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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族特色小镇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创新设计研究
——以莲花镇为例

 

□ 赵美川

[摘   要] 旅游业的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势在必行。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是我国第一批特色小镇名录中唯一的瑶族特色小
镇，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在桂林全域化旅游规划下，本文从艺术设计角度分别对该镇3种类别的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创新设计，即建
筑文化旅游资源“求同”设计、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存异”设计和艺术文化资源“互鉴融合”设计，以期打造瑶族艺术特色小镇，
为瑶族村寨的文化振兴、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循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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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整合设计由Integral Design国际设计学会的创始人

和常任董事、德国斯图加特国立视觉艺术大学乔治·特
奥多雷斯库教授创立。他认为整合设计就是依据对产品
问题的认识分析判断，针对人类生活质量与社会责任，
就市场的独特创新与领导性，对产品整体设计问题提出
新颖独特的实际解决方法[1]。当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
阶段，在面对发展条件深刻变化、进一步发展面临机遇
与挑战的时代风云里，“整合”各行各业优势资源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战胜现实挑战的
“捷径”。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里，“整合”一词就分别在
第四、五、七、十七、二十、三十五、三十七、四十五
章，共计10次被提及[2]。可见，各行业资源的“整合”
发挥着凝聚合力、增强核心竞争力、续航奋斗动力的作
用，奔向“做大做强”的目标。我国文化旅游业资源的
整合是打造有文化目的的旅游体系，这不仅是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在文化旅游的愉悦氛围
中扩大内需，全面促进消费，加快促进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有力
举措。

2  莲花特色小镇文化旅游资源整合创新设计策略
文化旅游资源是指：“凡能被旅游业所利用来开

展旅游活动，能够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并能满足
旅游者对文化需求的各种自然、人文客体或其他因素都
可以称为文化旅游资源。”[3]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有建筑

文化旅游资源、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艺术文化旅游资源
3种类型。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作为广西第一批“国
字号”特色小镇，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在桂
林全域旅游规划下，整合小镇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展创
新设计，聚力打造其特色旅游链，实现特色小镇文化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桂林国际旅游名城影响力的提
升。莲花镇历史文化悠久，世代瑶民聚居，借鉴文化旅
游资源3种类型的分类，针对莲花特色小镇建筑文化旅
游资源进行“求同”设计、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存
异”设计、艺术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互鉴融合”设计，
以打造特色鲜明的瑶族特色小镇，进一步促进莲花小镇
的文化旅游业发展，巩固民族团结友爱、和谐发展的稳
定局面，助力乡村振兴。

2.1  建筑文化旅游资源“求同”设计
建筑文化旅游资源主要指民族特色小镇的历史文化

建筑和少数民族特色建筑，如古村落、少数民族村寨。
“求同”设计就是寻找共同点，追求共同利益。建筑文
化资源的“求同”设计，是秉持着留住“乡愁”的初
衷，尊重传统建筑文化，在保护好传统建筑风貌的原则
下，对民族习俗与当代生活需求实现功能上的“共存”
设计。

2.1.1  旅游环线链接特色建筑风格的串联式设计

莲花镇历史悠久，镇域内古村落、古建筑资源丰
富，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辖内国家级传统村落3
个（朗山村、高桂村、凤岩村），省级传统村落3个。
莲花镇的3个传统村落建筑保存完好，传统建筑屋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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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身都做得十分精致：悬山、披檐、挑廊、挑台、挑
柜，层层出挑，民居立面的造型自由多变；挑廊、垂花
柱与花窗的木雕丰富美观。依托莲花特色小镇的旅游背
景，各传统村落的建筑风貌和悠久历史成为重要的文化
旅游资源。在“求同”设计理念下，莲花特色小镇各村
落的特色聚落和建筑设计风貌的保留为“同”，在“旅
游”主线的“串联”下，将各村落建筑特色打造成一条
“多元一体”的建筑文化特色旅游线路。如朗山村平地
型古民居的精美，红岩村山明水秀的乡土气息洋房，门
等村、矮寨村的“九甲”风貌建筑，百年东寨村的“红
色标语”建筑等。这些村落都隶属于莲花镇，彼此相隔
不远，在“旅游”目标驱动下，在各具特色的建筑资源
助力下，打造“民族+生态+红色”的乡村旅游精品路线
切实可行。

