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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生活叫周庄。”这样一句

看似朴素而意味深长的宣传词，让人

不由得去想，上个世纪第一个踏上

“旅途”的古镇，在今天，还能靠什么

来吸引人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新生

活方式，可以称为“周庄生活”？

周庄的魅力，在清晨薄雾和日暮

余晖中流动，在陈逸飞与吴冠中的笔

墨中徘徊，在万三盛宴与纯鲈之思的

动静中交替，在江南水乡与传统时尚

中转换……正是周庄许许多多这样

无可替代的特质，才吸引着人们天南

地北会聚于此，一再寻找属于自己的

周庄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

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

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

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

2018 年 6 月，在文旅融合的大背

景之下，周庄作为中国古镇文化保护

和利用的发起者、开拓者、创新者，与

《中国文化报》评论部共同举办了以

“古典文化与时尚前沿”为主题的首

届文旅创新论坛，取得了良好反响。

今年第二届文旅创新（周庄）论坛以

“水清月明不夜天——文旅视角下的

夜周庄”为主题，聚焦文旅融合推动

“夜经济”发展的核心话题，以“夜周

庄”作为文旅融合的主要样本展开充

分研讨。

如果仅仅将夜经济作为时间上

的延伸，将游客们晚上 6 点之后的

旅游消费与文化消费，作为追求的

经济增量目标，对于周庄这样身处

长三角城市集群、紧靠超大城市上

海的古镇而言，当然具有空间上得

天独厚的优势。但如何将夜经济作

为调整旅游产品结构、丰富旅游产

品层次、提升旅游消费质量的抓手，

并以此为契机，全面重新形塑景区

的整体形象与风格定位，最终实现

可持续发展，却绝不仅仅是增加夜

间照明工程、完善硬件设施就可以

解决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在夜经济、夜文化被明确纳入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措施，夜间文旅

