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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多种类型的特色小镇文化

也有了显著的进步，有了很多成果，但是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

特色文化小镇仍然在比较初级的阶段，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

就，但是文化没有跟上发展的速度，导致城镇是不是越建越大、

建设是不是更快，成为评判城镇建设发展的成功与否的标准，这

就难免在城镇文化建设上出现脱节的问题。因为文化载体是一

个特色城镇建设发展的基础，是城镇气质的外显，是衡量一个特

色小镇建设发展的重要标准。

作为一名设计教育工作者，深感特色小镇建设规划是发展过

程中的外在条件，进一步有效做好文化的传承，确保文化建设能

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城镇发展的内在因素。本文想就文化传

承对古岘小镇建设问题的影响，浅谈几点认知，以期引起相关部

门的注意和重视。

1 概述
胶东即墨古城特色城镇古岘镇，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在这个古镇中一共有 40 个村
落，绝大多数的村落都和该镇的历史传承有着至关重要的紧密

联系，相关村庄的有效命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充分体现出

古岘历史文化的根源，同时也代表着东莱文明，是源头所在。公

元前 507年，齐灵公灭莱之后，在这个地方建立城邦，因为这个
城市在西边和墨水河紧邻，所以也就有临近之意，所以把这座城

市也叫做即墨城。朱毛村就是在这个城市的里边坐落的，所以也

是墨城的中心地带。即墨故城因城设朱毛村，所以叫做朱毛城，

西汉时胶东国康王刘寄建都于即墨故城。该古城的规模十分庞

大，在城市内部有众多宫殿，呈现出金碧辉煌的风貌，而且有着

特别多的店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当时的所辖七郡当之无愧

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通过相对应的考证可以充分看出，这座

古城是具备着高度文明的城邦，其中蕴含着特别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在近年来通过相对应的考古挖掘，可以看到，

在这个古城的遗迹中有很多的龙纹图案的大型空心砖等十分恢

弘的物品和建筑等，这些充分体现出这座古城曾经的辉煌。即墨

过程是在隋朝开皇年间废弃的，通过相对应的考证也可以看出，

因为自然环境持续恶化和连年的战乱，导致这个地区的水资源

出现十分严重的匮乏情况，而通过水路的话，无法到达这个城

市，所以移城今之即墨。

即墨故城从最早的记录一直到如今的即墨，在中间经过了数

千年的演变历程，其中经历了众多朝代，有八王、六侯、一相，而

这些王侯将相在这个地方去世之后，都埋葬在古岘西北六曲山

脉，因此在这个地区也构建起规模特别庞大的六曲山古墓群。其

中西汉景帝之子康王刘寄这个墓葬就建立在这个地方，所以在当

地也有一个比较广泛的流传，就是“打开康王坟，山东不受贫”。

这也充分体现出在那个时代康王殡仪的奢华程度。即墨故城遗址

和六曲山古墓群在当前已经被设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即墨古城是著名的胶东古国遗址。即墨古城所特有的文化传

承是特色城镇建设的重要精神内涵，通常就像我们所称之为的文

化，主要指的是：从广义层面来看，在人类社会生产过程中所获取

的相关物质以及精神等相关财富的总和，从狭义层面来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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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精神产品和相关的能力，主要涉及相对应的社会意识形

态等，例如文学科学，教育体育等，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历史现

象，同时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说也有着十分显著的作用，在阶

级社会中有着十分典型的阶级性，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呈现出

良好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相关特征。针对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而

言，文化也是针对政治经济等相关方面的形象呈现，对于社会经

济发展和政治进步等有着至关重要的直接影响。根据 1982年的
世界文化政策会议、1995年的世界文化和发展委员会会议、1998
年的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等的结论，将其定义为：“把

文化视为某个社会群体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的

不同特点之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共

处的方式、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即墨古城所特有的文化历

史传承具有区域独特性和唯一性，这就是表明作为传统城镇古

岘的建设发展是继生产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之后迎来的城镇发

展的更高阶段，是特色城镇文化建设的重要过程。

2 古岘小城镇文化建设现状
2.1 文化传承的缺失
胶东古岘小镇在市场经济利益发展的高速路上，快速发展的

思想渗透进各个方面，在实践的过程中往往急功近利，更加关注

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的取得，在其中，涉及多种类型的传统文化

和风景区等等，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的发展和制约，在根

本上受到非理性的对待和糟糕的境遇，使其发展受到很大的限

制，各方面的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都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所采取

的是一种盲目扩张式的建设行为，这种快速扩张性建设对小镇

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极为不利的，不管是从理论上到实践都缺

乏系统的梳理。

2.2 特色小镇重硬件建设，轻内涵建设
针对现代小镇建设而言，需要在软件硬件等相关方面进一步

有效增强，不断的优化和改进，特别是针对硬件建设而言，要进

一步优化和完善，例如，有针对性地构建多种类型的购物广场和

园林规划等等，在小镇的基础设施和综合建设方面着重加强，然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外在形象只是打造形象工程和外在

