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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营造与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

余 佳

摘 要  场景营造对创造人地共生所需的文化空间具有形塑作用，是统合文化生产与

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机制。特色小镇是当代中国城镇化的一

种发展模式，既是打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空间支撑节点，也是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载体，同时还是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承接地。场景理论的应用，推动着特色

小镇的建设从以空间扩张为特征的第一阶段向以文化内涵建设为特征的第二阶段演进。城

市近郊特色小镇作为一种特色鲜明、要素集聚、宜居宜业、富有活力的文化空间，与城市的经

济文化社会发展存在诸多协同。在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

协同发展——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统筹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总体战略高质量落地的过程

中，以场景营造推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中主体价值的重点突出，避免特色小镇的价值分

散与符号游离，重视与城市主体文化生态的协同，强化空间规划和错位发展，围绕特色符号

构建产业价值链，是调整城乡产业空间布局、探索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新的理论

解释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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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起的特色小镇的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和新的历史时期创新探索和科学实践的产

物，作为我国城乡空间布局中一项重要的节点创新，特色小镇既可以布局于城市和郊区，也能灵活地布

局于农村地区，有利于充分发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①一书中所提出的马赛克功能，

成为打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空间支撑节点，是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政策

工具。

一个地方的特色凝聚着对该地区生活的整体反映，它既由地方历史来构成，也是地方文化的积淀，

更是民族的凝结［1］（P52-62）。前期发展经验表明，特色小镇既是一种产业的新型空间组织形式，同时也

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功能。在特色小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产业是其培育和发展的基础，但特

色小镇的本质并不是产业或者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特色地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平台。特色产业的集

聚有赖于特色地域文化的建设，同时特色小镇依靠特色产业形成独特而鲜明的竞争优势。特色小镇作

为集生产、生活、生态融合以及产、城、人、文四位一体的城镇化建设新模式，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

途径。借助场景营造，建设宜居宜业的特色小镇，能使人们在对地区文化价值和产业特色的综合感知基

础上，产生区域文化认同，这样就能增强地方对人才、产业等要素的吸附力，达到维护特色小镇持续发展

的目的。

① 20世纪末，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区域的竞争力是由地理上分布的马赛克决定的。本文中的马赛克指区域内具有产业集聚效应的特

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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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生产理论的当代发展和场景理论的中国化

区域发展的研究既受历史空间演变影响，也受到人地关系演变的影响。早期的区域发展研究，更多

注重传统的经济发展要素如土地、资金、技术、投资、管理等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带有明

显的物质要素传统和弱文化色彩。自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与米歇尔·福柯提出空间理论以来，

研究理论开启了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过程”的转变，涌现出了一批聚焦空间中的

社会现象的学者，并提出以下主要观点：马克斯·韦伯主张通过比较各类社区的结构、制度和生活方式等

来开展研究；扬·盖尔认为公共空间应当具有便捷、愉悦的感受等各种社交功能；帕特里克·盖迪斯认为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要积极地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有关地方认同、地方依赖、

根深蒂固感、地方依恋、地方归属等评价指标也进入了区域公共文化空间存在感的研究范畴。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文化空间的发

展，丹尼尔·西尔和特里·克拉克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出国际上首个

关于分析地方文化风格及美学特征对地方发展作用的理论工具——场景理论。场景理论提出借助文化

场景的塑造，形成抽象的符号感知信息，引导人们感受地域文化特征的魅力，从而形成对区域文化的认

同，提高地方的“吸附力”，吸引人才集聚并推动地方发展［2］（P5-16）。场景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元

素周期表”的设想，构建了以真实性、合法性和戏剧性为主维度，以本土的、理性的、国家的、少数群体的、

合作的；传统主义、自我表达、实用主义、超凡魅力、平等主义；亲善的、正式的、展示的、时尚的和非主流

的为次维度的场景维度分析体系。场景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嵌入地方场景中的文化内涵进行具体化

分析，提出通过文化价值观的构建，将其与地方发展、社会生活等产生因果关联，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

一种兼顾本土性和普适性的新工具与新视角，对中国文化空间生产的研究有很大启示。傅才武等运用

实证分析的方法，借鉴场景理论的维度体系和分析框架，对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开展了维度设定和场

