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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潇湘夜雨”是一类典型的关联性山水文化景观遗产，保护这类活态的文化遗产

首先需要解决如何把遗产价值保护和当地社会经济生态发展协同推进。文章将社会学领域

的“场景理论”转译为文化景观的场景保护方法，建立文化景观的场景保护结构体系，并

应用到“潇湘夜雨”文化景观的场景保护研究中。结合文化景观所在地的实际情况，提出

了现实保护场景、历史保护场景和虚拟保护场景三个场景保护模式，并针对具体主题分别

提出了场景构建策略。这种文化景观的场景保护途径不仅能满足活态遗产的保护要求，也

能提升遗产地社区的活力和韧性。

关键词：场景理论；潇湘夜雨；文化景观；文化遗产；活态保护

“潇湘八景”最初为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记载，名世于北宋画家宋迪创作的一组

八幅平远山水画作品，其主题分别为“潇湘夜雨、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市晴岚、江天

暮雪、远浦归帆、洞庭秋月、渔村夕照”。富含湖湘文化精神和自然景观特征的传统山水文

化，不仅孕育了国内各地的“八景”文化，更深刻影响了日本等国家的诗画与园林艺术，

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八景”文化现象[1]。“潇湘八景”系列作品所描绘的景观所在地是人与

山水发生联系和承载历史人文活动的山水文化景观，即“看山如看画，游山如读史”[2]，

正列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湖南省建设项目，其活态保护对彰显国家文化公园价值有重要

意义。

“潇湘夜雨”是“潇湘八景”中的第一景，具有长期演进性、动态性、人与自然环境

间相互作用的多样性等特征。一方面，作为主要文化载体的平远山水画和书法诗词作品都

以写意的方式描绘景观，山水文化景观历史原型和遗产价值辨别不易。另一方面，经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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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历史变迁，原址所在地景观形态和文化特征已发生较大的变化。经济社会的不断发

展、新的时代精神、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会给“潇湘夜雨”注入新的文化内涵，改变其

景观形态，气候变化、生态变化、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也会影响山水景观格局。以往的文

化景观保护途径难以适应这些特征，需要探索新的活态保护思路。这种活态保护要求既能

够识别和保护其核心的历史文化要素和价值，又能够通过多元化的遗产体验活动带动遗产

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

城市社会学的新芝加哥学派提出“场景理论”，强调文化价值与实地景观价值融合产生

的场景既能塑造地方品质，又有利于发挥“文化之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力”而激活社会生

活[3, 4]。本文拟从中汲取灵感思路，提出山水文化景观的场景理论，探索活态保护的新路径。

1 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保护要求

1.1遗产概况与价值分析

“潇湘夜雨”文化景观位于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城东的潇水与湘江合流之处的萍岛与

周边区域[5]。宋画和古籍中描绘“潇湘夜雨”主要景观的蘋洲（也称蘋岛）即现存的小萍

岛、大萍岛，位于永州古城西北约八里，小岛四十余亩，大岛八百余亩[6]。著名的萍洲书

院位于小萍岛之上，经历了三次重建，修建了潇水亭、湘水亭及亲水平台。而今，小萍岛

已经开发为景区，大萍岛仍保持原生自然状态。东岸建有“潇湘夜雨”观景点石碑，周围

植被丰茂、山水相依，古代文人墨客创作时的诗情画意风景犹存半分。虽然“潇湘夜雨”

文化景观范围的古树、古道保存较为完善，山水格局保存相对完整，但周边存在的许多现

代建筑物和桥梁等市政基础设施，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极大地削弱了平远山水画意境中

“望山见水”的视觉风貌。萍洲书院经历三次重建后，建筑数量、高度和面积都增大很多，

洲头还修建了广场，使得小萍岛已经不复古籍所载原貌。

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同杰作”，“反映了与大自然特定的精神关系”。

“潇湘夜雨”山水文化景观属于其中第三类的关联性文化景观，“体现了强烈的与自然因素、

宗教、艺术或文化的关联，而不仅是实体的文化物证”[7]。因此，“潇湘夜雨”文化景观的

“突出普遍遗产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大量的诗书古画古籍等物质遗产见证了人与自然关联的艺术文化魅力和平远

