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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村落在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社会背景下已经有三十年的发展历史，其文化、经济、社

会、教育等价值得以挖掘与认识，并形成诸多开发与保护的相关经验与方法，但在国家城镇化发展进程

中，传统村落的空心化、文化衰败化等问题依旧突出并棘手。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再一次给传

统村落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而重新审视其发展现状，以培养新农人、吸引外来人为目标，创新其发展

范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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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a history of 30 years of development under such social backgrounds a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ir cultural, economic, social, 
educational and other values have been explored and understood, and many relevant experiences 
and methods of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have been formed.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na-
tional urbanization, the hollow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cultural decline are still outstanding 
and difficult. In recent year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once 
again brought new vita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re-examined its development 
status, cultivating new farmer and attracting tourists as new paradigm, innovated its development, 
and realiz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measure for beautiful village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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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村落是中国标识性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一个由集体智慧建造并体现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

信仰观念等的特定有形空间，是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凝结。挖掘好、守护好、活化好、振兴好传统村

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向，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村庄

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载体。《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强调，深刻把握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城乡

关系变化特征，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数字时代的到来，我们要更好地创新传承与活化利用

好传统村落，保留住有形与无形的传统文化命脉[1]，让我们匠心独具的传统村落既传统又现代、宜居又

宜业。鉴于此，重新审视传统村落发展现状，创新发展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路径，对实现可持续发展，乡

村全面振兴，实现美丽乡村的中国梦，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2. 传统村落是什么：认识的扩展 

2.1.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史的见证 

传统村落是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史的长河中，由先民在血缘关系的基础模式上，进而因“聚族而

居”的生产生活需求而建造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社会单元[2]。不同物理形态的传统村

落，实际上反映了相应的传统村落居民的文化理念，折射出以生产生活方式和民风与习俗为重要内容的、

不同的文化内涵[3]。 
传统村落反映出一种具备农业社会特点，对理想环境、生活模式的朴素追求的特征。从文化层面来

说，传统村落的物理形态是对崇尚寓意深刻的文化环境的独特表述，是对特定环境中和谐的人类聚居空

间的适应性与创新性表达。具有悠久文明、承载着丰富的民间文化的传统村落，是农耕文化的重要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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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永嘉，坐落在山水诗摇篮的楠溪江畔，分布着众多的传统村落，有“文房四宝”村落布局的苍坡村，

以“七星八斗”为寓意规划兴建的芙蓉村，出于防御目的而街巷错综复杂形成巧妙迷宫的屿北村，世外

桃源之境的蓬溪村、埭头村，长在岩石上的村庄炉熊村，彰显十二生肖文化的东岙村，田园山水景观的

岩龙村等等，无一不是农耕文明的独特体现。山青、水秀、村古、林美，是这些传统村落理想人居环境

的共同特征。晴耕雨读、耕读传家、半耕半读，是传统村落重要的精神内涵与生活方式。“一等人臣忠

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村落传颂的警言在农耕历史时期成为这块土

地上民众的人生至高追求。 

2.2. 传统村落是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凝结 

传统村落是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的有机结合体，是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是社区独一无

二的身份特征。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演绎变迁的见证，不仅是个人与社区历史的一种连接，也是了解

文化多样性与特殊性的重要途径。它们揭示了人们的记忆和社区认同，在全球化时代也是文化增值和文

化推广中极具差异化的核心吸引物。 
传统村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民族、不同经济社

会发展阶段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真实记录了传统建筑景观、独特建筑技艺、当地民风民俗和原始空

间形态，是中华民族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加快创意经济发展的宝贵文化资源。苍坡村至今已有八百多

年的历史，但如今依旧保留着南宋时期的建筑风貌，有宗祠、庙宇、寨墙、古柏、古宅、亭榭以及保存

完好的“文房四宝”的村落布局。这些物质遗存，也记录并反映着村落的文化。村里的李氏大宗祠，是

农耕社会时期宗族文化的投射，是村落治理甚至乡村教育的主要阵地。仁济庙是为纪念英雄人物而设，

后成为民众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健康平安等愿望的精神之所。这些历史遗存的物质形态与非物质

文化形态，是传统村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本。 

2.3. 传统村落是社区文化自信的源泉 

传统村落一直以来都是遗产旅游、文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传统村落旅游，通过与自然景观、历史

古迹、博物馆、节事活动等建立其相关的旅游关联，使游客寻求与环境的互动，让他们能够体验和参与

村落当前或者过去的生活方式，并使他们感知到所到村落的历史。这可以转变社区民众的身份并提高当

地社区的文化自信心。 
传统村落的文化遗存是社区文化自信的源泉和文化资本。“传统村落长久以来可为法制史、民族学、

民俗学和制度文化研究提供难能可贵的标本和案例。通过脚步丈量传统村落，我们可以发现和佐证那些

过去我们在传统文献里见不到的、值得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4]。温州瑞安的东源村木活字印刷术传承