景设计［3］（P38-43），将场景维度的设计本土化为物理空间、活动空间和机制空间；陈波等运用场景理论的

解释框架，开展了对公共文化空间感知与居民文化参与率的研究，提出应在文化表达、文化氛围等方面

丰富和完善公共文化空间，进而提高公共文化参与率［4］（P168-174）；吴军的研究认为场景模式中的核心

要素包括文化资本、居住社区、便利设施 、多样化人群等集合场景，以及场景中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生

活质量等［5］（P175-182）；祁述裕运用场景理论从社区空间、生活文化设施、多样性人群、文化实践活动、价

值观等五个维度研究了丽江大研古城酒吧、中关村创业大街咖啡厅和景德镇创意集市，认为不同的生活

文化设施所体现的文化在地性，展示了区域精神气质，是激发城市活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6］

（P25-34）；刘东超运用场景理论框架研究了南锣鼓巷场景的空间、设施、人群、活动、价值观和政策等六

种要素［7］（P35-40），学者们对场景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运用展开了探索。

唤醒、沉浸、凝视、互视直至认同，是辨识乡村文化的钥匙，在循环凝视下对本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巩固文化自信的内生机制［8］（P1-4），特色小镇的建设应着力保护乡村文化遗产和风

貌，以保留文化基因，传承文化记忆［9］（P1205-1212），通过构建系统性、明确性的“乡愁”符号体系，以具体

的承载环境来触发人们对乡愁的感知。商品化、舞台化的文化产品所体现的某些突出的当地特征会使

旅游者认可该产品的特色，展示民族身份，并满足旅游者的期望和提升地方文化的活力。旅游活动有助

于建立和划分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界线，也有助于寻找到共同的体验和价值。特色小镇的文化价值与

符号表达在城乡之间搭起了一座“互视”交流的桥梁。阳宁东、杨振之在《第三空间：旅游凝视下文化表

演的意义重解》中提出，在旅游凝视力的作用下，通过对原生文化符号的选取、抽离、改造等不同建构方

式，专为游客生产的文化表演，是族群传统文化与主流消费文化相遇及意义重生的空间，是民族传统文

化自我的现代性表述与主动建构。樊友猛、谢彦君从记忆符号梳理、展示主题定位和凝视目标强化等方

面，提出了乡村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型、乡村地方感培育、乡村文化记忆载体化及遗产的“展示—凝视”模

··31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2 期

式等建议。而“符号化旅游”概念中的东道主与游客的关系，则通过地域性资源的资本化策略、民族文化

的空间重构、符号化旅游的创造与激励等方式，最终走向平等对话。

社会进步是一个在特定空间内物质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持续不断地扩展、提升与转换的过程［10］（P60-

70），特色小镇是一个融合了多种要素的空间，它为建设主体、游客、地方文化资源与环境提供了一个相

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具体的实践场域，场景营造将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等之间的因果关联进

一步深化，共同构建推动地方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在全面深入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背景下，

特色小镇的空间生产和场景表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二、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的文旅融合转向与文化振兴

西方学者对于特色小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乌托邦与理想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被认为是现

代城市规划和特色小镇建设的理论源头，他提出建设城乡一体的社会城市，以破解传统城市人口过度集

中与乡村人口不断流失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特色小镇的建设成为调整城乡已有布局的切入点，其独特

魅力来源于各地区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因而，精研地方符号特色是小镇产业定位与培育和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从美国、英国、芬兰、日本等国家的建设实践经验来看，主要有艺术群落、休闲农业、遗产保护

等几类发展模式。

特色小镇的根基源自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农耕文明，它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文化景

观遗产”的定义，小镇是基于这一文明之上的符号系统。特色小镇的文化价值由其历史文化遗产、居民

生活场景与环境空间布局共同构成，是地域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区域，具有历史悠久、生态环境独特、文化

底蕴深厚的特点，拥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价值［11］（P37-42）。特色小镇的符号既是自我表达

