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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同时也导致

城乡二元格局的分裂，传统乡村受到巨大的打击 [1]。为保护和发展传统的老旧

城镇，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 [2]。目前，虽然特色小镇

的内涵没有确切的界定，但新型城镇化要求特色小镇具有特色、产业、绿色、

摘要

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以兰州市安宁堡桃花

小镇为例，在建立乡愁景观元素体系的基础上，采取调查问卷的方法对安宁堡街道的居

民及游客进行乡愁记忆感知分析。调查得知居民乡愁感知主要体现在自然田园景观与趣味

活动体验方面，而对于乡村文化类景观要素感知度相对较弱。基于调查结果对安宁堡桃

花小镇进行规划研究，以乡愁景观元素为载体，借鉴古安宁堡整体布局形式，融合休闲

娱乐、民俗展览、工坊体验、文创周边等多种形式内容，按照现代文旅与商业空间组织

动线，构建体验丰富、再现乡愁记忆的桃乡风情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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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requires that “residents can see mountains and water and take nostalgia 

in mind”. Taking Anningbao peach blossom town in Lanzhou City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ostalgia landscape element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nostalgia memory in Anningbao 

street by questionnaire. The survey shows that residents’ nostalgia percep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natural pastoral 

landscape and interesting activities experience, while the perception of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elements is relatively 

weak.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lanning of peach blossom town in Anningbao, taking 

the nostalgia landscape elements as the carrier to build a peach town with rich experience and nostalgic memory, 

which borrows from the overall layout form of ancient Anningbao, integrates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folk exhibition, 

workshop experience, cultural products and other forms of content and follows the modern cultural tourism and 

commercial spac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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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宜居的特点 [3]。当下特色小镇建设以文化引领作为建设发

展的主线，以提取地域文化元素符号作为规划设计创新点和

再生点；以挖掘文化资源、培塑文化价值、传承地域文化和发

展文化产业为主要目标；对当地的特色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产业资源等实行深度整合 [4]。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目标是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5]。

