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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基因谱系的地质文化村
“书卷式”建设模式

———以莲塘地质文化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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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笔者等依据景观基因谱系理论,对景观基因谱系和“书卷式”建设模式进行研究,构建了基于二者内

在关系的地质文化村“书卷式”建设模式。 该模式遵循“目标、意义、功能、特性”的理论框架,以基因信息的“传承路

径”和“文化叙事”两种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构建。 在此基础上,以浙江省江山市莲塘地质文化村为例,将地质基因作

为其主体基因谱系,构建可视可游可及的地质基因书卷模式;将文化基因作为其附着基因,其中内在唯一性基因谱

系构建为当地民俗文化活动的书卷模式,外在唯一性基因谱系构建为当地特色明显的村庄形态及建筑风格的书卷

模式。 以期为地质科普、地质文化村建设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

关键词:景观基因;地质文化村;书卷式;建设模式;莲塘村

　 　 建设地质文化村(镇)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

国地质学会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

践和探索,是落实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目标、建设美

丽乡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推进地质调

查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是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提高

全民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地质学会,2020)。
由于 2018 年国家才开始关注地质文化村(镇)的建

设,相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积累相对较少。
当前的内容主要着眼于宏观视角,多为地质文化村

的理论性指导建议。 例如,陈美君等(2017)首次提

出了地质文化村的概念,并提出了“不可批量生成、
不可大搞建设、不可政令推行”的建设原则。 孙乐

玲等(2017)介绍了浙江省首个地质文化村的做法,
并提出了开发地质文化产品和打造品牌等方面的建

议。 丁华等(2020)比较了地质文化村、美丽乡村、
传统村落等的不同特征,总结提出了地质文化村的

科学内涵、建设内容与实施路径。 丁华等(2022)融

合多种理论,提出了关于地质文化村建设的理论框

架,并从“人才、资金、组织”等层面总结提出了地质

文化村的实施路径;张博(2023)结合乡村人居环境

治理,从“响应国家战略”、“建设思路”、 “保障措

施”“建设手段”四个方面提出了地质文化村的建设

路径。 有学者提出了采用包括“地质” +“生态旅游、
生态农业、自然教育、生态康养、创新创意、综合服

务”等多种建设模式(陈美君等,2017),系统总结了

地质文化村建设规划的技术路线和编制方法(彭俊

等,2019)以及功能分区方法(郭盼等,2021)。 孟庆

伟等(2021)提出“地质+”开拓创新,是地质文化村

建设的新途径。 许德如等(2023) 提出了地质文化

村建设路径选择,刘远栋等(2023)提出了浙江地质

文化村建设思路,胡清清和杨晓霞(2024)对我国 50
个地质文化村(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进行研究。
 

当前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地质学相关领

域,其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规划编制等宏观视角,提
出的建设路径也多为原则性内容,具体操作方面仍

缺乏可借鉴的经验。 因此,如何具体实施地质文化

村建设的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笔者等从景观基因的视角对地质文化村建设模

式进行系统研究,挖掘当地特定的地质资源与人文

历史资源等,用景观基因谱系的形式对其进行内在

的系统化、条理化和可视化概括与凝炼,形成一种具

备普适性推广的集科普和旅游为一体的“书卷式”



地质文化村建设理论和逻辑。

1　 地质文化村景观基因谱系概述

景观基因的概念由我国学者刘沛林借鉴生物遗

传学中的“基因”概念提出。 基因控制着生物的基

本性状,是生物的基本遗传单位,承载着信息和遗传

密码(刘沛林,2003)。 景观基因的理论已经广泛应

用于中国传统聚落 ( 刘沛林等, 2008;曹帅强等,
2012;胡最等,2013,2015a,2015b)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曹帅强等,2014,2016;胡最等,2015c)、客家文

化(刘沛林等,2009;曹帅强等,2014)等研究中。 我

国具有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和各种类型的村落,例
如农业村、林业村、渔村、牧村、古村等,每种村落都

