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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阐述古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以北京宋庄为研究对象展开实地调查，分析了乡村

振兴背景下宋庄镇的发展现状以及在推进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了对

策和建议：在保留宋庄镇原有文化资源的条件下，完善其人才管理机制，留住人才、挖掘本土特色，构

建艺术生态系统、优化产品板块，增强品牌效应，以推动古村落高质量发展。文章可为我国以艺术发展

为特色的古村落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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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expound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ancient villages, this paper takes Songzhuang, Beij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c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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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a field investigation,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Songzhuang Tow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
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provide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se problem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etaining the original cultural resources of Songzhuang Town, the tal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should be improved, talents should be retained, local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explored, art ecosystem should be built, product sector should be optimized, and brand 
effect should be enhance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ncient villages.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ancient villages featuring artist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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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宋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因艺术事业而闻名，被称为“艺术家的梦工厂”。画廊、艺术馆、艺术家

工作室等艺术资源的入驻让这座小镇变得独特，除了画廊，还有不少艺术体验馆、书店、咖啡馆、艺术

餐厅，艺术氛围直接拉满。但近几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宋庄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过度商

业化导致资源成本上升，不少处于起步阶段的艺术家搬离宋庄另寻出路，艺术创作活力的减少也使得宋

庄的文化模式逐渐同质化，缺乏创新点，对游客的吸引力大大减少，这些都使得宋庄的魅力大打折扣，

逐渐失去原有特色。 

2. 研究背景 

“文旅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1]。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对文化体验需求的增加，古

村落的文旅融合成为当下旅游发展的新趋势。古村落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传承着中华

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既具有自然景观的属性特征又承载了

丰富的历史和社会文化信息[2]。 

现如今，古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效果显著，越来越多的古村落进行资源开发。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使得乡村的发展变得尤为重要。为响应国家政策，让艺术村庄重新焕发

活力，宋庄利用它已有的丰厚资源，创新治理方式，实现文旅融合新发展。 

3. 宋庄文旅发展状况 

宋庄镇域面积 115.2 平方千米，是北京市首批确定、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的特色小镇。2023 年，宋

庄镇以艺术原创资源为核心，壮大“艺术家核心资源”，发展“艺术教育、艺术交易、艺术文旅、艺术

科技”4 大重点产业，强化“活动、品牌、环境”3 项支撑措施，构建“1 + 4 + 3”产业发展体系，艺术

创意小镇发展实现提质升级[3]。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宋庄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满足亚文化群体在经

济快速发展之下的精神消费需求。至今，宋庄建立了以艺术创意产业为核心，同时发展视觉艺术产业和

时尚艺术产业，并辅以艺术体验、艺术旅游和艺术会展等支撑的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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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至 2035 年期间，宋庄将借助政府政策的支持，重点发展艺术创意、综合服务、国际交流

和生态休闲四大主导功能，将宋庄建设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生态与艺术交相辉映的艺术创意小镇，打造

以艺术创意为主导，集艺术创作、展示交易、艺术体验、休闲旅游等为一体，辐射北京、领先全国、面

向世界的艺术生态文明创新示范区。作为国内艺术家向往的胜地，宋庄经过近四十年发展已经成为北京

文化产业中独具特色的“标志”之一[4]。 

4. 宋庄文旅发展存在的问题 

4.1. 艺术人才流失，缺乏管理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相关人才的持续推动，在乡村振兴日益被国家重视的当下，如何进一步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强化乡村振兴中人才队伍发展效能是每一个古村落发展都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有必要

对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内容、过程进行分析，以便使人才队伍更好的助力古村落的发展。北京宋庄是一

个有着千年历史得古村落，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一直都发展得不错，但是随着其发展的不断壮大，

许多问题也随之产生。 
现有的艺术人才流失日益严重：随着北京宋庄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北京艺术区的兴起和中外资本的

大力介入，其发展越来越艺术商业化[5]。毫无疑问，这与许多因为想找一个艺术圣地而来到北京宋庄发

展的艺术家想法相背离，今日商业化的宋庄已经不再是许多知名艺术家寻找栖居地的首选。同时随着其

发展越来越商业化和三年疫情的影响，原来留在北京宋庄的一些艺术家也开始离开宋庄重新去寻找一个

令他们满意的栖居和发展之地，这导致北京宋庄现有的艺术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 
人才结构失衡：北京宋庄的发展定位是以艺术原创资源为核心，打造重点特色艺术小镇。因此艺术