的形象，是一种表面的现象，体现出的是量化指标。而小镇特色

文化建设则是抽象的，不能够量化的考核指标。传统小镇的规划

建设应该是长期、循环不断的建设过程。但是建设者并没有着重

做好特色文化的打造工作，而这样的情况对小镇建设有着至关

重要的直接影响，有些甚至是不可逆的影响。通过相对应的研究

也能够充分看出，硬件设施往往更容易看到，更加直观，因此体

现出地方的政绩和城市的建设发展，但是相关管理者并没有着

重关注文化建设工作，并没有在特色文化的内涵和深度方面进

行有效挖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导致相应的历史文化建筑没

有得到科学合理的利用，管理不到位或者管理比较粗放，部分具

有历史文化的建筑或是遗址，管理不到位或是管而不修，这种近

功利，重政绩、看硬件的建设方针，因而导致小镇建设中文化内

涵力的欠缺就不足为奇了。

3 文化特色小镇建设的意义
（1）针对历史文化遗迹进行有效的保护，挖掘历史根源，把文

化打造成为特色小镇发展的核心动能。

针对特色小镇的发展而言，打造出独特的文化，是关键所在，

同时也是灵魂，是特色小镇凝聚力和文化力的源泉，是形成个性

文化的关键所在。在今天城镇发展中，应该充分尊重小镇的文化

内涵，要针对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挖掘塑造特色文化，而这成为

特色小镇建设和发展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关键，更重要的是地

域特色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而这样的文化

意义，对城镇良性发展来说是关键性的动力所在。

（2）文化建设的有效推进，使特色小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得
到充分的增强。

针对特色小镇的历史文化构建而言，要想使其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需要通过历史文化的有效建设，塑造小镇的形象和特色，

进而为其社会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而提供必要的保障，使其具

备应有的原动力。同时进一步有效进行历史文化建设，这样能够

充分体现出特色小镇的品位和内涵，从而促进特色小镇能够实

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有自身的文明和品位，凸显特色小镇自身

特有的文化魅力。

（3）树立明确的城镇文化建设观念。
城镇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概括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文化符

号，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确保富有特色的文化符号能够在其中

有效融入，这样能够突破城镇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改变了城镇建

设的同质化倾向，营造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对城镇的特色化建

设和可持续建设具有十分长远的规划建设意义。

4 特色小镇文化建设的对策
（1）特色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有效内容进行

深入的融合，通过科学合理的态度，针对相关内容进行审视，以

此确保特色文化建设和特色小镇建设能够充分实现更加良好的

发展，既要充分体现出特色小镇的面貌，同时要立足长远进行科

学合理的规划，充分培育出特色文化，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特色

小镇文化建设根本。

（2）特色文化建设要有高瞻远瞩的文化规划观，它是一座小
镇的活力和灵魂；文化特色是小镇的生命和魅力，是一个特色小

镇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精神要素，也是这个小镇最独特的文化优

势。随着全方位发展态势的形成，文化优势已经与地缘优势成为

特色小镇竞争力的关键和重要指标，特色文化发展需要全面参

与到小镇规划建设中去，尤其是特色小镇文化底蕴、人文精神，

越来越成为带动区域特色小镇发展的重要动力。

（3）文化建设是无可替代的宝贵历史资料，特色小镇的发展
离不开居民的努力与参与，因为特色文化建设就是小镇文明程

度的外在体现，两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要解决一面硬的

问题。要促使区域特色小镇文化的发展，让特色小镇居民爱自己

的小镇，针对小镇特色文化建设进行有效的关注，确保其特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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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维持，小镇居民要共同努力，让小镇成

为文化凝聚力，传播正能量和谐的小镇，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

社会。

5 小结
即墨古城古岘小镇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和历史积淀的

小镇，特色小镇自身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文化特色，在文化的打造

过程中，又充分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和内涵，因此在人类文化的发

展过程中成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具有创造力的因素。当

前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越

来越多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加关注小镇特色文化的

打造，对其进行更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建设，不断追求特色发展和

独特魅力的体现。小镇人民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从小镇的实

际情况出发，深刻挖掘古城的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不能局限在

近期收益和快速建设的狭隘圈子上，要具备长远的发展眼光，贯

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从整体上进行相对应的规划和

发展，以此充分体现出小镇的文化特色以及深刻文化内涵，同时

进一步增强其内在的动力和生机活力，有更加积极向上的发展

氛围，以此通过小镇特色文化的打造，展现出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保护，展望未来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在以后的发展中，将即

墨古城小镇古岘的历史文化纳入整体规划是势在必行的趋势。

这样的小镇也将获得一个深具特色而又和谐统一的文化小镇，

在新时代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将会出现一个全新小镇的繁荣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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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m λ1 λ2 λ3 λ4
Charlie1 λ1∈（0.58，1]
Charlie2 λ1=0.58+ε λ2∈（0.67，1]
Charlie3 λ1=0.58+ε λ2=0.67+ε λ3∈（0.78，1]
Charlie4 λ1=0.58+ε λ2=0.67+ε λ3=0.78+ε 不存在（λ4>1.04）

表 1 每个 Charlie锐度参数的允许范围

0.42-0.63λ2。当 Tr [WW
λ2 ρW 2√

λ1 ]<0，（即 λ2=0.67+ε（0<ε≤0.33）），
Charlie2可以用见证算子[WW

λ2
来检测到与 Alice和 Bob的纠缠。

在表 1中，使用有效的见证算子 WW
λm
，给出了每个 Charlie检

测与 Alice和 Bob纠缠的锐度参数的允许范围。当 Charlie4检测
到与 Alice和 Bob的纠缠时，它的锐度参数必须满足 λ4>1.04，这
与 λ4∈（0，1]的条件相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多有 3个
Charlie能够连续探测到与一个 Alice和一个 Bob的纠缠。
3 总结

本文研究了多个观察者能否连续探测到偏 W 态的纠缠问
题。我们考虑了这样一个场景：空间分离的三方，Alice，Bob和多
个 Charlie共享偏W态。Alice测量第一个粒子，Bob测量第二个

粒子，多个 Charlie依次测量第三个粒子。采用带锐度参数的见证
算子检测纠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证明了多达 3个 Charlie
可以探测到与一个 Alice和一个 Bob的纠缠。我们没有找到最合
适的目击者算子来顺序检测偏W态的纠缠。可以相信，如果出现
更合适的见证算子结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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