2.1.2  民族生活习俗与当代生产需求的协调性设计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落后的基础设施是“空心
村”出现的主要原因。改善农村传统建筑的居住环境，
要与现实生活需求有效衔接，针对当地村民个人传统手
艺，如酿酒、陶艺、编织等，特别设计储藏、晾晒、展
示售卖的空间，只有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改善建筑功
能空间才能留住村民，留住传统手艺，留住乡愁。莲花
镇有着悠久的月柿种植和加工传统。传统的月柿加工技
术仅是将成熟的月柿人工晾晒，但随着现代加工生产技
术的进步，以家庭为单位在电动机器的辅助下将营养成
分丰富的月柿加工成月柿干、月柿果脯、月柿果酱等产
品成为现实，这就要在原有传统建筑的形制上，设计月
柿晾晒、加工和月柿成品展示的空间，以便月柿的加
工、包装和展示，促进销售。

2.2  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存异”设计
民俗文化是指“由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

承的民间社会生活文化”[4]。“存异”就是允许、包容
“异”质的存在，对“异”保留不同的意见，不求“同
一”。“存异”也是不同力量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基
础和重要条件。“存异”设计是在尊重少数民族习俗与
信仰的基础上，开展体现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包含地域
文化特征和符合现代审美意趣的民俗文化旅游项目。民
俗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常见的分类，可分为物质民俗、社
会民俗和精神民俗。物质民俗包含服饰、饮食等类型；
社会民俗包含婚嫁、传统节日等类型；精神民俗包含民
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民间工艺等类型。随着
社会的进步，互联网时代信息的融通，精神民俗已演变
成一种民族习惯，特别是在与旅游的融合下，其更表现

出强烈的民族艺术性，因此，本文认为精神民俗更适合
依托艺术文化旅游资源进行设计。

2.2.1  物质民俗资源与新时代生活需求的同步设计

恭城莲花特色小镇因瑶民的世代聚居，至今保留着
浓郁的瑶族传统生活习俗。在物质民俗方面，莲花镇的
瑶民从事着祖辈流传400多年的月柿种植与加工的生产
民俗；依然保持着自己手工刺绣精美的瑶族服装，在重
要节庆衣着瑶族服饰；坚持每天打油茶、喝油茶的消费
民俗。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社会的信息化和文化的多样
化，现代人们对审美标准的不断提高，物质文化需求日
益增长，物质民俗资源形态也迎来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通过创新挖掘新时代物质民俗资源“新造型”上的潜
力，以设计手法（解构、重构、特异等）为物质民俗资
源的“新运用”提供技术支撑，用形式美法则（对比、
协调、统一等）为其“新审美”提供保障。恭城瑶族自
治县于2017年起草《恭城瑶族自治县关于在全县推行着
瑶族服装的决定（草案）》，启动了瑶族服装推广的仪
式，以营造浓郁的瑶族文化氛围。为提高瑶族服饰与现
代生活需求的适应性，恭城县诚意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服
装设计系教授到恭城调研，在保留传统瑶服基本特点和
设计元素的基础上，对传统瑶族服饰设计进行改良，提
供适应现代生产、生活状态的新式瑶族服装设计样式。
莲花特色小镇作为体现恭城县旅游特色的窗口小镇，穿
着瑶服是瑶民祖辈的生活习俗，但穿着为适应现代生活
与生产而改进的新式瑶服，不仅是瑶族人民聪明才智的
体现，也成为莲花特色小镇亮丽而独特的旅游风景。同
时，在饮食类消费民俗里，莲花镇因盛产营养丰富的月
柿而得“月柿小镇”的美名。成熟期的月柿营养丰富，
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元素，如氨基酸、微量元素、膳
食纤维、黄硐类物质。近年来，陆续开发了月柿系列
产品，如柿饼、甜柿、脆柿、果脯、柿果酒、柿子醋
等，以此不断延长月柿产业链，提升月柿附加值，为
当地果农勤劳种植、智慧加工月柿而增收致富注入新
的动力。