山水文化的历史价值，是“潇湘八景”山水文化景观能够闻名天下和传承至今的主要原因。

其中“潇湘夜雨”平远山水古画 40 多幅，如南宋王洪的组图之《潇湘夜雨图》、元代张远



的组图之《潇湘夜雨图》等绘画作品。诗词曲等作品更多，著名的有北宋米芾的《潇湘八

景图·潇湘夜雨》、元鲜于必仁的《普天乐•潇湘夜雨》、元马致远的[双调·寿阳曲]《潇湘

夜雨》、明文徵明的《潇湘八景其一潇湘夜雨》诗等[8]。此外，还有《永州府志》等古籍，

以文字形式直接记叙了“潇湘夜雨”的景观文化要素。

另一方面，“潇湘夜雨”的主要景观格局保存完好，与历史事件、艺术、诗词创作有直

接、有形的联系，古画古籍所描绘的山水洲等景观及其承载的文物是诗情画意在物质空间

中的体现。目前文化景观所在地有不少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廻龙塔，

省级文保单位老埠头古建筑群（潇湘古镇），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潇湘庙、“萍洲春涨”遗址，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萍洲书院。同时，区域内还存在零陵渔鼓等与文化景观直接相关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图 1：南宋“潇湘夜雨图”和现状风景照片的对比



图 2：“潇湘夜雨”文化景观遗产分布

1.2活态保护要求

如何在保护“潇湘夜雨”文化景观遗产价值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同时，又能够兼顾当

地社会经济生产与景区公园旅游资源开发，推进文化遗产景观资源保护与全域旅游和乡村

振兴对接联动，这些都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国际

景观设计师协会（IFLA）等权威机构在近年先后提出了一系列保护要求。其中与“潇湘夜

雨”山水文化景观有密切关联的有 3 类。

（1）需要把“文化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和“构件”（Fabric）关联为场所（Place）

来保护。山水文化景观蕴含着特殊的“文化意义”，即“具有美学、历史、科学或社会价值

的某种特殊的形态或印记”[9]。这种文化意义深刻地反映了在宋代湖南地区兴起的中国传

统水墨山水画文化。而曾作为描绘对象的空间实物构件，只有关联了文化意义才能形成场

所。场所的保护应该以保留其文化意义为目标。

（2）作为“文化栖息地”的景观，需要以社群为主导，通过分享与体验社区认同来推

动可持续性保护。文化景观不仅是历史保护区，而是能够面向未来经济新模式在应对气候



变化、风险管理、生物多样性的保持和造福人类等方面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地方[10]。这就需

要保护文化遗产和社区权利置于文化遗产旅游政策和项目的核心，通过发展旅游等产业促

进本地社群和外地游客之间的交流，通过社群的自发、自觉的保护行为持久地保持文化遗

产的活力[11]。

（3）活态的文化景观必须有可持续的韧性特征，能够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各

方之间的适度平衡。“潇湘夜雨”山水文化景观中，大小萍岛的文化场所和潇水、湘水等自

然景观与当地乡村社区、传统山水诗画的文化体系和潇湘庙等民间信仰一同构成了“活的

遗产”和文化认同，这是保证活态遗产可持续传承的基本条件[12]。但是，这种活态景观正

面临人口增长、市政设施建设和气候环境变化相互关联带来的遗产价值损失风险，需要在

长期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使用与遗产保护、当地社区居民提升生活品质的需求之间寻求平

衡，并且鼓励当地居民和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遗产监管，主动传播遗产价值，承担相关责

任[13]。

2 文化景观遗产的场景保护方法

2.1场景理论的文化景观转译

活态文化景观的国际保护趋势要求将遗产价值保护融入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中，这

与文化遗产价值背后的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形态息息相关。场景理论聚焦在场景中的城市

居民参与、消费、娱乐等文化艺术活动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强调场景价值观和生

活方式会对不同人群的消费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14]。这一理论正好为解决如何在活