有独特的景观特征、地域特征和形态特征。 地质文

化村作为村落的一种,以独特的地质资源为特征,同
时具有历史文化内涵,因此,拥有独特的文化景观基

因。 我们通过分类、梳理和凝练地质资源和文化景

观,引入生物学“基因谱系”的概念,建立了联系地

质文化和村落文化的“地质文化村景观基因谱系”
(表 1)。

表 1
 

地质文化村景观基因谱系

Table
 

1
 

Landscape
 

gene
 

pedigree
 

of
 

geological
 

cultural
 

village

大类 中类 子类

地质

景观

基因

地形 山地、丘陵、平原、高原、盆地

地貌 喀斯特地貌、丹霞地貌、黄土地貌、雅丹地貌、海岸地貌、冰川地貌、河流地貌、风成地貌

岩石 石林、石浪、叶蜡石、巨石、叠层石

化石 菊石、鹦鹉螺、三叶虫、双壳类、腹足类、棘皮动物(海百合)、苔藓动物、珊瑚、脊椎动物(鱼类、牙形石)、硅化木

遗迹 地震遗迹、矿业遗迹

自然景观 溶岩景观、水体景观、海底世界、大峡谷

文化

景观

基因

外在唯一性

基因

内在唯一性

基因

方位

道路

布局

朝向

建筑

手工艺

特色农产品

背山面水、背山环水、背山临水、背山面屏

形状 网格状、干枝状

路面 石板路、卵石路、泥砂路、水泥路、柏油路

集中式、分散式、行列式

坐北朝南、坐西朝东、坐东朝西

民居、祠堂、牌坊、虎墙、古戏台、作坊、库房等

烧瓷、剪纸、竹制品、木制品

香榧、茶叶、笋干、海产品、水产品

2　 “书卷式”建设模式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工作指南(试行)》中第

四部分“策划设计与产品开发”中,明确指出地质文

化村(镇)要建设科普解说系统,包括标识牌设计、
科普长廊设计、地质文化陈列室设计、地质文化科普

活动场所设计、科考研学游览步道设计等(自然资

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2020)。 笔者等从村落形态

和实际建构出发,结合指南的建设要求,提出了“书

卷式”地质文化村建设模式。
2. 1　 “书卷式”建设模式的研究视角

(1)概念。 古语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卷

式”建设模式是借助景观基因谱系研究逻辑和范

式,将地质文化村的地质景观和人文历史景观关联

起来,通过主题故事将各种元素有序组合,将当地地

质演变过程和人文故事像书卷一样展现给人们。 这

种模式旨在建立地质文化村的景观意象域,突出空

间真实与美感,并普及地质知识。 在“书卷式”建设

开发模式下,地质文化村的景观基因信息以遗传路

线和地质演化故事表达的谱系形态构成一卷卷具有

科普审美感的书卷,如震旦卷、寒武卷、三叠卷、人类

卷等。 该模式以地质文化村客体真实性为基础,采
用沉浸式体验游览的方式,将地质景观制作成系统

化的多维空间立体图像,并充分挖掘和传承村庄的

传统文化个性美。 这种方法能够突出地质文化村景

观的个性与品牌,指导开发实践,并将独具特色的地

质景观书卷进行模型化应用。
(2)目标。 “书卷式”建设模式采用“形—数—

理”的景观基因谱系表述方式,解决了地质文村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将其抽象归纳

为图形化、数据化、条理化等,从而为类似问题提供

一个新的思路和标准。 以此为例,透过以主体基因

为主的谱系,使人们对地史演变、人文等有更深刻的

认识,体会到各种区域特征,并在其中引起精神上的

共鸣。 通过“书卷式”建设的逻辑和思路,旨在唤醒

人们对地质文化的感知和认同,促进地质科普工作

的传承与发展。
(3)意义。 “书卷式”建设模式旨在解决地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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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村建设中的问题,如地质景观零散和乡村人口流