的独立实体，又是“客体”凝视的投射对象。20多年前大规模兴起的中国特色小镇建设处于物理空间扩

张的时期，主要通过资金扶持、减免税收、调整区域内部的整体规划来实施，注重特色小镇的物质属性和

硬件设施的现代化提升，同时也要求特色小镇与当地经济、社会和旅游业的全方位对接和融合发展，凸

显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发展历史、民俗文化和特色生态环境等与众不同的经济发展要素，对特色旅游

产业项目进行规划与开发，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集城市旅游区、产业发展区、消费服务区和生活功

能区为一体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12］（P80-85）。

自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成为新时期我国地区发展的战略指引，

二者之间存在目标的一致性、价值的耦合性、功能的互补性和路径的相似性。特色小镇的建设进入到以

文化内涵建设为里、以文旅融合为表征的新时期，特别是文旅融合的价值取向、价值准则和乡村文化振

兴在文化认同、文化共生、文化共享上高度耦合，在推动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中呈现出高度契

合性。特色小镇作为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承接地，以文旅项目推动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居

环境等的改善，既提升了居民的经济收入和获得感，又引导游客获得文化体验，带来社会价值，实现文旅

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交融互馈。特色小镇的发展与建设应在培育优质特色产业的基础上结合城市与乡村

的优点，深挖基于文化历史、建筑风格、特色产品、风土人情等推动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价值

的传递，破解城乡关系中的二元对立。

城市近郊是城市周边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区域，随着现代城市的不断发展，古代那种以城墙为界划分

城区与郊区，并以距离城墙的远近来划分近郊和远郊范围①的模式逐渐被打破，中心城区和近郊、远郊也

随之发生动态变化。

已有的研究从受城市影响程度大小、景观风貌特点、文化生态系统、居民结构、产业结构组成等角度

① 《周礼·地官·载师》说，“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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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了城市近郊区的特点：城市近郊区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心城区交通接驳便捷，是城市风貌

和乡村风貌共同存在的区域，是城镇化进程中最复杂、也最富于变化的区域；城市近郊同时拥有城市生

态系统和乡村生态系统两种状态，并且同时受到此二者的影响；城市近郊的人口增长快于远郊地区，是

具有更加复杂土地使用性质的区域；从对城市旅游者旅游行为半径扩展的研究中发现，在大城市周围形

成了环城游憩带，休闲旅游成为城市近郊小镇的一种重要产业类型。城市近郊小镇是中心城区和远郊

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受中心城区辐射影响较大，是以文旅产业为核心，服务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使他

们既能感受历史悠久的地方传统文化，又能体验充满活力的城市现代文化的多样性的文化生态场域，是

特色小镇建设文旅融合转向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场。

三、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场景价值识别与场景维度分析

城市近郊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受城市规模大小、人口等数据的影响。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建设与中

心城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产业布局、人口密度、基础建设等方面存在诸多协同，把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作

为空间生产与场景理论中国化实践场的观察样本，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中的城市

近郊指的是紧邻中心城区、有便捷的交通条件、与中心城区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存在紧密联系、与城市文

化精神一脉相承且具有自身独特的符号价值的区域。

（一） 样本选择与场景价值维度指标体系构建

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全国 403 个特色小镇的类型、产业差异和空间分布来看，在中部地区

106个特色小镇中，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和江西分别拥有的特色小镇数为16、16和12个，这一区域特色

小镇主要的产业类型仍以第二产业为主。与长江经济带其它城市群，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的特色小镇

类型丰富不同，长江中游城市群特色小镇的“文旅”类型占比较大，如何将区域的特色文化价值转化为区

域发展的动力，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本文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公布的《长沙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融

合发展规划》①中提出的“一城一带三廊九区”的城市文旅最新空间格局，将位于长沙北境湘江古镇群区

域的铜官古镇作为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样本展开研究。基于铜官古镇整体情况，借鉴场景理论的文化

价值分析框架，构建铜官古镇的场景价值维度指标体系。

1.铜官古镇概况。铜官古镇位于长沙中心城区以北30公里处的湘江东岸，隶属长沙市望城区，面积

90.3 平方公里，总人口 5.2 万人，是由自北向南分布的铜官古街、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长沙铜官窑

博物馆、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旅游度假区等几大主要部分组成的特色小镇。2007年铜官古镇被列入湖南

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名录，2013年被评为“湖南省特色旅游名镇”，2015年被评为“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