态文化景观遗产中平衡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场景理论是针对城

市社会学问题提出的，需要针对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特征和要求进行转译。

表 1：场景理论五大要素的文化景观转译

场景理论

构成要素

场景理论的概念 转译方法 景观场景

构成要素

景观场景保护的概念

邻里社区 城市社区 根据场景的研究尺度

进行转译

文化景观 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遗产类型

舒适物 形成场景的物质结构 根据支撑性的物质结

构属性进行转换

景观公共

设施

文化景观保护利用的物质设施

多样性人

群

在场景中消费活动的

各种人群

按场景的主要使用者

来转译

本地社群

与游客

体验和传承文化景观价值的两类

人群

城市文化 多样性人群的文化艺 依据人群在场景中的 文化体验 社群和游客通过文化旅游等活动



消费行为 术参与、消费、娱乐 行为活动来转译 活动 体验和传播文化遗产价值

文化场景

价值

真实性、合法性和戏

剧性三大维度

依据行为活动价值的

重要性来转译

文化景观

价值

遗产价值保护、社会经济和生态

可持续发展

2.2场景保护体系与作用机制

从场景理论价值取向的三个主维度的价值联系切入，将文化景观保护场景融合六种文

化体验活动类型“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

结合转译的结果，可以构建文化景观的场景保护体系。

图 3：文化景观的场景保护体系

该场景保护体系以可持续地保护“文化意义”和景观价值为目标，以本地社群和外地

游客的文化体验活动为驱动，以场景模式为分析对象，实现文化遗产价值保护与本地社会

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保障整个文化景观系统的活态与韧性特征（图 4）。

图 4：文化景观场景保护的作用机制



2.3文化景观活态保护的场景模式

文化景观活态保护的场景模式是在现状山水格局基础上融合了景观公共设施和文化意

义与景观价值的某种未来场所情景，因其中的文化体验活动特征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场景

模式。各类场景都能够生成较强的社会经济活力，为文化景观遗产体验提供足够动力，能

够实现活态保护的目标。结合“潇湘夜雨”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和现状特征，可以形成现

实保护场景、历史保护场景、虚拟保护场景等三种场景模式，按照场景保护结构体系进行

规划。

表 2：“潇湘夜雨”文化景观保护的场景模式

场景类型 现实保护场景 历史保护场景 虚拟保护场景

构成特点

对应宋代诗词画场景可

以明显识别对应的现实

景观

宋代诗词画场景中经考证

曾经存在的物质景观，但

在现实景观中已经消失

宋代诗词画场景中艺术创作出来

的景观，不曾在历史或现实的物

质空间中出现

体验人群 当地居民、游客、学者 游客、当地居民、学者 游客、学者

景观公共设施
物质空间中的公共服务

设施

物质空间或虚拟空间的公

共服务设施
虚拟空间的公共服务设施

体验活动
现实山水景观空间中文

化生态体验活动

以宋代历史场景为特色的

现实与数字结合的多元体

验活动

在虚拟现实的“元宇宙”空间中

的多元体验活动

保护重点

保护湘江与潇水在大、

小萍岛处交汇合流的山

水景观格局，恢复画意

中“望山见水”的视觉

景观风貌

依照古画、古籍记载，修

复或重建消失的景观要

素 ； 或 利 用 增 强 现 实

（AR）等技术手段对历史

景观风貌进行数字恢复

将古代书画家创作出来的“诗情

画意”景观要素，通过数字虚拟

技术再现艺术想象的三维图景

3 场景构建与活态保护策略

3.1 现实保护场景的构建

现实保护场景的规划范围以大、小萍岛及其周边的潇水和湘江为核心，南至廻龙塔，

北到潇湘古镇古渡口，重点保护其现存的山水景观格局和文物古迹。在对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和利用的基础上再以“文化+生态”为依托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全面推进“潇湘夜雨”

文化景观资源保护和特色文化旅游服务的一体化建设，打造“潇湘夜雨”文化生态的系列

产业。

首先，需要对萍岛和潇水、湘水两岸的生态环境进行整体性修复，避免大规模开发建



设生态风险较大的大萍岛。基于主要观景点分析山水视觉通廊，对沿岸影响视觉体验的老

破危建筑予以拆除或改造，对于体量大、位置突出和风格不协调的现代建构物，开展绿植

遮挡、色彩弱化和风格改造，恢复“潇湘夜雨”古画意境的山水生态景观。

其次，在整体修复山水景观的基础上重点建设三大场景主题。其一是山水景观生态场

景，以体现和体验“潇湘夜雨”山水文化遗产价值为主，社群和游客一起开展“夜雨江渡”

水上观光游览、萍岛花灯节等体验活动；其二是沿江绿道休闲场景，以滨水的蓝绿基础设

施为主要舒适物，本地社群和游客都能在其中感悟“潇湘夜雨”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其

