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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与自然文化景观的传统村落如何进行文旅融合协同发展受到了国内外学

界的广泛关注，但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传统村落发展。本文以南昌市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引入

协同论思想，参考增长协同度量化模型，测算出南昌市内传统村落文旅融合空间发展为相对协同。并基

于此结论与实地调研情况，提出五大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理念系统协同发展、整体系统协同发展、

文化子系统协同发展、物质子系统协同发展、宣传子系统协同发展，以期为南昌市及同类型传统村落提

供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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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natural cul-
tural landscapes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on how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but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fo-
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single traditional village. This paper takes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anch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introducing the idea of synergy theory and referring to the 
quantitative model of growth synergy, it estimates that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anchang is relative synergy. Based on this conclu-
sion and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major paths for th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ual 
system,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system,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subsystem,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material subsystem,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ity subsyste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path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for Nanchang City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the same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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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保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化、

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1]。传统村落肩负着中华民族文明延续的使命，承载着民俗文化、

建筑文化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2]。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同时受制于

各传统村落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传统村落面临着空心化等一系列发展困境，传统村落的发展路径受

到了各方的强烈关注[3]。 
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各地传统村落的科学保护与开发，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等国家部委于 2012 年

联合开启了共五批传统村落评选活动，江西作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大省，先后共有 343 个传

统村落入选，南昌市也有 13 个传统村落名列其中。然而，结合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评选传统村落对于传

统村落保护工作而言，仅仅是一个开端，开发模式同质化等问题仍然存在，如何因地制宜地为传统村落

选择可持续发展之路仍任重道远。 
针对这一问题，学界先后展开一系列研究与讨论，同时在 2018 年 3 月，国家文化部、国家旅游局合

并设立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方向：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有学者认为，

文旅融合的本质便是旅游者个体参与创造文化旅游的过程，是文化旅游主体与作为象征意义系统的文化

旅游装置通过个体文旅消费行为进行创造、转换和连接的一个互动过程[4]。正因文旅融合需要旅游者与

旅游地进行交互，在全国各传统村落先后进行文旅融合发展，众多传统村落同质化且发展模式成熟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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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在实践过程中应如何选择适合南昌市各传统村落的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南昌市能否作为省会

带领江西省内及周边各省作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的模板？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对南昌市各

传统村落调研的基础上，参考协同论相关研究，将协同论引入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研究中，

并以协同度测算为背景，提出具有南昌市特色的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 
所谓协同，是指协调多个不同个体，通过协同优化以达成某一目标的过程。协同论由德国物理学家 

Hermann Haken 于 1976 年提出。一经引入科学哲学领域，便掀起了学界广泛讨论，这一时期形成了耗散

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等理论[5]。其中，协同学研究的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通过内外部系统之间

协调合作形成宏观(时间、空间或功效上的)有序结构的机制和规律[6]。解释的是系统内部之间的“协同

作用”，协同学的基本概念包括：竞争与协同、序参量、耦合度与协同度[7]。协同论阐释的是系统内部

要素或功能之间的协同或协调机制，研究的是多元系统间相互作用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7]，即开放系统

内的子系统通过自组织的形式，综合形成时间、空间与功能的有序机构组成的开放系统[8]，不同子系统

之间的竞争与协同综合形成了复杂组织演化而成的不同形式[9]。因此，协同度又称为耦合协同度或协调

度，综合描述系统中各要素或各系统间彼此协调、和谐的程度[10]。 
在传统村落发展进程中，首先需要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因此满足开放系统的要

求；其次，在经济、政策、人口集聚等因素随时空而变化的前提下，传统村落便是随时代不断发展的非

平衡态；最后，传统村落能够留存至今，便是在内部各子系统互相协同优化的结果，传统村落也具有内

部子系统的协同作用。因此，传统村落发展同时具备协同论应用的三重条件。 
现阶段协同论广泛用于区域创新[11]、人口与用地协调[12]、城市公园发展[13]、城市绿地建设[14]