镇”，2019年被列入湖南省首批十大特色小镇。

铜官古镇是中国最早的外销陶瓷产地，保留有窑火相传的地方文化，古镇境内有多处古窑遗址。铜

官窑（又称长沙窑）兴烧于唐代，于中晚唐时期达到鼎盛，有着“五大陶都”之一的美称，这里生产的陶瓷

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贸易货物之一。铜官窑的历史展现了长江中游地区传统手工艺的典型性和

敢于承接对外贸易的独特性，与“千年文脉、守正创新、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文化价值体系一

脉相承。它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与长沙的都市风格存在互补性和地理接近性，具有创建特色鲜明、示

范效应显著的场景驱动型文旅融合特色小镇的基础，本文将通过对铜官古镇的文旅资源如何实现与村

镇场景营造协同发展的研究，对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建设路径展开探索。

2. 铜官古镇场景价值维度指标体系构建。场景理论是用来分析区域文化舒适物，寻求破解模式化

发展困局的实证分析工具。本文借鉴场景理论的文化价值分析框架，结合长沙近郊铜官古镇场景营造

① 依据2021年12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长沙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中的“一城一带三廊九区”空间格局图，本文中的铜官

古镇属于九区之一，具备鲜明的城市近郊区的特点，是长沙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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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和中国传统语境的表达方式，将铜官古镇场景分析概括成“真、善、美”三个一级维度指标以及文

化记忆、传统观念、多元媒介、品牌特征、当代传承等15个二级维度指标来展开讨论（表1）。

在“真、善、美”三个主价值维度指标中，“真”可理解为真实性维度，指的是地方文化中根植于历史和

地理环境中所蕴含的独特性或标志性价值，用以存储和传承地方文化的景观或文化遗产，能唤起人们对

地方文化价值的回忆和认同。“善”可理解为合法性维度，指的是文化场景所遵循的传统理念以及伦理道

德，既有显性的人居环境、交通等生活设施，也包括约定俗成的规则、规矩、传统习俗等缄默性知识，是维

护地方文化和生活的公约民俗。“美”可以理解为戏剧性维度，是指文化场景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焦

点。铜官古镇场景文化价值的主维度与子维度均是“在场”的，人们通过对“在场”的文化遗产、自然景

观、节庆仪式、陶瓷产品等的感知，体验“不在场”的文化价值。

（二） 场景价值识别与各维度指标分析

丹尼尔·西尔等在他们的最新研究中，对场景表达的价值、实践、人群和地方等主要方面，进行了与

地方自身场景的历时性以及与他者的共时性研究，陈波等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场景成了统合

地方发展中文化生产与消费、激活多方主体参与的动力机制［13］（P66-80）。本文依据公开数据和实地调

研数据对铜官古镇的场景价值展开识别，并对铜官古镇区域内文化舒适物的场景表达展开分析，论证空

间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场景表达及各维度的指标特征，进而对场景营造推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展开

探索。

1.铜官古镇的场景价值识别。文化遗产或文化景观是一个地区历史上文化成就的剪影。由于历代

对于铜官窑遗址的干扰有限，这里的山体、水系、传统文化等要素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从表2数据可以

看出，铜官古镇至今仍保留有龙窑遗址、采泥矿遗址，以及一批作坊、码头、货藏、市场、墓葬等遗存，真

实、全面地反映了长江中游地区古代民窑制瓷基地的文化面貌。铜官窑在唐代青白瓷的基础上，创造性

地发明了高温铜红釉彩瓷，打破了文献记载中唐代陶瓷“南青北白”的格局，也是后世各类“中国红釉”的

基础，并创造了釉下多彩彩绘装饰。随着铜官窑陶瓷器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不断出土，以“模印贴

花”等制作技艺展现出来的“波斯—阿拉伯文明”中的特性文化符号，是唐代中原文化和源自古丝绸之路

的“胡风”进行融合和创新的证明，说明在距今1200多年前，深处内陆的长沙已然与海外开始了深刻的思

想文化交流，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独特价值。铜官古镇并不具备对外贸易的地理优势，但湘人敢于突破