人才应该是其发展最重要的人才资源，但是随着其发展的壮大和商业化，艺术人才正在慢慢的流失，而

商业化发展的人才，如投资商等却大量涌入。商业化人才的涌入加剧了北京宋庄的商业化，对其艺术发

展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甚至抑制了其艺术发展。因此北京宋庄的人才结构存在失衡的现象。 
人才培养与引进不足：北京宋庄在发展之初较为重视艺术人才的引进，但随着其发展有了一定规模

以后，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便开始松懈，尤其是近年来在现有艺术家不断流失的情况下更加突出了其

艺术人才培养与引进的不足。 
缺乏系统化的人才管理机制：北京宋庄艺术人才不断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其缺乏有效的系

统化人才管理机制，对现有的艺术人才、商业化人才等管理存在不合理之处，从而导致了北京宋庄的人

才结构失衡[6]。 

4.2. 同质化严重，缺乏跨文化融合 

宋庄艺术小镇是一个集聚了大量艺术家、画廊和艺术机构的地方，其文化氛围浓厚。自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宋庄成为众多艺术家的创作基地和艺术展示平台。这里拥有丰富多样的艺术创作和表达形式，

包括绘画、雕塑、摄影、装置艺术等。艺术家们在这里探索创新、展示才华，并与观众进行交流和互动。

随着宋庄艺术小镇商业化的发展，文化方面呈现出同质化的现象，本土文化被外来艺术所取代。出现同

质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设计单位、项目主体对古村落的当地特性挖掘不够，只是单纯地追求项目新颖性，

忽略项目的适应性问题[7]。 
本土特色是指一种地域性文化或艺术风格，与特定地区的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文化适

应里更强的原文化偏好会形成更为明显的内外群体划分，造成村民更强的内群体认同和凝聚力[8]。在宋

庄艺术小镇的发展中，没有充分发挥本土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没有形成与该地区特有的文化和艺术元素

相结合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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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融合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融合。文化的“同”有助于双方交际，文化的“异”

阻碍双方交际，甚至会由于偏误过大而产生文化冲突[9]。对于宋庄艺术小镇而言，未能有效整合外来文

化元素，使其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缺乏创新和多样性。这导致了小镇的艺术表达方式相对单一，缺乏

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宋庄艺术小镇在保留和发扬当地传统文化的同时，应该注重与现代艺术的融合，

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艺术作品。 

4.3. 旅游品牌缺失，旅游活动不充分 

推进文旅融合发展，事关文明交流、文化繁荣和民生福祉，兼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

多方面综合效益[10]。宋庄虽然独以“艺术”的名声在外，但文旅融合的品牌几乎没有，对于品牌的挖掘

力度尚浅，号召力弱，响应度低，未能充分发挥独有的文化旅游品牌效应。 
宋庄一直以来都是以“艺术”为主旨打造的艺术聚集地，是承接新中国自由艺术理想的精神乌托邦、

文明海外的艺术桃源乡。虽然在初始阶段吸引了一大批受众，例如：专业藏家、时尚买手、艺术家、工

程采购人员、文艺青年等人群。但在 2004 年，宋庄 GDP 为 10 亿元左右，第三产业贡献率为 40%；而在

2012 年，宋庄 GDP 为 85 亿元左右，第三产业贡献率为 10%，从 2004 年与 2012 年对比中看出，宋庄的

三产增长缓慢，区域经济陷入地位循环。可见，仅仅依靠“艺术”拉动宋庄整体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另

外，宋庄配套设施相对全面，能基本满足旅游活动中所需要的六要素，这说明宋庄具有文旅融合发展的

基础设施。 

5. 宋庄文旅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宋庄发展限制因素分析，在乡村振兴发展的背景下，提出健全完善的人才培训、管理、留人机

制，挖掘本土特色，构建艺术生态系统等对策建议。 

5.1. 完善人才管理机制 

建设完善的人才培训机制。乡村振兴离不开人力资源的重要支撑，乡村人力资源是实现乡村振兴总

目标与总要求的必要基础，然而乡村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面临着人才吸引力弱，人力资源外流现象显著、

现有的人力资源结构与乡村发展需求不适配、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等现实窘境[11]，随着宋庄的不断发展，