等区域研究领域，在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中，集中于对传统村落发展协同体系构建的定性研究[15]与协同治

理路径研究[16]等方面，然而关于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定量研究文献较少。 
本文结合现阶段传统村落发展不协调，各系统联系弱，文化与旅游不协同等问题，故引入协同论研

究方法，结合数学模型处理系统整体优化问题。分析地区范围内传统村落系统时空发展规律，并进一步

对推动传统村落内部文化系统与旅游系统、村落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适应协同可持续发展提出探讨，讨

论适应地区特色的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合理路径。 

2. 南昌市各传统村落发展现状 

江西从东周时期就接受了中原文化，汉朝大将灌婴在此建城。随着唐宋以来朝廷对南方的重视，江

西在文化、经济、建筑等领域飞速发展后来居上，与周边交往密切。对外文化经济上的交流与繁荣促进

了江西建筑景观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赣文化体系。 
而作为江西政治、经济中心的省会南昌，是长江沿线的重要交通、经济节点，自古以来也是中部地

区的发达地区之一，同时受到北方汉族南迁与本土文化交融的影响，所以南昌地区的传统乡村具有强烈

的地方特征，发展成为中华文化视域下赣派建筑的代表之一。而南昌的传统村落作为典型的赣北地区聚

落，在历史文化与建筑文化上具有历史代表性和地方特色。本文选取南昌市 15 处中国传统村落与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为样本进行研究，在整体上可作为赣派与长江以南地区传统乡村聚落典型表现。 
通过研究南昌市传统村落地理位置分布图(图 1)可以发现，南昌市传统村落布局主要集中在东南与西

北位置，且分布较为集中，其中进贤县更是分布有 9 处传统村落，体现了江西传统村落分布较为集中的

特点。 
进一步对各传统村落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各村既有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独特性，也具有因整体

大环境产生的共性。因此，作者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对各村落现有旅游资源与竞争力进行总结(表 1)，综

合对比形成对南昌市传统村落的差异性认识与共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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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anchang 
图 1. 南昌市传统村落分布示意图 

 
Table 1. Current situation of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anchang 
表 1. 南昌市传统村落文旅发展现状 

村名 获评级别 现有资源 竞争力 

李家村 中国传统村落 古建筑、历史文化遗产、家风民俗 以家风民俗为内核， 
以古建筑为支撑 

晏家村 中国传统村落 名人晏几道故居，经济发展良好， 
产业有支撑 

以名人故居为引，建筑群为主， 
毛笔等产业为辅 

罗田村 中国传统村落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古建筑集群、非遗传承、特色民俗 以古建筑群为依托， 

辅以非遗传承，综合发展 

前后万村 中国传统村落 明清古建筑群，地理位置优越 古建筑为特色， 
三江文化底蕴深厚 

安义古村群 中国传统村落 古建保留完整，人文氛围浓厚， 
国家 4A 级景区 古建、非遗共同营造人文氛围 

艾溪陈家 中国传统村落 义门世家古建筑群，明清古建筑 古建筑群为特色， 
文化底蕴为内核 

曾湾村 中国传统村落 牌坊群 古建筑牌坊群为特色 

旧厦村 中国传统村落 明清古建筑群 明清古建筑为主， 
牌匾传承家风民俗 

周坊村 中国传统村落 以古建筑为主，毛笔制造产业为特色 以古建筑为引，毛笔产业为特色 

西湖李家 中国传统村落 古村落保存较为完整，国家 3A 级景区 古建筑保存完整，乡风民俗传承 

汪山村 中国传统村落 汪山土库，国家 3A 级景区 古建筑独具特色， 
具有建筑与历史价值 

桂桥村 中国传统村落 酒文化，乡风民俗 李渡酒独具特色，辅以乡风民俗 

前塘村 中国传统村落 清代建筑群 古建筑保留完整 

凤凰村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凤凰沟景区、生态农业产业 度假与乡村旅游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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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资源方面，南昌市的乡村文旅资源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物质资源方面，以明清时期古建筑