失。 通过景观基因信息链理论,全面识别地方景观

基因及其谱系特征,构建沉浸式游览建设模式,突显

当地特色。 遵循固定基因模式,合理规划以地质变

迁故事为内容的地质科普旅游风情长廊建设模式,
对深化地质文化村特色的景观资源“系统化”、“科

普化”、“艺术化”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4)功能。 “书卷式”建设模式具有实践意义,

通过艺术性恢复和虚拟重建地质演变及历史人文背

景,适应现代科普游览需求,塑造文化美感和价值。
重建地景记忆:建立地景基因的时间、空间及层次的

标识谱系,辨识优良的遗传信息,明晰其在空间上的

相关特性,再现其文化记忆。 塑造地质景观美感:在
重现地质变迁历史记忆的基础上,注入文化创意色

彩,提升艺术美感。 传承地质科普文化自信:构建重

现地质变迁形态的街区旅游科普范式,形成集观光、
度假、科教等功能于一体的地质文化经济产业。

(5)特性。 “书卷式”建设模式将人文创新的思

想与概念相融合,以一景一故事的方式将地质地貌

呈现出来。 其功能是保持其特征的相对稳定性,体
现良好的文化遗传。 地质文化村落具有丰富的地质

环境,并以各种不同的景观形式表现出来。 具有欣

赏、科普、艺术、地方归属感等价值。
2. 2　 “书卷式”建设模式的体系构建

“书卷式”建设模式将遗传与地质演化的基因

信息以谱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与景观基因信息链

相结合(刘沛林,2008)。 通过信息元、信息点、信息

链三大要素构建综合体结构(表 2)。 其特征是以地

质演化顺序为时间线,以村庄空间为书卷本体,以地

质故事为内容,以地质基因谱系为外在形态。
(1)“信息元”是地质景观元素,代表地质文化

色彩和历史记忆,是地质特色的重要因子。 准确把

握和界定村落的地质“信息元”,对地质文化村的开

发和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例如,通过化石、石
林、叠层石和金钉子等具体地质符号载体,可以呈现

和烘托地质景观,让旅游者感受到当地的地质文化。
(2)“信息点”是地质景观节点的物化载体,也

是凸显地质文化村内涵信息的空间载体。 在科普旅

游中,人们通过感官层面捕捉和感受地质文化村的

地质气息与特质,理解其风景、服务和设施等方面的

信息。
(3)“信息链”是由众多“景观点”组成的“信息

廊道”,它反映了不同的地质景观间的内部联系。
在此基础上,将各地域、各时段的地质文化信息元素

表 2
 

景观基因表达的书卷要素

Table
 

2
 

Bookish
 

elements
 

of
 

landscape
 

gene
 

expression

书卷要素 内涵

信息元 地质景观因子

信息点 承载景观元的主要节点空间

信息链 地质主题内涵的旅游风情廊道

(如景观单元、景观视角等)通过一定的结合规则,
构成具有特殊主题的景观信息廊道。

3　 景观基因谱系和“书卷式”建设
模式的关系

　 　 地质基因谱系是依据地质景观基因的内在规

律、遗传路线和关联影响等构建的一系列多维文化

地学谱系。 景观基因谱系和书卷式建设模式存在内

在关系(图 1):①梳理地质文化村的地质和文化发

展历程,建立具备景观特征的基因识别指标体系。
②筛选地质基因和文化基因,突出地质文化村的特

色。 主体基因并非完全剔除其他历史文化信息,而
是将其关联度进行级别划分。 ③地质基因作为主体

基因塑造优势基因,文化基因作为色彩基因起加强

作用。 ④遵循特色明确、深层次表达、综合运用基因

信息、挖掘多元素内在联系等原则,以讲故事方式构

建书卷形态,实现规划理念和旅游目的。

4　 景观基因谱系的“书卷式”建设
模式案例———莲塘地质文化村

　 　 2021 年笔者等参与制定《莲塘地质文化村建设

方案(2021 ~ 2025 年)》,故此对莲塘村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调研。 莲塘村(图 2) 位于浙江省江山市北