记住乡愁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当地特色文化的保护，留住乡

愁最关键的就是要大力开展特色小镇的建设。刘沛林 [6]认为，

加大文化保护，大力开展特色小镇建设是留住乡愁的重要路

径。姚亦锋 [7]提出不仅要留住个人的乡愁，更要留住民族的文

化乡愁。留住乡愁首先要尊重传统乡村文化，其次是保护乡村

建筑文化。肖周燕 [8]认为乡愁是人们内心深处对于家乡文化的

留恋。塑造乡愁和留住乡愁要从文化、建筑、景观和产业等方

面入手。总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特色小镇规划建设

应根植于乡土文化，以留住乡愁作为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赋

予小镇更多的文化内涵。回顾近几年兰州特色小镇建设历程，

规划大多只注重对物质基础建设，而忽略了精神文化方面的

建设。安宁堡自然环境优美，传统文化丰富。如何让乡村留住

乡愁，让游客记住乡愁，是安宁堡桃花小镇建设的重要内容。

本文以兰州市安宁区安宁堡桃花小镇为例，探究在新型城镇

化建设背景下如何实现特色小镇建设，既能保留原有乡村的乡

亲乡情，又能推动乡村经济的本质发展，将改善人居生活环境

质量和对当地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作为规划目标，打造具有乡

愁记忆的特色小镇。

1 乡愁的内涵

1.1乡愁的产生与复现

乡愁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指漂泊在外的特定

人群从内心深处生成的一种对乡亲乡情的情感共鸣，因此可

把乡愁当作一种集体记忆 [9]。城市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吸引越

来越多的青壮年进城从事社会劳动。乡村逐渐成为城市的“附

庸品”，变成城市资源的大后方 [10]。从社会层面来讲，近些年

“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现象越来越多。在空间层面上，农

村的人均居住面积逐年增加而农村人口却逐年减少。由于社会

层面与空间层面的双重影响使离乡人更容易勾起思乡情绪，这

其中不仅包含着对故乡的思念，也包含对亲人的挂念。随着对

故乡记忆的逐渐模糊，乡愁就这样形成了。

在当下新型城镇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复现乡愁显得格外重

要。其关键是将乡愁元素加入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从

人民意愿、社会制度以及乡村建设3个层面进行展开。从人民

意愿层面出发，首先考虑人的主观诉求，采取渐进式的规划

策略；在社会制度方面，要始终坚持以城乡共赢的理念作为

建设目标；在乡村建设层面，留住乡愁的前提是加大对乡村遗

产的保护。着重对乡村的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保护，把乡村建

设与文化传承、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使乡愁得以复现。

1.2 乡愁景观载体

乡愁景观，是指与人文景观相融共存，能反映当地地域

特色、富含特定家乡文化、使人产生归属感的景观，“乡”不

一定是指乡村，也可能是故乡、本乡。“愁”不是忧愁、伤感，

而是一种特殊的家乡文化 [11]。因此，乡愁景观不仅是生态环境

之美，更是一种记忆、一种传承和一种归属感。

我国疆域辽阔，南北方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异同导致了

地域文化的差异，不同地区产生的乡愁意象也有所不同。而乡

愁景观直接或间接承载了这类乡愁意象。依据乡愁承载元素的

差异，乡愁景观的载体可分为物态乡愁景观载体和非物态乡愁

景观载体 [12]（表1）。物态乡愁景观是指以物态形式构成的乡愁

景观载体，包括“乡景”“乡食”。而非物态乡愁景观载体是指

以村民的行为活动及精神文化等非物态形式存在的乡愁景观载

体，包括“乡音”“乡俗”“乡趣”等 [13]。

2 安宁堡桃花小镇乡愁记忆提炼

2.1 安宁堡桃花小镇概况

安宁堡桃花小镇（图1），位于兰州市安宁区西部，仁寿山

景区区域内，项目占地面积21.4 hm2，基地南侧紧邻北滨河路，

北侧靠近北环路，东侧为中海河山郡居住区，距最远客运站

20 km范围内，交通条件便利；项目所处地区安宁堡有“金城

第一堡”和“十里桃乡”之称，安宁堡地区的文化在历史更替

的过程中传承发展，其兰州鼓子、安宁剪纸、安宁刺绣、安宁

太平歌等一系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研究乡愁文化元素提供

了可能。基地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有文溯阁《四库藏书》图书

馆、九州台森林公园、仁寿山公园、天斧沙宫地质公园。截至

2018年安宁区年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旅游业的发展，也为建

设桃花小镇提供较好的基础。

2020年6月，对安宁堡街道的黄家滩、红艺村、仁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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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和兰州职业技术学院4处地方的居民和游客展开问卷调

查与深度访谈。发放问卷共80份，每地各20份，收回问卷共

74份，回收有效率为92.5%，运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及分析（表2）。问卷主要涉及3个层面的问题：（1）最容易让