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的当下，亟待发

展 的 各 地 景 区 与 城 市 尤 其 需 要 保

持一份清醒：夜经济的诱人前景与

增量空间，必须根据各自的资源禀

赋与客观条件进行综合考量，使其

成为“昼经济”的有机延伸，而绝不

是 仅 凭 主 观 愿 望 生 搬 硬 套 一 窝 蜂

就 可 以 发 展 起 来 。 为 此 ，由《中 国

文化报》周刊中心参与主办的 2019

文旅创新（周庄）论坛，着眼于文旅

融合中的鲜活样本，力图从深入思

考与交流碰撞中进行理论提升，为

夜 经 济 的 发 展 壮 大 提 供 有 效 的 观

察与评鉴，为文旅融合的未来走向

提供科学研判与成功范例。

在去年的论坛上，我曾在发言中

瞩望：“未来的周庄，不仅是小桥流水

人家，仅供人到此一游；它还将是中

国古典东方美学的研究中心、体验

中心和创新中心，并成为当代东方

美学的生活之地、孕育之地、创造之

地！”一年过去了，周庄在全面提升

服务质量的同时，将建设规划的视

野，从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古镇，投向

了周庄 38.96 平方公里的全域旅游，

特别推出了以“夜渔、夜戏、夜画、夜

囍、夜宴、夜禅、夜月、夜泊”为内容

的夜游，让熟悉了江南水乡小桥流

水的游客感受到全然不同的“夜色

周庄”，还首次推出了“周庄青”的色

彩发布，持续挖掘与转化江南水乡

古典东方美学的特质与潜能。“大美

夜 周 庄”的尝试，让人更明确感受

到，只有文化元素、艺术元素、美学元

素的不断注入和深度阐发，才能丰富

旅游的产品形态，提升旅游的品质品

位，从“出售产品”到“推销概念”，从

“转化文化资源”到“倡导全新生活方

式”，文旅深度融合正在让旅游生态

发生深层次结构性的变化，也让我们

对这个江南水乡的万般期许变得越

来越清晰可见。

如果说今天的周庄，是大自然的

造化和生于斯，长于斯的周庄人，用

千百年的时间精心创造而来，那么，

未来的周庄，是谁的周庄？在互联

网、5G、人工智能、全球化、地球村的

时代，将是由生活于此的周庄人、由

旅游到此的异乡人、由着力于文旅融

合理论与实践交互设计的各位专家

学者共同来创造、来形塑、来建模。

这当然不是一天两天、一次两次论

坛能够达成，但通过持续不断探讨、

碰撞、对话、交流，通过 10 年、20 年、

50 年的努力，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所

有这些因素的共同聚合。相信文旅

创新（周庄）论坛，将为这一创新实

践提供丰富而权威的思想、理论、方

向和数据，为未来周庄的发展聚合

一切能量。

技术突破带来的生产力的极大

提升，必将为人的全新生活方式提供

物质基础。但全新的生活方式不会

凭空而来，需要不断探索与发现。“人

生如旅途”，是一句通俗的比喻。也

许，文旅融合的最高境界，就在于给

游客提供一种全然不同于“此时此

地”日常生活的全新生活体验。不久

的未来，在不同生活场景的自由切换

中，具有东方古典美学意味的周庄生

活，充满诗意，值得一过。

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调档期往

往是旅游业进入由量到质发展的

关键时期。究其原因，一是资本和

资源高速期聚集在高利润领域，资

本和资源会回归到真实需求领域；

二是经济调档期往往是增长红利

的转换期，前一阶段支撑旅游业粗

放增长的要素不复存在，逼迫旅游

业从依赖投入转向依赖效率；三是

高速增长期留下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为旅游业再利用提供了条

件；四是经济调档期往往带来全方

位的改革和开放，旅游业获得再发

展的土壤。

夜游是存量流量的再利用，可

以带来结构的优化和客源的优化；

夜游带来效率的提升，带来游客时

间的再分配、冷热点的再分配和产

业链的再调配；夜游能够产生对资

源和配套的再用和复用；夜游聚合

了IP、场景和体验的革新。

谈到夜间旅游，旅游演出起到

了非常大的催化作用，并拉动周边

产业创造巨大价值。根据笔者多

年的从业经历来看，提炼了 4个模

式——活化、转化、深化、优化。

活化是要用现代的手段和方法，

将地方特有的文化历史和旅游资源

进行活化，创造出能被接受的、精良

的产品。

转化，将“到达率”转化为“上座

率”，精准定位潜在观众，同时需要

精准的设计，才能带来新的价值。

深化，通过产品为中心提升乘

积效应，构成产业价值。要学会改

变产品，因时而变。市场缺的不是

消费需求，而是为消费需求供给的

产品和内容。

优化，利用旅游演艺，由点及

面，打造成专属平台。在平台上通

过单一的产品形成产业，最终形成

旅游项目集群。

异彩纷呈的夜文化与夜间经济

是相辅相成的。支撑夜间经济，不

光是吃、喝、玩，更重要的是人们向

往美、感受美、体验美、创造美的心

灵态度。人们在夜间还有着对文化

和知识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

夜文化不仅要挖掘历史传统

文化，更重要的是要创新创意。

周庄的原创力怎么挖掘？在周

庄，有非遗的丝弦宣卷、水乡婚

俗、江南茶道、虎头鞋工艺等，挖

掘这些 IP 的原创力，需要在周庄

的历史文化里面进行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此外，发展夜经济、夜文化是顺

势而为，要与政策紧密结合。今年8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

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可归纳为几个路径，包括文旅空间

整合，文化产业的博物馆、文化馆、

艺术馆，要和景区更好整合；文旅产

业赋能，这是一个大发展的产业，如

何使产品和服务更加创新创意化，

就更需要文化的植入。

激活城市空间，展现新周庄
赵一静：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课题组负责人

文旅融合为夜文化赋能
杨晓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东方文化与城市发展研究所所长

活化 转化 深化 优化
梅 洪：鼎盛文化投资公司总裁，中国旅游演艺联盟执行主席

高质量夜游转型和夜晚经济
金 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特聘专家

国际上的夜间旅游源自20世纪

70年代英国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

空巢现象提出的经济学名词，所以

“夜经济”又被称作“24小时城市”。

而“夜经济”在中国古代更多表现为

夜市。

夜间旅游是游客利用晚 6点以

后的休闲时间在目的地进行的休闲

体验活动。

夜间旅游可以外延为6个方面，

第一夜景观光，第二夜间节事，第三

夜间文化休闲游，第四夜间演艺，第

五街区夜游，第六景区夜游。

从夜间旅游大数据的统计结果

显示，2018年，成都、深圳、长沙、广

州等城市的夜间消费在全天的消费

占比都已经超过 40%。夜晚旅游需

求高、消费旺，深度的文化体验已经

成为多元夜游场景消费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书店、茶社、剧院是夜间旅

游市场的文化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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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内涵篇

