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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古驿道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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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海南古驿道作为海南文化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与更新的两方面任务。如何保护现有的

驿道物质遗产，传承驿道文化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驿道代表性区域建设，整体规划，以文化传承和保

护为核心，探索新时代驿道文化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唤醒海南“文化新标识”，助力海南文化遗产旅游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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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驿道又称驿道、官道。指古代经由驿站传送

公文的交通路线，多设于通衢大道 [1]。海南古驿道

北起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一带，南至三亚崖州，主环

线西通澄迈、临高、儋州、东方，东至定安、琼海、陵

水等主要市县。伴随着主干线沿线环岛高速的建设

开发，原先遗址在交通上已经不再承担重大的功能；

区域环境的变迁更使得古驿道多处破损消失；在面

临着巨大挑战的同时，其本身的历史保护价值，以及

旅游价值日显突出。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线性文化遗

产保护领域一系列新的进展，使得作为中华民族文

化线路上重要的文化遗产的古驿道正逐步受到遗产

保护界的重视。

一 中国文化线路特征

通过对滇藏茶马古道文化线、川黔邮驿文化线

路、京杭大运河等一系列文化线路的进一步比较分

析，可以发现我国文化线路的几个固有特征：第一，

文化线路是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的集合 [2]。文化

线路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迁徙、交流沟通的路

线，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二者

缺一不可 [3]。两者之间互为支持延展的关系。第二，

文化线路强调其整体跨文化性，即整体价值大于各

组成部分价值之和。通过文化线路上的文化联结交

流，增强文化辨识度，加强区域本土文化认同感，避

免文化同质化，为文化多样性提供了保障。最后，文

化线路是动态发展的。

二 海南古驿道文化线路特质

首先，古驿道前身为琼州驿道，起于隋代，明代

形成网络遍布全岛，推动了多民族聚居的海岛经济

发展与文化交流。先有陆路，再有驿道。其次，以海

南古驿道为载体逐步发展起来的经济线路，在某种

程度上带动了城镇的发展，引导了周边区域人口的

迁移。而海南省的人口组成除原先本地民众外，还包

含多从广东省、福建等临近地域移民人口，不可否认

的是古驿道加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整体性。最后，海

南省古驿道是民族文化交流传播的走廊。古驿道沿

线上居住着黎、苗、回、彝、壮、满、白、土家、高山、哈

萨克、鄂伦春等 30 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

沟通，构成了璀璨的海南文化的一部分，以古驿道为

依托的经济交换活动，证实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依

存性和互补性，形成了“外汉内黎”聚居方式 [2]，展现

出“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的民族文化交流史特征。

三 古驿文化线路保护现状

（一）保护背景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显示：43.59% 民众对海南

古驿道知之甚少，其中缺乏对驿道文化保护意识的

群众更为多数。驿道的文化价值更是难以被正确认

知。其次，景观面貌的改变。随着非农业用地的迅

速发展，高速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土地被蚕食，直接

影响了驿道区域的景观面貌。与此同时，古驿道在

演化过程中，伴随着自然景观的逐步破碎化，带来的

是不完整的道路系统。最后，古驿道的空间结构的

完整性面临着危机，海口至澄迈部分线路因为道路

改造，城市化等原因，其原址变成城市建设用地或其

他用地，破坏了古驿道的有机整体性；地方性非物

质文化遗产诸如：蛊盘舞、龙塘雕刻艺术等，日益消

失，削减了驿道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以城市和旅

游开发为目的不合理建设，对古驿道历史文化遗产

造成破坏；部分建设仅仅出于美化或者单一功能的

建设，造成部分驿道景观自然形态破坏，破坏了绿廊

生态效应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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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南古驿道文化线路的完全价值评估

首先，完全价值是从历史、现实与未来多个视

角，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出发，全面研究对象在满足

人们现实的和潜在的需求，从而全面判断其相应的

价值 [4]。资源的价值是它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

对于海南古驿道而言，存在如下几个方面值得去探

索和思考。

第一，文化遗产价值，古驿道凝结着中国古代

人民的创造力，对我国的交通技术发展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见证了海南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二，交通运

输价值，古驿道的部分线路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演

化成为环岛高速，剩余部分依然承担着一定的交通

运输功能；第三，持续促进生态发展，海南古驿道

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自然生态系统，

是城乡区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景观

剖面和绿色廊道 [5]。第四，弘扬爱国主义文化教育，

海南古驿道作为有感知度的游憩资源，是重要的历

史文化教育资源，对促进爱国主义教育有着积极的

作用。第五，经济发展效益，海南古驿道作为旅游资

源，在带动区域产业发展和经济复苏的同时，为民众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带动城乡经济发展。