您回忆起“乡愁”的方式习惯是什么？（2）什么场景容易让您

感受到乡村气息？（3）最能勾起您“乡愁”的景观元素有哪

些？[14]考虑到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不同，针对部分人群采取的

调研方式是居民口述、笔者代填。总体上，人们对于乡愁的感

知主要集中在自然田园景观与趣味活动体验层面，而对于乡村

文化类景观要素感知度相对较弱。

2.2 乡愁记忆感知分析

2.2.1 安宁堡街道居民及游客乡愁记忆调查

对于“乡愁记忆调查”的两个问题分别各设置3个选项，

最终筛选出选项相同的问卷与各地发放总问卷数的比值可得

知（表3）：（1）最能勾起居民及游客“乡愁”情感的是家乡生

活方式（37.375%），其次是饮食习惯（32.625%），影响最小的

是家乡方言（30%）；最令居民及游客感到乡村气息的场景是

生活场景（38.375%），其次是耕种场景（31%），较弱的是娱乐

场景（30.625%）如集市赶集、逛庙会等等。安宁堡不同的地

区都有其独特魅力：如兰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对耕种场景

更为敏感，黄家滩村的生活场景更能引发当地村民的乡愁记

忆，仁寿山景区的游客普遍认为家乡的生活方式最能勾起其

乡愁记忆。

2.2.2 安宁堡街道乡愁景观元素调查

对于“最能勾起乡愁的景观元素”这一问题，设置山水、

旧街道等7个景观元素选项。通过筛选调查对象所选择的景

观元素与各地发放问卷数量的比值可得知（表4），排在前4位

的分别是老民居（19.5%）、旧街道（17.25%）、乡土特产（17.25%）

和旧风俗（15%），这反映了当地居民留恋的“乡愁”景观元素

主要是传统民居、风俗习惯和美食特产。黄家滩的老民居、仁

寿山的旧街道、红艺村的旧风俗、学校周边的特色美食，这些

元素无不体现安宁堡街道乡愁景观与文化特色，在对桃花小

镇的规划建设中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

               

表1  乡愁景观载体元素体系

大类 中类 小类 关键词

物态元素
乡景

村居之景 民居、小桥、流水、青石板路、古井、农舍、池塘、乡间小路小巷、庭院

田园之景 桃花园、油菜花、稻田、谷堆、田园风光、麦田

林野之景 老树、溪边岩石、小河、野鸭、暮鸦、鸳鸯、蝴蝶、夕阳、菊花、垂柳、清泉、山林、溪流

乡食 农家美食 野菜、农家酒、野蜂蜜、野草莓、春笋、粽子

非物态元素

乡音
自然之音 鸟啼、蝉鸣、蛙声、流水潺潺、虫鸣切切、山林簌簌

人文之音 方言、戏曲、鸡鸣犬吠、花儿、安宁秦腔

乡俗
传统节日 春节、除夕、端午节、重阳节、二月二、中秋节、清明节、七夕节、元宵节、冬至节、腊八节

传统习俗 祭祀、赛龙舟、舞狮、庙会、扭秧歌、社戏、嫁娶习俗、猜灯谜

乡趣
生活之趣 打沙包、滚铁环、游泳、溪边戏水、打钢珠、捉蚂蚱、斗蛐蛐、跳皮筋

农耕之趣 插秧、耕田、收玉米、割麦、摘枣子、挖土豆、晒谷、打麦、锄草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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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调查问卷发放情况

调查方式
调查地点

黄家滩 红艺村 仁寿山景区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总数

有效问卷/份（有效率）

居民问卷 20（100%） 18（90%） 19（95%） 57（95%）

游客问卷 17（85%） 17（85%）

                 表3  安宁堡街道居民及游客乡愁记忆调查（单位：%）

调查地点
最容易回忆起乡愁的方式习惯 最容易感受到乡村气息的场景

饮食习惯 生活方式 方言 耕种场景 生活场景 娱乐场景

黄家滩 27.5 45 27.5 29 37.5 33.5

红艺村 33.5 37 29.5 25 45 30

仁寿山景区 32.5 40 27.5 31 35.5 33.5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37 27.5 35.5 39.0 35.5 25.5

分均占比 32.62 37.38 30 31 38.38 30.62

     表4   安宁堡街道乡愁景观元素调查（单位：%）

调查地点
最能勾起乡愁的景观元素

山水 旧街道 老民居 旧风俗 方言 饮食 乡土特产

黄家滩 9 11 26 17 9 13 15

红艺村 9 14 14 19 10 16 18

仁寿山景区 8 27 18 14 13 11 9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7 17 20 10 12 7 27