部,地形为向南开口的“ U” 字形山涧谷地,三面环

山,海拔 150 ~ 390
 

m,地势东高西低,是剥蚀、侵蚀丘

陵地貌。 莲塘村有近 700 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全村总面积 5. 7

 

km2,包括 12 个自然村、千余户人家

和 2800 余人。 村庄拥有丰富的自然历史景观和人

文历史,于 2019 年被评为年度地质文化村建设和科

普示范的重点地区(李晓娜和刘远栋,2021)。
4. 1　 景观基因谱系的建立

莲塘村拥有得天独厚的地质资源。 “金钉子”
地质遗迹保护区,江山海底世界双塔石林,寒武纪三

叶虫化石采集体验区,3 处叠层石安静沉睡于莲塘

北侧,丰富的角石化石以及大规模印支运动形成复

杂的地质构造系统,构成了江山莲塘 6 大类自然景

观,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地质书卷。 根据地质基

653 地　 质　 论　 评 2025 年



图 1
 

景观基因谱系和书卷式建设模式的关系

Fig.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scape
 

gene
 

pedigree
 

and
 

bookish
 

construction
 

model

因谱系、内在唯一性基因谱系和外在唯一性基因谱

系等,分析景观基因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莲塘地质

文化村景观基因谱系(图 3)。

图 2
    

江山市莲塘村全貌

Fig. 2
 

General
 

picture
 

of
 

Liantang
 

Village,
 

Jiangshan
 

City

4. 2　 “书卷式”建设模式

“书卷式”建设模式主要是从地质基因、文化基

因及其外在唯一性基因和内在唯一性基因等方面,
结合莲塘村“八亿年地史、七百年人文”的丰富地质

基因和村落文化基因以及村庄本身的空间结构,我
们规划设计出主题性、层次性、关联性的地质科普旅

游书卷。

(1)地质基因谱系的书卷

模式:地质基因谱系为地质文

化村的主体基因谱系。 莲塘

村“金钉子”、“叠层石”、双塔

石林、古生物化石等构成了独

特的地质景观,是区别于其他

村落的主要景观特点。 我们

提取金钉子、三叶虫、角石化

石、叠层石、岩溶地貌景观等

作为主体地质基因,并为它设

计了一个特有的标志。 结合

莲塘村自身的空间组织结构,
选取进村主干道打造成地质

科普旅游风情廊道。 利用该

村主干道两边的闲置空间,按
时间顺序组织震旦卷、 寒武

卷、三叠卷、奥陶卷和第四卷

以及人类卷几个地质景观节

点,用实体景观的形式向人们

展现了特有地质年代的地质

特征,并配以标识牌(图 4)。
让人们游历期间亲身感受古老的地质演变。

(2)外在唯一性基因谱系的书卷模式:外在唯

一性基因是村落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村

落形态、空间结构和建筑风格等。 在地质文化村的

建设中,结合莲塘村的实体条件,串联其历史古迹。
莲塘村因“村前有塘、塘中有莲”而得名,建筑风格

为“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 (李晓娜和

刘远栋,2021)。 村中保留有徐氏祠堂、元末明初的

石拱桥、乾隆时期的文昌阁遗迹、明代屏墙遗迹虎

墙、600 多年历史的古井等。 这些遗迹历经风雨仍

耸立,见证了莲塘地方历史的兴衰。 将祠堂—古

桥—文昌阁—虎墙—古井等串联成延续的村落历史

文化书卷轴。
(3)内在唯一性基因谱系:内在唯一性基因谱

系是村落文化基因的内在体现,包括当地风土人情、
民俗民风、思想活动等,受实体存在的客观条件所影

响及形成。 莲塘的民俗文化代代相传,最具代表性

的是“丰收节和麻糍节”。 秋收时节,莲塘村村民通

过载歌载舞的特色演出,将农特产品、传统小吃推介

给游客,庆祝丰收成果。 麻糍节已沿袭数百年,是江

山地区汉族传统节日,起源于当地秋收后庆祝丰收

祭拜天地神灵的仪式。 举行仪式当日,家家户户打

麻糍、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 据说谁家宾客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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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江山市莲塘地质文化村景观基因谱系图