表1　铜官古镇文化价值维度及其释义

主维度

真

（真实性）

善

（合法性）

美

（戏剧性）

子维度

本土性（身份标识）

族群性（文化记忆）

国家性（历史起源）

企业性（品牌特征）

理性主义（当代传承）

传统主义（传统观念）

领袖魅力（人居环境）

功利主义（生活设施）

平等主义（社区服务）

自我表达（节庆活动）

迷人性（传统仪式）

睦邻性（互动交流）

越轨性（多元媒介）

正式性（实体空间）

爱炫性（陶艺创新）

子维度解释

典型的、未受外地习俗浸染的当地特征属性（外销瓷）

不受全球同质化文化影响的当地传统（中国陶瓷）

具有国家印记的场所、参与市民生活的行为（中唐民窑）

团体的品牌、标志和文化标准化（模印贴花）

未被政治和商业影响的自发思考（制陶技艺的传承）

历史和传统的文化基底，影响当下行动的历史原因（窑业文化基因）

吸引人追随且与众不同的特殊品质（优秀的自然人文环境）

利益驱使下的生产力和产品附加值（便利的日常生活设施）

使所有人受到平等与公平的对待（社区服务）

依据个人的人格、独特的生活方式开展实践（传统节日）

耀眼、闪烁、魅力的自我展示（开窑仪式）

热情、关怀，强调亲密性与邻里关系的属性（亲子活动）

打破传统的属性（数字孪生）

高度仪式化、风格标准化的属性（遗址）

具有张扬的个性，愿意受人关注的属性（创新性）

舒适物设施示例

黑石号沉船出土陶瓷

唐代陶瓷

博物馆

铜官窑陶瓷制作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

生活器具

创客中心

小商店

统一门牌标识

元宵灯会

龙窑开窑

研学基地

数字体验与多媒体传播

龙窑与采泥矿遗址

艺术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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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勇于尝试的精神，让铜官古镇以生产者的身份，抓住湘江下游的一个洄水湾的优势，一路北上克服重

重困难，再沿着长江出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环，使得它在长江中游的古

镇中展现出鲜明的特色，生动地展示了长沙精神中开放创新的文化特点。

“器以载道”，铜官古镇的文化价值通过附着并固化于陶瓷这一物质载体之上，并以陶瓷的图案、文

字、器型、制作技艺、审美等来存储、传承属于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独特文化记忆。通过对古窑遗址、近代

工业遗址和现代主题乐园中所蕴含陶瓷文化的解码，将陶瓷文化元素进行符号化凝练。人们在进行文

旅消费时，这些陶瓷文化记忆被不断激活和回忆，在循环实践中完成重构。这一文化记忆在反复地被解

构—重构的历时性过程中，人们对铜官陶瓷这一文化符号完成了凝视、互视和观照的三重体验。铜官古

镇区域内，从遗址公园到博物馆，再到古街，随处可见的陶瓷制品，构成了“陶瓷—符号”这一双联体，窑

业文化深深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陶瓷符号展示了农耕文明中科技与文化的高峰：陶瓷器上的阿拉

伯文字与纹饰；刻有“美酒”“美人好春饮”“国士饮”等广告语的酒具碗底；写有“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

老”“悬钓之鱼  悔不忍饥”“天地平如水”等含义深远、语句优美的诗文壶，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智

慧，激起了我们对中外文化交流、农耕文明和乡愁的感知。铜官古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活化的历

史进程，自唐至今，几经繁荣又渐渐沉寂，不变的是这里不管何时都能保持窑火不断，这种与窑业密切相

关的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演变、凝聚、升华，成为一个地方特有的文化符号、地域知识和情感体