分均占比 8.25 17.25 19.50 15 11 11.75 17.25

2.3 乡愁记忆元素梳理

挖掘安宁堡乡愁景观载体是建设具有乡愁记忆特色小镇的

重要途径。安宁堡桃花小镇乡愁载体可划分为物态乡愁载体和

非物态乡愁载体。前者的代表元素有：老建筑、旧街巷、老院

落、枣树、安宁白凤桃、安宁酒枣、安宁软儿梨、安宁古堡、

白家铺子侯马亭、明长城遗址、烽燧台墩遗址、安宁堡城隍

庙（清乾隆57年所建）、安宁堡关帝庙、李家庄大槐树等；后

者的代表元素有：兰州鼓子、安宁剪纸、安宁刺绣、安宁太平

歌、染缬艺术、安宁桃花会、安宁蟠桃会、安宁社火、安宁

灯会、安宁烟火、安宁狮舞、安宁堡祈雨等。这些都是建设

桃花小镇的关键性元素，都是象征性与地方性很强的乡愁标

志物。规划以安宁堡的桃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为文化特

征，以体验传统民俗文化为特色，建造兰州鼓子传习所、安宁

染缬艺术院和畅音台等乡愁文化体验中心。兰州鼓子传习所主

要作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形式，开展兰州鼓子教学班，促使其

更好地传承与发展；安宁染缬艺术院作为古代丝绸印染工艺的

发扬，通过展览展示、互动参与等体验方式，使更多的人了

解染缬工艺、传播染缬文化价值；畅音台作为露天戏台置于广

场一侧，为兰州鼓子及各类小型演出等提供演艺场所。

3 基于乡愁记忆的特色小镇规划策略

3.1 规划总体构思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本次规划拆除重建原有村庄，积极

探索充满乡愁记忆的安宁堡桃花小镇建设模式，创新“乡愁”

建设理念，秉承“文化传承与保护”和“环境改善与提升”两

大特色主线。景观规划部分以乡愁元素为规划核心，即从肌

理环境、布局形式、院落组合、乡土植物4个部分出发，将乡

愁元素有机植入桃花小镇的规划建设中。在文化产业建设方

基于乡愁记忆的特色小镇规划研究——以兰州市安宁堡桃花小镇为例      林杨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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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物质产业与非物质产业为主，物质产业如安宁堡白凤桃产

业，非物质产业如兰州鼓子的传习所等。

从“记得住乡愁”的设计理念着手，依托金城第一

堡——安宁堡为文化切入点，明确项目地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

的整体关系。结合安宁堡自然环境的特色，以桃乡文化为灵

魂，加入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和生态文化等元素，突显人文

关怀，营造极富个性的公共空间和建筑形态。安宁堡桃花小

镇（图2）重点规划主要集中在东南区域，以安宁堡历史遗迹

和民俗文化作为核心，运用传统四合院建筑、乡愁场景雕塑以

及富含乡愁记忆的乡土植物等形式对安宁堡当地历史民俗文化

进行传承与保护。整体布局形式延续小镇历史文化肌理，复

原安宁古堡原有布局的四分之一，再现古城墙、城门、角楼等

建筑元素。以鼓楼为中心，以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展开的十字

街道为布局模式，结合南巷、东巷、北巷3个巷子，形成“一

心、两轴、三巷”的空间结构（图3），构造文化、历史、情怀

和谐共生的整体空间格局，再现小镇的历史遗存，提升其文化

底蕴，同时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审美需求融入不同业态，丰

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3.2 景观提升策略

通过前期对安宁堡乡愁景观元素调查可知，田园风光、

传统民居和生活场景最能让居民游客感知到乡愁，桃花小镇

建设应加强乡土田园、乡土文化氛围保护与营造。从乡村自然

生态、地景地貌、民俗风情中提取乡愁文化符号元素，如古

树、古建筑、青砖、老墙等。具体提升策略主要从园路、建

筑、小品、植物4个方面着手 [15]。

（1）园路景观。桃花小镇的主干道为青石板和小青砖铺

砌而成，既满足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功能，又能体现安宁堡街

道的民俗风情与文化特色。部分支路和水渠旁的铺装由排水

性能极好的碎瓦片以及碎砖拼接形成。这不仅是一种装饰美，

同时也是展示乡愁记忆，传递思想感情的一条重要渠道。

（2）建筑景观。以街巷和院落结合形成总体布局，以北

方明清建筑风格为整体基调，提取北方传统建筑的特色元素，

如朱红色大门、镂空花窗、坡屋顶、飞檐等，并将其运用到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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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小镇的建筑设计中（图4）。青石板路面、红砖墙、花窗、灰