为主，总体保存良好，以汪山村土库集群、安义古村落集群等为代表，具有集聚性、代表性、地方性等

特色；文化资源方面，具有诸多历史非遗传承，以罗田村唢呐技艺、糕点印模雕刻技艺等为代表；传统

产业方面，以周坊村毛笔制造产业、李渡镇白酒酿造产业为代表。南昌市各传统村落既有传统建筑保存

良好，集群性保存的共性特点，也有因各地条件造成文化内涵不同的差异性特点。 
在文旅产业方面，南昌市各传统村落发展模式各异，虽具有相对统一的赣系特色，但是存在基于传

统产业发展的“产业+”模式，基于传统建筑发展的“古建+”模式，基于乡村风情发展的“民俗+”模式。

虽然从分布情况来看，整体村落分布较为集中，但是发展却各自为战，并未很好地利用地理优势形成村

落集群发展。同时发展水平较为参差，在安义古村群已获评国家 4A 级景区，成为南昌市旅游名片的前

提下，仍有较多传统村落不为旅游者所知，仅能吸引周边游客前往，缺乏营销手段与推广宣传体系；未

能很好发掘当地文旅资源，在开发特色文旅产业方面，缺乏组织体系；传统村落发展与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脱节，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撑。绝大部分传统村落所在城镇的旅游服务设施基础薄弱，其中旅行社整体

规模不足、资金实力有限，与市区大型的旅行社缺少合作，乡村旅游的服务支撑体系与现代化旅游体系

存在较大差距。虽然近年来南昌市乡村旅游热度较高，产品数量众多，但由于缺少专业的引导和服务，

导致市场标识度不高、缺少爆款。 

3. 南昌市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情况 

在了解南昌传统村落文旅产业现状基础上，引入增长协同度定量研究方法，对比现阶段南昌市与江

西省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协同情况，分析南昌市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协同与江西省的差距，同时总

结原因，为南昌市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路径提供思路。 
在已有协同论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传统村落年均递增速度 Si 和传统村落增长协同度

C 计算公式分别如下(Xe、Xb 分别为研究末期和初期的传统村落数量，te、tb 分别为研究时段的末期和初期，

S1 为 2014~2016 年的传统村落年均递增速度，S2 为 2016~2018 年的传统村落年均递增速度)： 

( ) ( )1 1e bt t
i e bS X X −= −  

( ) 2 2
1 2 1 2C S S S S= + +  

通过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江西省与南昌市各批次传统村落名单，计算

2013~2016 年、2016~2019 年各三年内的传统村落年均递增速度，进而测算传统村落增长协同度，探讨南

昌市对比江西省传统村落数量增长的区域差异，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评选的三批次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数据进行比较，将南昌市与江西省传统村落增长协同情况及其与乡村旅游重点村数量进

行对比(表 2、表 3)，并以此对比作为省会城市的南昌市与江西省整体发展情况，以期了解南昌传统村落

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程度，取长补短，对比差距，为南昌市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与量

化依据。 
 

Table 2. Coordinated growth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anchang City and Jiangxi Province 
表 2. 南昌市与江西省全国传统村落增长协同情况 

 2013 年增长量 2014 年增长量 2016 年增长量 2019 年增长量 C 值 协同参考值 

南昌市 5 1 2 2 1.35 1.40 

江西省 56 36 50 168 1.4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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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Growth of national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Nanchang City and Jiangxi Province 
表 3. 南昌市与江西省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增长情况 