验，成为地方场景空间构建的精神内核。铜官的场景营造是从历史记忆到现实体验的重构，在这个活态

的历史文化空间里，文化遗址、现代创意产业等与居民的生活深度交融，无一不展示了这个区域所蕴含

表2　铜官标志性文化遗产、景观和艺术家工作室数据一览表

类别

本地特产

老字号小吃

艺术家工作室及

文创体验馆

博物馆

标志性市集

国家遗址公园

示范性非遗

传习所

传统工艺

示范性工坊

古代建筑

古窑遗址

近现代建筑

红色遗址

星级酒店

演艺中心

民宿客栈

娱乐项目

文化演艺

民俗街区

便利店

名称

铜官陶瓷

小钵子甜酒、坛子菜、小花片、芝麻豆子姜盐茶

泥人刘工作室、雍起林工作室、五行艺术藏馆、广华鑫、富兴窑、兆明艺墟、黄于纲—贾文广油画工

作室、谭异超工作室、周世洪工作室、金和浩工作室—王芳工作室

铜官窑博物馆、夏国安博物馆、金东老酒博物馆、矿物宝石博物馆、钱币博物馆、机器人博物馆、湖

湘名人馆、绣珍阁、铜官阁

创客中心、实践创新基地、中国铜官国际陶艺村

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泥人刘陶艺传习所、窖藏坛子菜技艺传习所

广华鑫陶艺坊、双华陶瓷

六家冲古井、守风亭、龙船巷子、东山寺、云母庙、洗笔泉

铜官窑、范家窑、窑头冲窑、花果窑、外兴窑、贡兴窑、义兴窑、仁兴窑、旺兴窑

供销社、铜官陶瓷公司下属 1-8 厂、木器厂、童车厂、轮渡码头、沙石船运输队、老电影院、老街派 

出所、铜官饭店

郭亮纪念园、袁仲贤故居、中共湖南省委旧址、刘先梅故居

丽景酒店、瑞景酒店、绿心谷酒店

铜官窑传奇秀、魔法釉·传奇、美丽湖南、黑石号特技秀、铜官水秀

老街民宿、陶乡民宿、新华联景区民宿等

5D影院、飞行影院、地下河漂流、童梦王国、冰雪王国

湖南花鼓戏、浏阳皮影戏、大唐乐舞、长沙弹词、口技表演、灯光秀打铁烟花

楚街、芙蓉街、铜官草市、舜子街、铜官美食街、春香街、弱柳堤、市场湖街、石渚草市

铜官草市华妹子便利店、南北便利店、美宜佳便利店等

数量

1

4

10

9

3

1

2

2

6

9

12

4

3

5

24

5

6

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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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时性特征。

2.铜官古镇场景维度指标分析。根据表1的指标体系和表2的主要舒适物数据，我们邀请了专家对

铜官古镇各场景价值维度进行了独立评价打分。要求专家在评价过程中依次浏览评价对象，对照评估

问题，对评价对象在各个维度的表现以1-5分赋值（1和2表示排斥和相反意见；3表示中立；4和5表示支

持和同意）。经回收并评估有效评分表7份，综合7份评分表计算平均分及变异系数。向相应7位专家反

馈第一轮评分情况并进行第二轮评分协商确认后，得到最终评价结果（表3）。

在真实性维度的评分中，我们观察到该维度下的子类别均获得正向评分。特别是关于文化记忆、身

份标识、历史起源和品牌特征等维度的得分为显著正向得分（得分均大于4），说明陶瓷符号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辉煌成就的标识之一，它将物质与精神、实用性与艺术性融为一体，既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

美特点又完美地承载了文化的变迁，成为中华文明与世界多种文明交流的历史见证。现存的多处龙窑

遗址和流传下来的饮食习惯，无一不标识着这里繁盛一时的民窑烧制历史，铜官窑瓷器更是涵盖有对外

贸易、实用之物与艺术之物等多重符号特征，陶瓷与饮食成为铜官打造真实性维度的“乡愁”符号体系。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戏剧性维度的评分结果中，关于多元媒介和陶艺创新这两个子维度的得分

低于其他三个维度，这表明铜官古镇的场景营造在不断推陈出新和把握新媒体浪潮等时尚元素方面仍

有更大的空间。当前我们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除突出陶瓷符号所具有的探寻传统文化、感受农耕文

明、寻找乡愁的目标吸引力之外，还应该加强创新，运用新技术、新媒介，创作新作品，以展现陶瓷在当代

生活中的新形象和吸引力。

在合法性维度的评分中，生活设施这一子维度的得分为最低分，这表明特色小镇的基础建设仍旧是

我们应该关注的基本点。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只有及时更新基础生活设施，加快缩小与便利的城市生活