宁 俊：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商学院原院长、时尚研究专家

时尚，是一个追求美的过程。周庄想进一步发展，为大家提

供美和时尚的体验，要精准定位，要挖掘本土文化，还要个性

化。同时为怎样的人群提供美和时尚？要有差异化考虑。

余丁宗：中国美术学院色彩研究所设计部部长、美学研究专家

周庄差异化生存，要把文旅融合到夜生活中去；要在海峡两

岸灯会品牌带动下，做好两岸美学价值的融合和统一；要将历史

上的人和事用美学的手段建构和解读，为“夜周庄”赋能。

刘家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旅游代表着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人生、美丽信仰、美丽

国土。周庄正是这 5个美丽的典型代表。借助夜和美，让周庄从

观光之美向度假之美转型。

吴国方：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周庄的美，体现在其点滴之处。比如在木船上唱着吴侬小

调的阿嫂、在南湖上撒渔网捕鱼的渔船……这些场面都会被游

人记住，发在朋友圈中，“被带回家”。

于先云：江苏省南京市摄影协会主席

我最喜欢周庄的三四月，下着蒙蒙细雨，岸边垂柳冒出嫩

芽，非常漂亮。最美还是周庄“早”和“晚”，一早起来时的家家炊

烟，夜晚印象最深刻的是“水乡古镇”实景演出。

文化创意篇

肖 飞：江苏旅游学会执行会长

周庄的夜需要动与静互动的空间。古镇发展到今天应该是

古镇度假化，不能古镇景区化。比如在味蕾上留住客人，地方美

食将会成为游客永恒的记忆。

王 璐：上海交通大学生态文化旅游研究院院长

周庄要打造 3张名片：水乡周庄、文化周庄、总部周庄。因为

周庄现有的交通便捷性，隶属苏州，毗邻上海、杭州，这里可以成

为一个文旅的总部。

蔡少华：苏州昆曲剧院院长、文化创意专家

20 多年来，周庄一边保护一边利用，从观光到今天的体验，

周庄是一个典范。在进行文旅相融的探索中，如何保持周庄第

一水乡的特征，必须面对和考虑。同时 IP的打造更重要。

张 辉：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旅游研究专家

周庄人现在面临着向前发展和转型的节点，不光需要文化的

创意，更需要文化的创新。打造一种适应现代人、适应城市人、适

应工业化的新兴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才是“周庄”。

胡晓莺：上海克而瑞乐苇创始人、总经理

现在流行通过创新服务和系统化服务让消费者得到难忘的

体验。同时，也需要通过改变服务方式，用产品引导消费者、用

文化熏陶消费者，通过系统化的服务导览，让更多消费者尊重文

化，尊重传统。

市场营销篇

谢彦君：海南大学教授、旅游研究专家

在文旅融合和夜经济发展的形势下，如何借势而为，给游客

提供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周庄要从体验式营销的角度切入，把

周庄的生活做出彩，做出生命力。

张 弛：网络大 V、新媒体营销专家

5G 对旅游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要利用高科技改变目

前的古镇游览方式，利用增强现实的技术，精准分析游客在景区

不同项目体验中的感官。文化提供内容，科技提供技术，对内容

的标准化考核，能够帮助内容更加完善、体验更加丰富。

宋乐永：光明网副总经理、媒体营销专家

精准的数据分析能为服务提供精准的信息判断。未来的营

销一定是懂得用户，利用用户做传播，靠口碑产生影响，从而形

成良性循环。期待周庄可以在 5G 背景下做得更好。

赵 升：北京头条易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媒体营销专家

把生活场景化，通过新媒体的手段勾画周庄，让没有来周庄

的人向往周庄，来过了一次以后还要再来一次。抖音和快手带

火了很多城市，带红了很多美食。周庄也可以思考在抖音和快

手上触动人们的视觉、听觉、味觉，让人记住周庄。

张卫青：江苏水乡周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庄自 1996 年创办旅游节，到今年已经是第 24 届了，希望