2.2.2  社会民俗资源与新时代精神追求的契合设计

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人民的精神追求也不断进
步。在社会民俗资源方面，带有浓郁瑶族风情的婚嫁仪
式和传统节日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也是城
市游客探寻瑶族传统文化的切入点。在与旅游的融合
下，社会民俗旅游资源要充分重构其展演的方式，以通
俗易懂的表演形式、语言符号实现民族间的交流，收
获大众的文化认可。如可在莲花镇的展演节目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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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独特的新合过山瑶婚礼中娶亲与入赘婚的婚嫁
习俗。整个婚礼的流程与环节如下：出演年节走亲—唱
山歌—赶圩—定亲—料节（端午节、中秋节）和过年拜
年—送日子（决定迎娶聘金）—娶亲办酒—吐衣食饭—
“迎亲鸡”仪式—送亲、“开茶”—酒席第一轮（招待
需返程的远亲远客）—新郎的“回门”（如路程远则次
日）—吃“午饭”（新客）—背猪脚（次日）—夜唱山
歌。以戏剧化形式编排整个婚礼流程，在特点音符的演
绎下，在悠扬山歌中，游客深入体会富有瑶族特征的婚
俗。同样，瑶族的传统节庆活动，主要是祭祀祖先的活
动，如还盘王愿，大致流程如下：准备阶段（挂《三清
图》）—摆龙坛请神、开坛—安龙、出兵出将和回兵回
将—设“下席”，吃鼠肉，款盘王、唱游乐歌—唱盘王
歌、打长鼓舞，历时三天两夜。以上为瑶族典型的的社
会民俗，如将每一个环节都编排为展演节目，耗时太
长，耗资过大。因此要挑选其中“精华”环节进行艺术
编排和展演，如婚嫁仪式中的“娶亲办酒”环节，还盘
王愿中“唱盘王歌、打长鼓舞”的环节，将视觉、听觉
甚至是触觉（亲身体验参与）融合设计，以实现社会民
俗资源的舞台展演价值。

2.3  艺术文化旅游资源“互鉴融合”设计
艺术文化是一种由特殊的艺术符号（语言、文字、

动作、声音、线条、色彩）表达审美价值倾向的社会文
化形态。它是艺术活动发生的条件、环境，是艺术结果
的方式的综合体，是信仰、观念、情感、个性、行为习
惯等的总和。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中，从艺术表现形
式角度来看，传统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和曲艺等都
是历史文化艺术，成为今天旅游业宝贵的艺术文化旅游
资源。朴实、热情的瑶族人民用唱盘王歌、打长腰鼓
和吹笙挞鼓舞的歌舞形式庆祝丰收，感谢盘王的保佑
与庇护，举行“盘王节”，还盘王愿。为延续祭祀婆
王（盘王之妻三公主）的传统，举行九板婆王节。为
满足大家求福求子的愿望，开展抢花炮的花炮节等。
同时，瑶族人民采用中国传统绘画中工笔人物画的艺
术表现形式，绘制平地瑶族各类神祗形象及其活动的
长幅画卷——《梅山图》，以此来酬神还愿、祭奠祖
先。这些都是恭城瑶族古老、宝贵而独特的艺术文化
旅游资源。

2.3.1  跨界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发展

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各界融通、抱团发展成为
人类社会稳定的必然趋势。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跨界融合正是这一

理论与价值观念的践行。伴随着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只
有各界深度融合，资源共享，才能形成合力，推动创新
发展，形成世界影响力，成为文化强国。特色小镇的艺
术文化资源在旅游目标的推动下，打造有文化目的的旅
游，从食、住、游、娱、行、购六要素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随着近年大量资本与技术涌向旅
游业，艺术文化旅游资源也迎来跨界融合的“重构”
机遇。莲花特色小镇富有瑶族传统特色的歌舞艺术，
突破传统节庆表演的时节限制，沿用瑶族的长腰鼓、
芦笙等民族乐器，将民歌进行重新编曲，谱写朗朗上
口、利于传唱的旋律和音调。如吹笙挞鼓舞中的“行
路”“倒鼓”“对羊角步”“踏半蹲行礼”“正步半蹲
行礼”“招兵”等舞蹈动作，重新编排队形，运用莲花
镇的山水实景舞台、月柿果实为屏的生态舞台等，与舞
美的声光技术结合，营造浓郁的瑶寨虚拟环境，用形
象的艺术语言，艺术性地诉说瑶乡的历史故事和节庆
文化。