的差距，建设更为宜居的环境，才能留住人才，为乡村振兴吸引游客。合法性维度中的其他子维度场景

中的文化符号均包含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每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了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在

清晰明确的符号指引下，帮助人们快速解码，并依据约定俗成的方式和睦相处和自我表达［14］（P139）。

四、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的场景价值强化路径

特色小镇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一种区域性空间与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其成长和发展需 

要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为前提，首要的条件即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便利的社区生活环境等，其次还包括

创业与创新土壤、人才机制、政策导向和地方的历史文化基因等要素［15］（P4-10）。特色小镇的建设是我

国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但同质化现象也开始显现。如何消除特色小镇在规划设计上的相

互模仿，向“小而精”“小而美”的发展转变？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依靠社会资本开展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

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从政策上和制度上加强对产业链的合作管理，激励创新，防止资本因为风险厌恶而

产生的相互模仿、创新不足的现象［16］（P2091-2104）。

进入第二个阶段，关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场景营造和产业价值链的传递，以文化原真性保护和文

化场景营造推动对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的探索（图1），有利于推进城乡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和探索

经济社会结构优化的实践路径。

铜官作为长沙近郊特色小镇的代表，与长沙中心城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的。铜官陶

瓷是湘楚文明中勇于创新精神的承载物，达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农业和手工业文明中科技与文化的高峰，

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激起了我们对中外文化交流、农耕文明和乡愁的感知，与长沙精神一

脉相承。运用不同的场景维度来进一步强化符号的意义，以加强和引导人们对地区特色符号的解读，让

符号的使用进入“文旅深度融合”过程，经人们的文化消费行为带动围绕陶瓷符号构建的产业价值链，将

第一、二、三产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完成价值传递，实现乡村振兴。

对铜官古镇场景价值15个维度的评价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符号内涵的锻造，是打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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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场景、创新文旅融合的基础，进而实现特色小镇建设的“小而精”“小而美”。在锻造独特的符号内涵

时，一方面应突出特色小镇的主体价值，另一方面应协同城市主体的文化价值，构成相互观照的同一

体系。

（一） 突出特色小镇主体价值，避免价值分散与符号游离

从符号文本的双轴关系来看，传统文化正逐渐因为新的符号组合规则而变为“宽幅”文化。由于参

与聚合轴操作的主体多元化，聚合轴上可供选择的符号变多，符号组合形式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文本的

聚合轴［17］（P166-172）。符号新组合规则不仅意味着符号形式（符号能指）的改变，文化符号蕴含的意义

（符号所指）也随之变化。传统意义上的逻辑被解构或重构，传统文化由一个自足的价值场域变为富有

生产性的“文本”，成为现代精神投射的符号棱镜。

特色小镇这一符号系统，应通过对原生文化符号的选取、抽离、改造等不同建构方式，展示不同的主

题定位；通过对客体凝视目标进行强化，以突出主体符号价值，避免价值分散和符号游离，在自身符号内

涵锻造的基础上，展开场景营造；通过建构公共文化空间来唤起人们的乡愁和对历史文化的记忆，促进

文化旅游从“体用二分”转向“体用一致”；通过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行为，让特色小镇的符号既是自我表

达的独立实体，又是“客体”凝视的投射对象。在特色小镇的建设实践中，一方面应允许文化符号从“窄

幅”向“宽幅”转变，对符号理解有更多选择；另一方面，也应该寻找符号的片面化价值，即找到“特色”，形

成刺点，让特色小镇的符号价值向纵深推进，带动相关产业价值流动。

铜官古镇的文化主体价值是陶瓷，它既受到六朝以来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又见证了由唐

代开始的海上陶瓷贸易。不同时期的陶瓷制品，是当时人们的生产力水平、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