瓦彼此形成一幅极具“乡愁韵味”的画面。

（3）景观小品。主要有环形廊架（图5）、景观廊桥（图

6）、场景雕塑（图7）、座椅、指示牌、照明设施、垃圾箱等。

设计融入当地乡土文化和乡愁景观元素，从而实现人们对乡愁

记忆的寄托。城门前广场置以场景雕塑，再现安宁堡历史记

忆。座椅、指示牌、垃圾箱等用质感朴素的老旧材料，从而让

景观小品更具乡愁感染力，使人产生心理的共鸣。

（4）植物景观。经调查统计最能勾起“乡愁记忆”的植物

是桃树、槐树、枣树等。这恰是安宁堡的乡土树种，因此乡土

气息浓郁的植物配置方式是留住乡愁的重要手段之一。将山

桃、帚桃、紫叶桃、红叶碧桃等作为基调树种，既可体现安

宁堡桃文化，又能突出乡土特色，以此唤起人们心中深处的乡

愁记忆。

（5）节点景观。通过建设重要景观节点和公共空间，营

造乡愁氛围。对小镇景观进行内涵衍生，植入乡土文化，完善

小镇的景观节点，并围绕小镇入口、公共活动空间等节点展开

设计。其中在西入口处设置古牌坊，将其作为进入小镇的标志

（图8）；入口前花舞广场设置形似随风飘散的片片桃花花瓣，

可引导游客进入，并通过微地形丰富竖向变化（图9）。由于公

共活动空间集休憩、情感交流和文化宣传等功能于一体，规

划将居民的生产、生活与民俗乡情、地域文化、生态和自然等

元素相结合，在安宁堡塑造一个突显人文关怀、再现乡愁记

忆的桃花风情小镇。

3.3 业态重构路径

乡愁是珍贵的人文情怀，留住乡愁是构建文化旅游产业体

系的核心诉求，建设乡愁景观对一个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桃花小镇规划依托安宁堡特色乡愁景观元素，如白

凤桃、安宁古堡、侯马亭、驿站等，将桃花小镇及整个十里桃

乡区域联动起来，消化更多的人群、社会资本，推动消费，带

动区域发展。通过城乡融合的手段，与桃乡文化、文旅产业以

及农业建构良好关系。以完善的配套设施服务当地村民，吸引

热爱乡村场景及乡村建设的人在当地置业安家。为他们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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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物业空间、就业机会及其他配套服务，解决需要面对的生活

问题，提供经济保障，帮助人才“走进来、住下来、干起来、有

未来”，从而实现一个“农创+乡创+创业+乐业”的众创画面。

3.3.1 桃产业

建成的桃花小镇依托现有桃产业基地，为未来打造整个

区域的全产业链（图10）夯实基础，设置产品运营中心，以参

观游览、零售、餐饮美食、工艺坊、文创馆等为主，对经过初

加工与深加工后的产品进行统一的运营管理，最终将产品输出

到旅游体验的项目中，使产业与旅游相结合，促进消费。

3.3.2 文创街巷

采用街巷式的商业空间布局是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形式，

游客漫步其间，体验古时街巷熙攘热闹的生活氛围。同时以

古堡驿站（图11）为媒介，在街巷中植入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

旅游和文创产品，如安宁蟠桃、安宁太平鼓、染缬艺术、安宁

剪纸等，吸引不同年龄阶层游客消费。文创产品的开发，是以

新的审美视角，通过新产品形式让现代年轻人了解并感受本土

文化的魅力。

3.3.3 特色活动

整合当地现有文化及社会资源，如各大高校资源、非遗

传承人、手工艺人等，与其合作举办节日活动、小型演艺、教

学、才能展示等，融入各个业态且丰富小镇内容形式，最大

限度调动游客各种感官体验，带动人气从而提高消费水平，同

时对当地文化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4 结语

新型城镇化核心任务之一是“记得住乡愁”。本文从安宁

堡的历史溯源、自然资源、乡土文化、人文景观等方面着手，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筛选出当地居民认为能引起乡愁记忆的元

素，以桃花小镇为例，从文化元素、空间结构、特色景观、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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