至今，是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的实物鉴证，于 2010 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完整再现了中国古代活字印刷的传统工艺，展现了村落文化的历史价值，成为当地村民引以

为傲的文化身份。同样，在瓯海泽雅有“活化石”之称的古法造纸作坊，成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重要名

片。苍南碗窑村，是清代浙南地区烧制青花瓷的主要基地，至今保留商品经济萌芽时期以手工业为发展

业态的村落形态，现今成为古法制陶技艺展示与体验的旅游目的地。 

3. 传统村落怎么了：认识的深入 

3.1. 有形：传统村落的空心化 

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传统村落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乡村空心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于本世纪而

言，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农业生活迁进城市，谋生并扎根，成为全球最为显著的现象，从而导致村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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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化，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正常现象[5]。“但中国有一点特殊性，由于近三四十年中国社会以

世所罕见的速度高速和全面的发展，村落的空心化来得极其突然、快速，没有准备。太突然的事物一定

会带来冲突，带来挑战”[6]。 
城市化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一定意义上，传统村落的空心化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从城

市移民的视角来看，村落空心化的原因，主要影响因素是人的问题，概括来讲，如就业问题、个人的未

来发展前景、薪资的吸引力、教育医疗条件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传统村落缺乏留住“人”的这些要素，

以至于现代大多数年轻人宁愿背井离乡选择城市打拼。对于城市移民而言，有一份体面、能够施展才华、

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工作，是经过个体不断努力伴随激烈竞争压力而获得的就业机会，是自我实现和自

我发展的职业目标，一旦实现，他们也较少选择回乡发展。空心化，是传统村落甚至是更广阔的乡村在

城镇化发展中伴随而生的突出问题，也是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 

3.2. 无形：传统村落的文化衰败 

文化衰败也是城市化进程对村落发展影响的又一显著问题。村落的空心化，意味人口的流失。村民

是文化传承的主体，人流失了，文化何谈传承？例如，人口的外出就业，造成传统上留下来的民间手工

技艺丧失了传承的活力，再加上传统手工技艺经济价值的弱势，因不受重视而彻底丧失传承的动力。在

温州乐清蒲岐，在三十年前还有大量的温州米塑传统手工技艺从业者，正因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后继

乏人的困境成为突出的文化传承难题。 
村落的发展规划，也会成为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影响因素。只有合理利用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才

有可能创新性传承乡村的文化。例如在苍坡村的李氏大宗祠，曾经是该村的礼教中心，也是宗族聚会、

重大族事庆典的地方。文革期间一度作为仓库之用，之后一直是作为村级小学之用。村落发展旅游，小

学校迁出，政府出资修复，并将其改成“永嘉历史文化展览馆”。宗祠内部按照博物馆的样式，挂满了

展板，主要介绍楠溪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小型佛教庙宇水月堂改成“永嘉象棋馆”，里面摆着不同年代、

大大小小的象棋，还有当地人取得象棋比赛荣誉的展墙。原本供奉英雄神(农业社会民众用于祈求神灵保

佑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的“仁济庙”，改为楠溪江民俗馆，陈列百多件楠溪江流域民用实物。而在村落

寨门前，风水学上寓意龙吐珠的水塘，因旅游接待需腾出足够的停车空间，进行了“龙珠缩水”的改造

[7]。村落的发展举措，因时因地的限制，在保护、传承与发展传统村落的实际效果上，会有不同的争议。

但既有经验是珍贵的财富，要进一步研究与深化更加符合现代社会民众心理与经济发展的优良举措，实

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4. 传统村落怎么办：本体的重构 

村落之所以衰败，众说纷纭，有归之缺乏产业支撑，有的说缺乏因地制宜又紧跟时代潮流的农村政

策，也有的称乡村的能人已老而新人进城，但总的说来，还是村落主体“人”的问题。重新审视既有的

发展路径，探寻以人为本的更为合理的可持续发展观。未来的社会发展愈加彰显“人”的要素，有“人”

才有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要有“人”，才能实现传统村落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4.1. 留住本地人：村落生计的创意品牌化发展 

留住本地人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与延续的根本。首先，“有什么就发展什么”，在已有条件的基

础上优化本地人的主要生计方式，走村落生计品牌化的道路，带动本地人就业，慢慢形成创意乡村的良

好氛围。比如村落以农业为主，可以走创意农业发展之路，让农业生产的整个流程与创意经济产业结合

起来，打造景观农业、主题农业，发展科普教育等；农业产品也可以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如自 2018 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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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把每年的秋分，定为农民丰收节，大力发展农业节事活动，挖掘农业产品的文化内涵，逐步形成地方

特色、高品质的农产品文化品牌。温州首届举办的农民丰收节在苍南岱岭乡富源村举行，围绕农耕文化

举办丰富多样的节事活动，通过实物展示，让游客更加了解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总的来说，创意农业的

发展，可以把生产、生活、生态、民俗、民居等元素充分融合，注重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的