仰等的实物证据，这种精神内核让铜官陶瓷具有强烈的文化张力，因此，这一区域其他的符号形式（如渔

稻符号、闲适的乡村田园符号等）应让位于陶瓷符号，突出运用陶瓷这一文化符号来联通铜官古镇在历

史、当代和未来的三种文化形态，以此打造小镇的主体价值，开发相应产业，实现价值链传递，并将其转

化为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 协同城市主体文化生态，强化空间规划和错位发展

长沙城市文化生态深植于湘楚传统文化，并具有开放创新的城市性格。当代长沙一方面保持中心

城区“老长沙”的底蕴，另一方面结合城市的有机更新，政府各部门大力引导，在以湖南卫视为首的一大

批传媒企业以及新晋网红企业的合力打造下，展现出了“灵气闪耀”的青春时尚风貌，成为全国首批青年

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同时也是近五年来游客出行的热门打卡地之一。铜官陶瓷所表征的民众生活也

在社会发展的历时过程中不断演变、凝聚、升华，它是长沙城市主体文化生态群落中一个充满活力的组

成部分。文化群落特有的意象符号、地方性知识和情感体验，恰恰是铜官古镇陶瓷符号的精神内核。基

于这一精神内核，在空间规划方面，铜官古镇要协同长沙的主体文化生态，着力突出自身优势，与长沙城

图 1　城市近郊特色小镇乡村振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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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文化空间规划错位发展。从“符号性消费”行为对旅游地的社会建构角度以及文化心理学的角度，

通过对旅游产品设计的不断推陈出新帮助游客不断更新对旅游目的地的重游期待，从而影响游客的重

游行为，进而持续丰富游客对目的地的地理想象［18］（P38-48）。从“体验经济”的理论角度，消费者的需求

发展经历了从“量的满足时代”到“质的满足时代”再到“感性满足时代”三个阶段。在第三阶段，产品被

符号化并被注入情感元素，进入“文化化”的过程，成为吸引和引导消费人群的注意力继而满足其消费心

理体验的载体［19］（P28-39），提示了我们应在“体验经济”背景下协同城市主体文化，对特色小镇的旅游情

景进行规划与项目体验设计。

铜官古镇所蕴含的文化记忆与场景营造所强调的地理空间是深度契合的，运用好铜官陶瓷的符号

价值，无论是对探寻文化交流，还是对感受农耕文明、寻找乡愁的居民和旅游者都具有极强的目标吸引

力。在城市近郊特色小镇的建设中，要抓住当代长沙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机遇，利用文化场所互联互

通和文化场域交互开放的特质为特色小镇带来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打造基于主体价值的符号 IP；运

用信息传播的人格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催生新一轮文旅体验革命；利用网络文化内容生产带来文化制

造的创客革命、分享经济等触及美好生活的“体验空间”，催生新兴的泛文化生活服务产业，以实现文化

价值的输出，推动产业价值流动。

在都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碰撞中，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既有被动的响应，也应该在梳理和保护自

身文化原真性的基础上主动营造自身特色，实现乡村文化多元融合复兴［20］（P95-108）。在文旅融合和乡

村振兴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中，城市近郊特色小镇建设应以文旅融合为桥梁，以“锻造符号价值、标出符号

价值和输出符号价值”为目标，以丰富城市文化生态系统和突出特色文化场景营造的手段，协同地方政

府、社会资本、本地居民、艺术家和游客等多方力量，努力推进特色小镇这一场域的文化生产、产品生产

和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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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Cre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ignature 
Towns in Peri-urban Areas

Yu Jia （Changsha University）

Abstract Scene creation has a shaping effect on the creation of cultural space needed for the coexis‐

tence of people and land, which serves as an intrinsic motivation mechanism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integrating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activat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entities. Signa‐

ture town construction is a development mod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ization, which is not only a spa‐

tial support node for the two strategies of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an impor‐

tant carrier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s well as a springboard for rural revitaliza‐

tion empower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Scenario theory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

tive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from the first stage characterized by spatial expansion to 

the second stag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values into the driving force of local development. As a kind of cultural space with distinctive fea‐

tures and factors gathered, desir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and full of vitality, there is quite a lot of synergy be‐

tween suburban signature towns and urban areas in terms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moting with high quality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

tion-metropolitan areas-center cities-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large, medium and small cities-signature 

towns-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highlight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ignature 

towns with scene creation, and avoid any distractions or semiotic diversions;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its coor‐

dination with urban host culture in terms of space planning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to adjust the spa‐

tial layout of urban-rural industries to construct its distinctiv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It provides a fresh theo‐

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the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peri-urban; signature town;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scene theory;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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