（三）驿道再生可能性

首先，可以唤醒海南新的文化标识。在海南古

驿道系统中，发掘海南地域文化和特点的标识，唤醒

民众对古驿道的记忆，增添海南文化新印象。其次，

进行驿道探索与美丽乡村、田园综合体等开发建设。

近年来，随着全域旅游和美丽乡村建设，乡土景观重

现生机，而如今保存较好的古驿道路段多在乡野，作

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要素，可以作为村里开发发展的

要素。海南石屋党建综合体，结合村路重要革命遗

址，开发建设多元化田园形态。古驿道作为科教文

化传播的重要历史资源，可以融入田园综合体的综

合开发中。

（四）保护与利用战略

第一，进行资源摸底，全面掌握海南古驿道遗

产遗存状况。现阶段对海南古驿道的资源遗存现

状的了解不全面。从古驿道遗产保护建设的角度

来看，全面掌握资源情况是进行保护和开发的必要

前提，为此，海南古驿道详细的资源调查摸底迫在

眉睫。

第二，“反规划”思想结合沿线城镇发展。“反

规划”是指逆向的规划思维过程，它提出的背景是

传统规划思维方式难以适应高速城市化的状况。为

此，就需要以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资源作为规划的

优先对象，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规划的

根本目标。“反规划”将传统的以经济驱动为特征

的规划思维调整为强调对土地、对文化和自然资源

的尊重 [6]。

就海南古驿道的整体保护来说，“反规划”是以

全面的价值观，探索驿道区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把

驿道遗产、城镇化、经济发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等多元因素目标统一起来，对相关资源和景观进行

整合规划。

第三，提出整体性规划发展战略。整合区域文

化和景观资源，开辟遗产资源保护与开发相同步、经

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相平衡、旅游与地方文化相协调

等多赢局面 [7]。

四 海口—澄迈—定安线性文化遗产探索性开

发保护研究

（一）概况

笔者对海口—澄迈—定安进行资源摸底调

查，共计调查 22 项资源。其中，自然保护类 2 项、民

族文化类 3 项、历史文化类 10 项、风景名胜类 2 项、

宗教文化类 1 项、剩余综合性资源 4 项。通过与古

驿道全线的资源整合对比，发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区

域地块存在着代表性。

首先，具有非物质文化的代表性。原海南古驿

道全线至今遗存约 32 项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其

中“海口—定安—澄迈”区域占 14 项。涵盖了手工

艺技艺、歌谣曲艺、特色节庆等各个方面。

其次，具备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现状代表性。古

驿道三种遗存状态。第一类线路遗迹保存相对完

整，如海口至定安部分区域；第二类线路由于功能

性发展转变，道路遗迹演替进化。如海口至澄迈地

段，实体道路部分演化为换到高速，但路线上的点状

驿道元素依然保存完整；第三类具体线路不连续，

但古籍佐证区域范围内存在，诸如定安到澄迈部分

区域。

最后，具有自然环境资源代表性。古驿道保存

至今的自然资源点约 41 处，其中目标区域占 8 处，

涵盖山川河流，文明自然遗迹等各种类型。

因此海口—澄迈—定安三线作为古驿道重

要的组成部分，现今的发展具有整体的代表性，满足

实验性保护开发试点的要求。

（二）线性文化遗产整体形象定位

古驿道西线和东线，在如今环岛高速的建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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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形势下，经济发展相对较快。

但随之带来的文化和民俗传统无法被充分保留传承

的问题日益明显，而且，其资源的开发多为点状分

散，资源缺乏系统性整体开发。古驿道中线开发利

用相对滞后，但是其民风民俗，传统文化保留相对完

整，是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巨大的潜在保护与

开发的价值。

经过对三条线路的现状评估，针对不同的现状

问题，提出如下不同观点保护方针策略（见表 1）。

（三）“海口—定安”线路规划设计

第一，点状“基础”。对线路进行资源调查摸底，

其中包含着古井、古桥、宗祠、牌坊、庙堂、亭子、遗存

驿道等多种资源形式。在修复保护的前提下，根据

不同类型的资源类型进行保护开发。

对沿线分布的村落，在保护为前提的基础上，建

设以旅游发展为导向的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田园综

合体等乡土开发建设。

第二，线性“脉络”。对于村落之间的驿道遗存，

依据保存的程度进行分类评估，区分原驿道与后期

人为不妥善修复改造地段，重点路段采取遗址修复

保护，修旧如旧。其余路段可作为交通游览绿岛进

行开发利用。

第三，片区发展。海口至定安线路，为远古驿道

中线，是现存保护相对最为完整的路段。通过多种

遗迹保护方法，力图减少遗迹的人为二次破坏。驿

道保护规划不仅仅是实现驿道物质遗产的延续，更

是古驿道文化唤醒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媒介。

五 结语

海南古驿道的开发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

对于驿道文化线路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中华

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

现阶段，如何以更具操作性的方式去传承和进化依

然是值得去探索和深思的问题。

针对当前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开发，提出在保护

的基础上实行旅游与美丽乡村结合发展，构建共享

性驿道文化“探索点”线路，通过深化文化标识内

涵，全面设计渗透，重新构筑海南文化新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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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古驿道文化线路景观保护带策略表

线路 驿道现状评估 重点保护对象 规划定位 主题

海口—定安
环岛高速与其不重合，古驿道沿线分布村落

保存完整，数量众多。
海南唯一完整的明代古驿道遗迹 保护为主

感受历史底

蕴，探寻先贤

定安—澄迈老城
中线支路功能性较弱，其考据资料模糊，

需根据其经过古村遗址，重新规划线路。
沿途分布传统村落

美丽乡村旅游

开发与保护

体验海南民族

文化与风情

海口—澄迈老城
环岛高速与其高度重合，驿道破坏较为严

重，遗迹多为点状分布于城市。

广德桥遗迹、多峰驿古道遗迹、封平约

亭遗迹、琼台书院、石山火山地质公园
保护协同开发

古今文化传承

变迁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