2.3.2  平台驱动，促进提质增效升级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
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5]古往今来，文艺都
以强烈的独特性、艺术性和审美引领着时代的潮流。当
今社会，互联网这一新媒介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使各行
各业产生广泛的联系，信息融通与资源共享成为新时代
发展特征。江南的乌镇、周庄、南浔等古镇因深邃的历
史文化底蕴、婉约的水乡风情闻名天下，也因互联网
平台下设计与运行其各自的旅游官方网站，使古镇走
出水乡，走向世界，打开了古镇的世界知名度，极大
扩展古镇旅游业的发展地带，大大增加古镇的经济收
入。恭城莲花特色小镇要扩大知名度、提升客流量，
须革新传统线下旅游运营模式，开发成“线上+线下”
旅游模式。从艺术审美视角设计莲花镇的旅游官方网
站，运用图像对小镇的历史文化、生态风光、民族风
情、“营养”月柿、“康养”油茶等进行生动、广泛
宣传。提供线上节庆活动咨询、旅游观光路线、展演
活动角色报名、民宿预定、特产销售等在线服务。同
时，专人管理网络平台评论区游客旅游意见的反馈和
评价，展开大数据的挖掘与分析，以此进一步优化旅
游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打造有“莲花镇瑶族文化”特
点的精品旅游项目，为闲暇的乡村旅游添加一抹浓郁
的乡愁，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打卡”，促进新时代
的民族团结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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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与粤琼两省新型城镇化对比策略研究
 

□  凌   琼     谢海强

[摘   要] 西部陆海新通道、北部湾城市群、北部湾经济区、珠江—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广西城镇化发展动力带来重
大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加速推进，大湾区建设将吸引更多的省内外人口集聚，城区镇区范围不断扩大。海南全岛建成自由贸
易试验区后，海口、三亚等中心城市吸引力显著提升，人口数量呈跳跃式增长。广西若要发挥新型城镇化对双循环新格局的战略
支撑作用，必须研判当前新型城镇化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问题，有效应对新时代新发展，持续推进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抢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带来的战略机遇，携手完善桂粤琼三省（区）合作机制，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桂风壮韵的新型城镇
化发展道路。

[关键词] 北部湾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型城镇化；都市圈

1  广西与粤琼两省发展形势及对比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

快速发展，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愈发频繁，广西与粤琼
两省常住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活
跃区域和大城市人口集聚效应凸显。

1.1  城镇化水平方面，广东城镇化率居于三省第一
广西与粤琼两省经济社会发展较快，进一步增强

了城市的吸引力，人口集聚效应显著，城镇常住人口持
续增加。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
广西常住人口达5012.68万人，比2010年增加410.02万
人，城镇化率从40.02%提高到54.20%[1]；广东常住人
口达12601.25万人，比2010年增加2170.94万人，城
镇化率从66.18%提高到74.15%[2]；海南常住人口达到
1008.12万人，比2010年增加140.97万人，城镇化率从
49.69%提高到60.27%[3]。广西与粤琼两省人口增量基
本呈上升态势，广东城镇化率居于三省（区）第一，高
于广西19.85%，广东城镇化率大幅度提升与广东经济
社会发展、流动人员的快速增长密切相关。但从经济学
方面而言，城镇化率提高到70%之后，进入了城镇化率
提升相对缓慢时期，意味着桂琼两省（区）有较大的发
展潜力和空间。

1.2  城市承载力方面，广西高速公路里程居于粤琼
两省中间

广西与粤琼两省加快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
城市轨道等现代化基础设施，区域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稳
步提升。2020年，广西货物运输总量18.75亿吨，港口
货物吞吐量4.69亿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616.99万标准

箱，高速公路里程6803km[4]；广东货物运输总量35.69
亿吨，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20.22亿吨，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6728.95万标准箱，高速公路里程10488km[5]；海
南货物运输总量2.07亿吨，港口货物吞吐量1.92亿吨，
高速公路里程1255km[6]。不管是货物运输量、港口货
物吞吐量，还是高速公路里程，广东都高于桂琼两省
（区），高速公路里程甚至高于海南9233km，广东畅
通国内国际物流大通道正在加快形成。

1.3  城镇生态环境方面，广西森林覆盖率居于桂粤
琼三省（区）第一

广西与粤琼两省对城镇生态环境保护标准更高、
力度更大。2020年，广西森林覆盖率达到62.50%，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9 7 . 7 0 % ，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率
96.60%[4]。广东森林覆盖率达58.66%，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95.50%[5]，城镇污水处理率（2019年）
96.72%。海南森林覆盖率保持62%以上，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率99.50%，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99.50%[6]。在
城镇生态环境方面，广东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广西植
被生态质量持续改善，石漠化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广西
森林覆盖率分别高于粤琼两省3.84%、0.50%，森林覆
盖率居全国第三，这是广西引以为豪的名片。海南在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率居于三省（区）第一，分别高于桂粤
1.80%、4%。

1.4  城镇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桂粤琼三省（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低于全国

广西与粤琼两省社会民生事业加快全面发展，
教育、养老等服务供给越来越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和

[作者简介] 凌    琼，南宁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城市规划师。
谢海强，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城市规划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