体验舒适感及获得感的营造，形成以传统村落为依托的文化、休闲、康养为一体的产业集群。 
其次，“没什么就补足什么”，充分认识本地人的发展短板，做好乡村产业人才的培育。目前传统

村落的发展，整体水平不高，品质一般；专业人才匮乏，缺少现代社会高科技思维；农业知识产权的体

系亟需完善[8]。对村落的发展主体而言，要注重创新发展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经营管理模式，积极探索

产学研学的融合发展路径。在地方管理部门层面，深入调查了解村落主体需求，合理制定村落发展规划

和相关鼓励举措[9]。而对于本地人来说，改变落后的村落生计发展思维，积极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如农村

电商产业化、直播带货等)，争做新时代具备先进技术、管理与服务意识的“新农人”。 
最后，“城市有的我也有”，缩小城乡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让民众感受实实在在的城镇化

利好。教育和医疗，是村民最为关注的两件事，一个是解决孩子读书的问题，一个是解决生病就医的难

题。“乡村教育的对象往往是贫困、单亲、留守儿童等，在学习和生活上资源缺乏；师资力量不足，课

程体系不够完整，管理方式相对落后、硬件设施投入不足”[10]，要想留住本地人，孩子的“头等大事”

需要去关注并解决。乡村的医疗卫生条件也一直是村民的困扰，其条件得到改善也将能够更好的留住本

地人。 

4.2. 吸引外地人：遗产旅游的体验式融合发展 

传统乡村旅游是文化旅游的重要形式。文化旅游是旅行的主要动机之一，约占有记录的世界旅行总

数的五分之二，其中包括前往旅游目的地寻求与环境有关体验的游客，使他们能够体验、参与不同的生

活方式。旅游业越来越富有“创意性”，单纯的观光游已经无法满足新型观光客的需求。为了游客能更

多地参与当地文化的体验和社区的融入，通过参与和创造积极的个性化体验来促进互动，理应成为传统

村落旨在增加旅游需求的差异化战略。同时，传统村落的管理者应规划能提高游客满意度和忠诚度的旅

游战略，同时又不损害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最大程度地减少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冲突，为各方利益相关

者提供参与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不能忽视村民的作用，尤其是在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以及与游客的互动中

本地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接待方面的作用。 
传统村落具有明显的文化资本优势，也是旅游业发展的宝贵资源。国外也有许多优秀的发展案例可

以借鉴。日本是最早开展乡村改善运动、发展旅游的国家。从 1900 年到 1960 年，日本为保护和发展农

村开展了几项运动，包括乡村改良运动、乡村复兴运动、新乡村运动和新生活运动。这些举措也并非全

部获得成功，而保护和发展乡村的理念影响到日本的国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乡村开始借助创意

农业推动“一村一品”活动，带动旅游发展。随后又为了推动城市与乡村间的互动，推行了振兴乡村、

都市菜园、美丽乡村等举措，同样鼓励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这也让日本的乡村成为亚洲各国纷纷学习

的发展范本。 
韩国也是积极开展新乡村运动的国家。韩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政府的远见卓识和规划，协调和实施

多部门战略配合的能力。这包括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相结合，进行监督和及时评估，并采取强

有力的激励措施来鼓励集体行动。进行土地改革和早期的教育投资，以及农村地区与社会资本进行合作，

建立共识和采取集体行动。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包括提高技术和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

通过粮食价格政策和对关键农业投入的补贴，对农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促进农村工业和非农业活动。 
我国也有乡村发展的优秀案例，如苏南模式，华西村成为村落产业发展、现代旅游的典型示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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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出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体验相结

合的传统节事模式、民族传统工艺与产品相结合的创意商品模式、民族传统元素与产品外包装相融合的

创意包装模式、民风民俗与农业景观相结合的村寨农业观光、农产品与少数民族风味相结合的农家乐等

多样的旅游融合发展业态[11]。但村落旅游的成功，影响因素多样，无法复制，还需要因地制宜合理决策。 

5. 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新时代的发展范式 

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要遵循乡村本体发展规律，树立以人为本更为合理的可持续发展观。传统

村落的衰败与振兴，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在当前发展阶段，既要考虑本地人的利益诉求、留下本地人在

当地就业发展，又要创新传统发展方式吸引外地人，为创意乡村的兴起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它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

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12]。创意乡村，是传统村落的

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范式，是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景，是彰显“人”的力量的新的发展观。村落的发

展，离不开产业，无论是第一、二、三产业，还是被誉为第四产业的创意产业。产业的融合发展是时代

的必然，更需要创意，而人是推动产业融合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例如，“农业 + 旅游”、“农业 + 
科普”、“农业 + 休闲”、“农业 + 民宿”等等，均离不开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融合与共谋。 

新时代的传统村落发展范式需要有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多个部门和产业的协调配合，乡村基础软环

境与硬件设施的改善，城乡联系紧密性的加强，贫困、老弱等群体的生活保障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

作为支撑与推动。尽管传统村落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但随着科技、科学和社会组织的进步，也存在着大

量尚未开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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