，感受永

宁州优秀的传统文化。

利用永宁州古城墙和城楼的空间，做开放性的公益

图书馆，城楼作为藏书室以及室内阅览室，广阔的城墙

是一个开放的、大自然中的阅读室，当地居民和游客可

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图书馆书籍可采用公众捐书的方

式收集，以民间组织聘请热心人士以做义工的方式自愿

参与图书的管理。

公益图书馆的建设，可以丰富古城居民日常的文化

活动，让居民有一个学习和聚集交流的空间，营造学习

氛围，有助于古城的孩子走出家门，暂时远离手机、电

脑等电子设备，走进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徜徉在知识

的海洋中，感受古城的历史文化。当孩子们走出家门、

远离家乡，古城墙上的那一份乡愁的记忆会深深地刻印

在他们的心中，激励他们积极向上、努力工作与生活。

古城墙图书馆，让游客在登临城墙，观远山近水城郭的

同时，停下匆匆的脚步，做片刻的停留、休息，或回

味、思考。在偶尔的间隙，与身边的游客、居民做几句

简短的交流，感受当地生活，融入当地生活。

永宁州古城在历经500多年战火与硝烟之后，古城

墙保存完整，古城中传统建筑的格局与肌理依然保存完

好，周边原有的远山近水自然生态格局基本未受破坏，

城内老百姓依然保持着平静祥和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

式。在古城的发展建设中，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前提下，

注重保持古城特有的传统风貌，结合古城的历史文化传

统，为古城居民打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为游客营造别样

的、专属于永宁州古城的景观，让古城焕发生机，更好

地延续历史、服务今天，创造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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