进入宋庄的人才越来越多种多样，为了使多样化的人才更好的助力北京宋庄的发展，北京宋庄应当建立

完善的人才培训机制，帮助多样化的人才了解宋庄和适应宋庄的生活，尽力避免多样化人才在北京宋庄

的生活和发展上产生冲突。如通过培训教授艺术人才如何利用北京宋庄的商业化环境来创业谋生，协调

解决艺术人才与商业化人才之间的冲突，使艺术人才适应商业化环境和商业人才适应艺术氛围，要适当

控制商业化程度，使艺术和商业同时发展，共同促进。 
实施人才管理机制。京宋庄可以对现有的人才资源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如实施竞争淘汰机制、

激励机制、评价约束机制等[12]，尤其应该注重落实对优秀的艺术人才的激励政策，这样不仅能保证北京

宋庄的发展质量而且还能留住优秀的艺术人才，减少优秀艺术人才的流失。 
建立健全留人机制。京宋庄应当建立健全留人机制，以便能够留住流失的优秀艺术家。如通过为优

秀艺术家提供良好的艺术创业环境、不断完善艺术人才综合保障体系、为艺术家提供实现其人生价值通

过机遇与舞台等，通过感情留人与事业留人来留住优秀的艺术家。 
建立更加开放的人才引进机制：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国家提出并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把解

决“三农”问题作为国家工作重要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大量人才作为支撑。但是，通过对人

才问题的分析研究，发现目前仍然存在人才引进力度不够、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这些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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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原因分析发现，主要是由城乡收入差距、乡村基础设施不健全、政府缺乏人才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等

原因导致的[13]。因此，北京宋庄要想继续沿着最初的发展定位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要树立聚天下英才

而用之的人才资源管理理念，要更加开发、更加灵活、不唯地域地引进人才。 
营造健康的工作环境。京宋庄优秀艺术人才流失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因为北京宋庄给不了他们想要的

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因此改善北京宋庄的环境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如许多流失的艺术家一些是因为

北京宋庄的艺术氛围达不到他们想要的程度，与他们一开始对宋庄的发展期待不一致；一些是因为北京

宋庄的商业化越来越严重，昂贵的生活成本使他们负担不起。因此北京宋庄应当认真调查，了解艺术家

们想要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尽量解决他们的问题，尽最大努力为艺术家们营造健康的、令他们满意

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5.2. 挖掘本土特色，构建艺术生态系统 

小镇可以通过深入挖掘和展示本土文化资源，强调与历史、传统、地理等因素相关的独特特征，以

建立与该地区独有的文化和艺术元素相结合的特色。这可以通过举办本土艺术家的作品展览、传统工艺

品展示以及组织本地文化活动等方式实现。 
积极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与合作，吸收其他地域的艺术思潮和创新理念，推动跨文化融合。通过邀

请国内外知名艺术家进行驻地创作、举办国际艺术节、组织文化交流活动等。这样可以引入新的艺术观

念和表达方式，促进小镇的艺术创新和多样性。 
小镇可以与当地的企业、学术机构和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动艺术产业的发展。通过与大学合

作开展艺术培训项目、与企业合作开展艺术品生产和销售等方式，可以建立艺术创意产业生态系统。这

将为艺术家提供更多创作灵感和机会。 

5.3. 优化产品板块，增强品牌效应 

“旅游 + 艺术”的融合发展，优化产品板块。依托宋庄本地艺术文化，同时融合旅游活动，让游客

在艺术桃源乡中也能得到良好的旅游体验。传统游客需求是传统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

现在我们要对传统旅游六大要素进行升级增添闲、情、奇、商、养、学等要素。在满足游客原有需求的

基础上在进行优化升级，这样可以有效提升游客满意度，增加重游率，刺激消费，助力宋庄的文旅融合

发展[14]。 
打造“旅游 + 艺术”的品牌，增强品牌效应。以文化艺术为载体，深入挖掘宋庄发展到建立的历史

文化，传播当地艺术家的文化流派，巧妙地融入旅游当中。“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打造文旅品牌，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15]。 

6. 结语 

在保留宋庄原有文化优势和资源的前提下，开发新项目并创新管理机制，健全文旅设施，实现由艺

术旅游的转型升级，让宋庄充分发挥其优质的资源优势，在保护古村落原有文化底蕴的同时实现经济效

益。目前的宋庄虽然面临着人才流失、商业化严重、经济萧条等困境，但村落中的每一禺都充满着艺术

的气息，只要把握住机会，将乡村的特色与旅游相结合，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号召下，实现文旅融合发展，

其深厚的艺术底色一定会在未来的发展中为宋庄带来新机遇，让这座古村落重新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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