Fig. 3
 

Landscape
 

gene
 

pedigree
 

of
 

Liantang
 

Geological
 

Cultural
 

Village,
 

Jiangshan
 

City

年事业就兴旺。 所以,麻糍节总是特别热闹。 当然,
最令人怀念的是打麻糍和吃麻糍。 我们的建设方案

设计了街道和广场两种空间形态,为这些民俗活动

图 4
 

江山市莲塘村地质景观基因提取及建构:(a)
 

莲塘村标志图;(b)
 

莲塘村空间结构;
(c)

 

震旦纪节点;(d)
 

三叠纪与第四纪节点

Fig. 4
 

Gene
 

extra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landscape
 

in
 

Liantang
 

Village,
 

Jiangshan:
 

(a)
 

logo
 

of
 

Liantang
 

Village;
 

(b)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Liantang
 

Village;
 

(c)
 

Sinian
 

node;
 

(d)
 

Triassic
 

and
 

Quaternary
 

nodes

提供适合的载体空间。 使人们在地质科普旅游的同

时,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创造了地方性

很强的民俗景观书卷模式。

5　 结论与展望

借鉴景观基因谱系理论,综合考虑了地

质文化村景观基因的地域形成机制,建立了

景观基因谱系的“书卷式”地质文化村建设

模式。 这一模式旨在全面发掘和科普核心

内容,并在地质旅游科普与开发利用中发挥

独特功能。 对于深化地质科普与文化传承

的交叉研究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5. 1　 结论

(1)探讨了景观基因和书卷式建设模

式的概念和结构,建立了二者内在关系的地

质文化村“书卷式”建设模式。
(2)结合具体村落的地形地貌、空间结构、居住

模式和道路组成等要素,选取合适空间建设地质科

普旅游风情廊道。
(3)采用因果分析方法,全面识别景观基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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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及其内涵,以基因信息的遗传路线和文化故事表

达为谱系形态,概念化人文事物,得到其谱系的科普

书卷特征。 主体基因谱系构建为可视可游可及的地

质基因模式,内在唯一性基因谱系构建为民俗文化

书卷模式,外在唯一性基因谱系构建为当地特色明

显的村庄形态及建筑风格等。
5. 2　 展望

后续工作可以根据自然地理环境对现有地质文

化村的村落形态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提出针对不

同形态的地质文化村的科普旅游风情廊道的布局形

式,形成系统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能为丰富地质文

化村景观基因谱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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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enealogy
 

theory
 

of
 

landscape
 

gen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ealogy
 

of
 

landscape
 

genes
 

and
 

a
 

construction
 

mode
 

known
 

as
 

“ bookish”,
 

while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the
 

geological
 

cultural
 

village
 

based
 

on
 

their
 

intrinsic
 

relationship.
 

The
 

model
 

adheres
 

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encompassing
 

goals,
 

meanings,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is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ed
 

through
 

two
 

approaches:
 

“inheritance
 

path”
 

and
 

“cultural
 

narrative”
 

of
 

genetic
 

information.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using
 

Liantang
 

Geological
 

Cultural
 

Village
 

in
 

Jiangshan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e
 

focus
 

on
 

its
 

geological
 

gene
 

as
 

the
 

primary
 

genetic
 

lineage
 

and
 

construct
 

a
 

visible
 

and
 

accessible
 

scroll
 

model
 

representing
 

geological
 

genes.
 

Additionally,
 

we
 

consider
 

cultural
 

genes
 

as
 

secondary
 

attachments
 

by
 

constructing
 

an
 

internal
 

unique
 

gene
 

pedigree
 

showcasing
 

local
 

folk
 

cultural
 

activities
 

in
 

scroll
 

pattern
 

form;
 

meanwhile,
 

an
 

external
 

unique
 

gene
 

pedigree
 

is
 

created
 

to
 

represent
 

village
 

layout
 

and
 

architectural
 

style
 

with
 

distinct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both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opularizing
 

geoscience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nstructing
 

geological
 

cultural
 

villages
 

while
 

contributing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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