 2019 年增长量 2020 年增长量 2021 年增长量 

南昌市 5 1 2 

江西省 56 36 50 

 
经计算发现，江西省整体传统村落增长协同度为 1.41，情况为协同(C ≥ 1.40)；南昌市传统村落增长

协同度为 1.35，情况为相对协同(1.40 > C ≥ 1.35)。表面江西省整体传统村落挖掘情况与乡村旅游发展情

况较为乐观，而南昌市虽然地处省会，交通便利，但增长协同仅为相对协同，说明过去一段时间内，南

昌市对传统村落的发展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传统村落的挖掘工作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仍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力度仍需持续加大。 

4. 南昌市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 

结合增长协同计算与实地调研情况，本文就南昌市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提出了理念系统

协同发展、整体系统协同发展、文化子系统协同发展、物质子系统协同发展、宣传子系统协同发展五大

融合协同发展路径。 

4.1. 理念系统协同发展——保护与发展协同 

在对南昌市各传统村落进行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实际建设之前，首先需要各级参与管理的部门进行

保护观念的转变，传统村落之所以能够留存至今仍散发出时代的光辉，是因为其能不断优化自身各系统

与各要素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与需求。传统村落不同于需要封闭保护的文物与遗址，其自身具有开放系统、

非平衡态、协同作用的性质，所以要从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角度避免空心村等情况的出现，必须让其回

归社会生活，承担其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使其自身不断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继续维持其

已延续数百年的生命力。 
这一理念同样需要贯彻在传统村落发展的规划中，传统村落的发展规划应该将保护其整体性与发展

动态调整相互结合，保护原始风貌的基础上，不应将传统村落固定在某一单一特色上，给予传统村落不

断动态调整升级的空间以适应时代的不断发展。因此传统村落的规划核心应为其自身空间所承载的聚落

价值，其次以城乡系统间协同、不同传统村落系统间协同关系来推动传统村落的价值提升，以经济社会

与时代发展的新需求，在非平衡态的进程中达到保护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激活传统村落具有的活力。现

阶段南昌市各传统村落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这种割裂的发展理念，应该及时转变理念，在发展中谋求保

护，实现协同发展。 

4.2. 整体系统协同发展——传统村落集群发展 

结合南昌市各传统村落分布的地理位置、开发现状与竞争力分析，现阶段南昌市各传统村落更适宜

集群发展，构建集群单元。所谓集群单元，是指在一定空间内，各单元间具有较强关联性因素、空间形

态具有多样性、特质具有相似性但存在差异性、规模大小不一的聚落单元所组成的聚落集群体[17]。对集

群这一整体系统进行协同发展，有利于合理利用传统村落资源，形成资源互补，提升体量与优势竞争力，

同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避免同质化与过度恶性竞争；此外，还能够构建高效、协同的整体系统，提高对

现有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减少新资源需求的产生。在保证传统村落完整性、原真性的基础上，对集群

整体内各单元进行合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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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中发现，过去南昌市各传统村落发展往往是以单一村落单元进行开发，这一发展模式不仅造成

了基础建设与服务设施的资源浪费[18]，同时也难以抵御城镇化与现代化发展造成的传统村落完整性与原

真性的破坏，违背了传统村落的发展规律，破坏了发展的稳定性。因南昌市传统村落分布较为集中，这

一发展模式在发展已有传统村落的同时，能够吸收以往被忽视的传统村落，增强传统村落的发掘与保护

工作，提升整体发展协同度。这一发展模式在符合传统村落集群意识、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还能增强

集群整体的竞争力，提升开放性，增强城乡系统间的流动性与协同度，推进传统村落从资源到资本的升

级，符合在发展中谋保护，发展与保护协同的基础理念。 

4.3. 文化子系统协同发展——重构传统村落文化价值 

传统村落历经时间的磨砺与沉淀，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要实现南昌市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需要对传统村落所传承的传统文化价值进行重构，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结

合时代要求进行梳理整合，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发扬赣派文化。一般而

言，传统村落的文化包括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两个方面。有形文化包括古建筑文化，无形文化则包含民

俗风情、道德信念和非遗传承等方面。在对传统村落文化进行重构的过程中，既需要挖掘传统村落中所

蕴含的符合时代价值取向的文化，同时还需要考虑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协同能力，即是否具有旅游吸引力