从学术和理论的角度，帮助周庄总结经验，让未来周庄仍然可以

成为大家共同研究的样本。希望周庄能为中国小镇的发展摸索

到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

未来畅想篇

魏向东：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旅游系主任、旅游研究专家

“有一种生活叫周庄”。在这个主题下，周庄要以生活为题

材，打造生活化的古镇，以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吸引人。在此基础

上，进行挖掘，做出品牌。常年去坚持，品牌就会深入人心。

尹 燕：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学研究专家

是不是把夜景做好了、夜消费做好了，就可以拉动夜经

济？其中，最重要的还要思考与目标群体间的链接是否建立。

能不能有合适的渠道与目标群体的夜间消费场景进行链接，值

得思考。

巴兆祥：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旅游研究专家

无论周庄的夜景，还是早上的炊烟，作为“中国第一水乡”的

周庄非常惊艳。周庄模式是主客共享的模式，很多当地百姓从

旅游中获得收益，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幸福。同时，这些当地的人

和事，又是景区的主体，从而形成了更好的风景。

黄 萍：周庄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周庄前 30 年的发展围绕着游客的迭代升级，接下来的 30

年，周庄将会是“游客+创客”，让有创意、有创新精神的人在这里

输出教育培训、智慧旅游、科技金融、咨询设计等内容，呈现出原

住民、新创客、旅居者共建的世界水乡。

可以说，周庄发展夜经济有独特的禀赋和丰厚的资源。而在文

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周庄如何走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并举多赢的

局面，最大限度造福人民群众，是重要的实践创新，也是重要的理论

话题。

为此，9月 12日至14日，2019文旅创新（周庄）论坛在江苏省昆

山市周庄镇举行。论坛以“水清月明不夜天——文旅视角下的夜周

庄”为主题，聚焦文旅融合推动“夜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以“夜周

庄”作为文旅融合研讨的主要样本，为周庄深化文旅融合的品牌形

象和价值定位提供思想支撑和创意路径。

在论坛上，参会的各位“大咖”从各自的领域和视角出发，对于周

庄文旅融合后的发展建言献策。“对周庄来说，面临的是全国古镇同

质化的问题，要以生活为题材，打造一个生活化的古镇，而不是把居

民全部迁出镇，以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吸引人。此外，要通过对文化的

挖掘，形成竞争力。”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旅游系主任魏向东说。

在文旅融合的新背景下，周庄也在迸发更多灵感：万三酒厂以

新文创赋能老酒厂，构建周庄乡村旅游新空间；马六甲鸡场街与周

庄建立友好景区，共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打造文旅新平台……

周庄全域版图日益丰盈。“周庄将不断加大街区、社区等的全方位改

造力度，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昆山市副市长、周庄镇党委书记张

峰描绘出一幅“美丽周庄”新画卷：以“周庄水乡生活小镇”创建为抓

手，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加强古镇文保建筑的维护与管理；大力发展

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创意亮点的乡村旅游；精心构建“水乡古镇

文化+美丽田园生活+江南湖区风景”……一张全域旅游布局的画

卷正在形成。

“中国第一水乡”周庄久负盛名。在这里，陈逸飞画下了他的名作《故乡的回忆》，吴冠中的《周庄》展现了大美的中国水乡。周

庄还是作家三毛魂牵梦萦的地方，这里更是成千上万名游客心向往之地。据统计，中秋节 3天小长假，周庄接待游客超 8万人次，同

比增长超60%。

多年来，周庄经过转型发展，在做优传承创新上提升水乡文化，在融合延伸中壮大旅游产业，实现了从“中国第一水乡”到“有

一种生活叫周庄”，再到“夜周庄”全域旅游布局的蜕变，打造了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新样本。

周庄，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小镇。镇为泽国，四面环水，咫尺往

来，皆须舟楫，其内大部分住户，都临水而居。周庄以其悠久的历

史、灵秀的水乡风貌、独特的人文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观光

旅游。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周庄引入巨大的客流量，对上世纪90年

代以来的观光旅游业带来冲击，倒逼周庄管理者思考如何实现从

观光旅游点到生活休闲区的新生。“游客需要缓慢的节奏、舒适的

空间，能以自己的方式品咂周庄三味。”江苏水乡周庄旅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朱丽荣表示，通过对一系列成熟文化空间的引入，及