三是社区公园场景，结合周边社区居民的休闲需求，融入“潇湘夜雨”文化景观。

3.2 历史保护场景的构建

在构建历史保护场景之前，首先要对“潇湘夜雨”的相关文献、古诗词、古绘画、地

方志、散曲和戏剧等史料进行详细的搜集和整理，确定古“潇湘夜雨”的具体景观要素和

特征，并与现实原型场景进行对比，找出现已消失的历史原型景观要素，再分析研究不同

景观要素消失的原因和复现的方法。有部分可移动的小体量景观要素便于复建，可依据古

籍和画意来再现；还有部分难以复建的景观要素，例如古村和没有现代建筑的两岸林地景

观等，只能运用增强现实技术（AR）进行数字化再现。

历史保护场景有三个主题。第一是历史复原场景，通过直接复建如茅屋、孤舟、渔灯、

芦丛、竹林等古画中的景观要素，再现宋代的画意实景并开展风情秀主题游园等系列活动；

第二是 AR 沉浸体验场景，在适宜观景的位置设置增强现实体验平台与休憩设施，数字影

像融合现场实景，还原古“潇湘夜雨”的景观风貌，还能借助手机等移动端设备展现“潇

湘八景”现存遗址与历史上特定景象叠加的对比画面。例如：现在在实地看到的潇水、湘

水两岸有许多现代建筑，手机上呈现的风景中能自动“擦除”不和谐元素；第三是传统节

日与非遗传承体验场景，既可以通过弹窗文字、语音播报和科普动画等数字化的方式为游

客介绍“潇湘夜雨”的景点典故和相关诗词等知识，又能够在实体空间中开展非遗与民俗

的研学活动和体验项目。

3.3 虚拟保护场景的构建

考虑到中国山水画家有“卧游”创作的传统，其写意为主的风景画不必完全忠实于现

实景观[15]，必然有一些靠想象创作的景观要素是在历史与现实场景中都不曾存在的。但这

部分景观要素对于“潇湘夜雨”平远山水画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是文化景观遗产价值

构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只能通过虚拟现实技术（VR）将二维的山水画演变成三维的数字

空间场景。



根据关联性文化景观遗产价值保护和活化利用的不同要求，可以构建三个场景主题。

其一是古画艺术的“元宇宙”展示场景，用数字技术来忠实展现传统山水画的艺术美学，

也是“元宇宙”技术在文化景观遗产价值保护中的应用探索，通过三维空间动态还原其诗

画中描述的景象，能让游客切身感受诗人画家笔下“潇湘夜雨”的原真意境；其二是智慧

旅游场景，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现代化科技手段运用于“潇湘夜雨”线

上旅游目的地场景创建之中，游客通过头戴式 VR 设备在虚拟空间中以 3D 视角交互沉浸式

旅游体验，多时空多视角地饱览“潇湘夜雨”风景名胜的风采；其三是数字文创场景，利

用数字技术基于文化景观艺术美学进行二次创作开发“潇湘夜雨”数字文创系列产品，培

育形成数字展陈、数字藏品、小视频和直播等新型文旅业态，进一步拓展“潇湘夜雨”文

化景观场景的体验边界。

4 结语

“潇湘夜雨”作为“潇湘八景”的第一景，是我国传统平远山水画的重要原型之一，

属于典型的关联性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对于这类活态的山水文化景观遗产，不仅要保护其

突出普遍的遗产价值，更要与所在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态协同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遗产

保护的目标。发源于社会学的“场景理论”对于实现文化景观的活态保护目标有较大的借

鉴价值。本文将“场景理论”转译为文化景观的场景保护方法，建立文化景观的场景保护

结构体系，并应用到“潇湘夜雨”文化景观的场景保护研究中。结合文化景观场地的实际

情况，研究了现实保护场景、历史保护场景和虚拟保护场景三种场景模式，并针对具体主

题分别提出构建策略。该活态保护方法既不同于以往的文物保护方法，又区别于风景名胜

区或景点的旅游开发方法，能兼顾文化遗产价值保护和活态景观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这

种场景保护模式有利于树立“潇湘夜雨”的品牌文化，助推当地社区的文旅经济发展，而

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反向促进“潇湘夜雨”文化遗产价值的传播。

图表来源：南宋王洪画作来自网络 http://www.zgshscjxh.com/nd.jsp?id=1279 ；其它图表

由作者自绘，照片由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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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ving protection Approach of "Raining in the

Night of Xiaoxiang"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Based on Scene Theory
Li Bo Wang Yue Chen Yue

Abstract: "Raining in Night Xiaoxiang" is a typical kind of related landscap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tection of this kind of living cultural heritage first need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coordinate the protection of heritage values with the local soci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scene theory" in the field of sociology is translated into the

scene protection method of cultural landscape, the scene protection structure system of cultural

landscape is established, and applied to the scene protection research of "Raining in Night



Xiaoxiang" cultural landscape.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lo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scene models of real protection scene, historical

protection scene and virtual protection scene, and puts forward the scen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for specific themes. This way of scen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 can not only meet the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living heritage, but also enhance the vitality and resilience of heritage

communities.

Keywords: scene theory; raining in the night of Xiaoxiang; cultural landscape; cultural

heritage; living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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