与竞争力，能否服务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过程中，要明确挖掘其特色文化，具有

赣派文化的独特性，引导传统村落发掘出具有旅游吸引力的特色文化价值，支撑文化旅游品牌打造，服

务优质旅游资源发展。 
南昌市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包括历史文化价值、建筑景观价值、教育研学价值、科研学习价值、民俗

传承价值等。其中，应以历史文化价值为核心，建筑景观价值为基础，以传统村落优良的民风民俗与传

统生产生活方式为增长潜力，围绕这一思路打造突出文化特色，树立特色文化，与区域范围内及国内其

他传统村落形成差异，以游客感知与满意度为抓手，持续深入文旅融合协同程度，彰显自身独特的赣派

文化特色。 

4.4. 物质子系统协同发展——健全传统村落基础设施 

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过程离不开优质的旅游基础设施服务，完善的配套设施与管理体系是传统村落

文旅融合产业协同发展的基石。虽然南昌市是江西省会，经过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各级政府给予了相应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但是南昌市内各传统村落的旅游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仍不能适

应日益增长的乡村旅游需求。在垃圾处理、住宿餐饮、停车服务、游客服务中心等方面仍有较多传统村

落存在不足。相关村落应加大旅游基础设施与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投入，村民积极自发建造的同时，寻

求各级政府部门与社会企业，参与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建设。此外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产业的运营、

管理方面，也与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考虑引入旅游开发营运公司进行专业化运营及管理的同时，

还可以与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省内外高校等建立合作，寻求专业人才与对村民的专业化培训，提升整体

旅游管理服务水平，改善旅游者对传统村落的旅游印象，提升旅游者感知与满意度，进而推动旅游者对

旅游地重游率与推荐率的提升。 

4.5. 营销子系统协同发展——传统村落品牌 IP 建设 

品牌 IP 建设作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直接关系着村落经过发展能否进入村落与

旅游者的良性循环。经过对南昌市传统村落的走访调研，发现与国内大多数传统村落一样，虽然拥有丰

富的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但是大多数仍是“躺在名录上的名字”[19]，并不为世人所知，未能很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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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要对传统村落进行品牌 IP 建设，首先应以集群发展思维为引，集中现有宣传资源与力量，将

个体的传统村落进行集群化处理，构建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协同。其次应该适应时代不断变化，城镇化、

现代化不断发展的当下，居住在传统村落中的农民已不同于过去传统定义下的农民，而更多是“新农人”

[20]，因此品牌 IP 建设不仅需要满足传统村落文化的输出，更应服务于村民的新需求，构建认同感与归

属感，打造大家共同的乡愁。最后，品牌 IP 建设过程应主动与新媒体技术变革相融合，减少因传统宣传

渠道带来的高投入、低回报的不足，同时更适宜现阶段融合节事宣传的新渠道，灵活应对市场需求。 

5. 结论 

基于协同论的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研究，在已有的文旅融合发展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协

同论理论，将传统村落放在协同视域下进行研究，跨出以往单一传统村落规划开发的局限，将市内传统

村落放在市级范围、区域范围进行分类，进一步细分为文化子系统、物质子系统、营销子系统，为文旅

融合发展路径进行整体研究，充分利用现有优势，取长补短、差异竞争，打造南昌市传统村落整体形象

与品牌，在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等优势的基础上协同发展。 
通过研究发现，南昌虽为江西省会，但是在协同发展上仍与江西省整体情况存在差距。本文通过转

换思路进行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探析，为文旅融合协同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与跨学科结合研究，

为南昌市传统村落提供符合现实情况及发展阶段的模式雏形与时间路径，尝试为区域范围内及国内同类

型传统村落寻求创新型发展路径。然而该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仍缺乏具体可行性与成效性等方面的深

度探析，需要针对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中的各个体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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