古镇内原有空间的文化置入，逐步在古镇内开辟出多样化的文化

空间，比如其博物馆“旅游+收藏”、古戏台“旅游+昆曲”等项目，更

强化了游客对其“旅游+”模式的深度体验。

同时旅游街区的规划与建设更给游客营造了更生活化的文化

空间。“1086慢生活街区”主打餐饮与休闲，使得在蚬江街廊棚下品

尝古镇传统美味，饭后在清吧里小酌谈天，构成周庄旖旎的生活色

彩；在十二坊传统文化街区，游客不但能买到各种心仪的伴手礼，

还能欣赏到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手工艺表演；蚬江湾、南湖湾、西

部湾的规划与提升，更为周庄的旅游街区序列再添风景。

2012年后，周庄民宿崛起。江苏水乡周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开发的“贞”字系列精品民宿及莼鲈之思度假酒店，以其特色

鲜明、价格亲民而广受好评，随后花间堂、正福草堂等商业民宿入

驻，还有以忆江南、涵舍为代表的本地民宿兴起。此外，构建的周

庄“香村·祁庄”项目，以其静谧、闲适、亲近自然、充满回忆的基调，

一举跻身上海周边地区郊野度假目的地。

经过全方位推进提升旅游业态，周庄实现了从“中国第一水

乡”到“有一种生活叫周庄”的蜕变。什么是“有一种生活叫周

庄”，朱丽荣表示，看得见古镇的风貌，听得见古镇的声音，尝得到

古镇的味道，过得着古镇的节日，记得住古镇的故事，带得走古镇

的风物。随着“有一种生活叫周庄”品牌的确立和扩展，古老而年

轻的周庄焕发出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传统印象中，古镇周庄的晚上应该是静谧的、昏暗的，是遵

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规律的。而今，当游客来到周庄，可以夜

晚步行至古镇水巷游码头，乘着手摇船穿行在光影里的水巷，在微

波颠簸之上饱览水乡梦幻的夜景。周庄旅游全新概念“夜周庄”，

邀请全世界与周庄一起“共度良宵”。

“夜周庄”是在周庄本地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夜游品牌，其缘起

是江南人的夜文化，基调是周庄原生态水韵，肌理是水乡古典镇集

社区，体验是被现代文旅思想赋能的周庄夜生活。当以光影科技、

艺术设计点亮了周庄的湖湾、水巷、小桥、老街、古宅、名刹，以南北

市河及沿河街道文创灯光将其串联成珠，就形成了夜渔、夜戏、夜

画、夜囍、夜宴、夜禅、夜月、夜泊八大特色“夜周庄”产品。

以水幕光影展示蚬江湾渔家生活的“夜渔”；体验周庄古戏台

“清风明月·周庄梨园”与《四季周庄》实景演出的“夜戏”；致敬陈逸

飞双桥经典画面的“夜画”……这一系列夜间旅游产品，围绕周庄

古镇景区既有的景点、地标、巷弄、店铺进行点化和升格，通过串联

互动、整体推广，吸引游客并盘活旅游周边产业，使周庄的夜经济

张力产生根本性改变。“夜周庄”旅游产品的推出，得到游客的一致

青睐。据统计，今年暑期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0%，夜间增长 35%。

周庄“夜数据”佐证了周庄夜经济的蓬勃活力。

倾情打造的“夜周庄”，象征着周庄旅游品牌的谱系传承，其越

来越具体、越来越细化、越来越落地、与作为旅客的“人”的距离越

来越靠近。“夜周庄”也是撬动周庄全域旅游布局的重要抓手，把旅

游的时间延长到夜晚，把旅游的空间向景区外拓展到乡间村落，向景

区内深挖到民居、小巷等社区“毛细血管”，打开周庄38.96平方公里

全域旅游空间，让南部水乡特色生活小镇、中部湿地度假片区、北部

乡村旅游片区的格局更鲜明，同时也助推了一批文旅融合“旅游+”

产品的发展。

今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

消费潜力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夜间文旅经济。鼓励有

条件的旅游景区在保证安全、避免扰民的情况下开展夜间游览服

务。夜经济、夜文化，被明确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措施。“夜

周庄”的推出正逢其时。

从“中国第一水乡”到“有一种生活叫周庄”■■

“夜周庄”撬动全域旅游布局

绘出“美丽周庄”新画卷

又寻胜景周庄去又寻胜景周庄去，，水清月明不夜天水清月明不夜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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