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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下，触媒理论的兴起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相契合。在这一背景下，本

文从触媒理论的内涵及功能出发，以南京江宁区杨柳村为案例，借此案例探讨传统村落活力再生的机制

和过程。通过分析杨柳村的发展历程和现状，提出了一系列传统村落空间优化设计策略，这些策略旨在

平衡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发展需求，以期推动中国传统村落的活化与更新，为其他类似村落的活化更新

设计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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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ise of catalyst theor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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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ne with the core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catalyst theory, taking Yangliu Village in Jiangning District, Nanj-
ing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vitality regenera-
tion. B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Yangliu Village, a series of op-
timization design strategies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have been proposed.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balance the needs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modern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
mote the activation and renew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
ence for the activation and renewal design work of other similar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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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和深刻的价值内涵。这些古老的村落不

仅是建筑和风景的集合，更是华夏文化的缩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勤劳和坚韧。传统村落的文化

价值在于其传统建筑、民间工艺、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的丰富体现，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贡献了独

特的财富。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也为传统村落的设计与活化更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党的十九大提

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发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强调了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性[1]。在这

一背景下，传统村落作为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资源，不仅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还承载着丰富的自然

资源和人文景观，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和支持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设计已经被纳入乡村振兴

战略的核心议程，这不仅是对中国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尊重，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和社会基础。 

2. 触媒理论引入传统村落 

2.1. 触媒理论的内涵 

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美国的中心城区逐渐衰落，城市建设趋向同质化，本

土文化特色逐渐流失，导致城市形象呈现出千篇一律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建筑师韦恩·奥

图和唐·洛干于 1989 年在《美国都市建筑：城市设计的触媒》一书中提出了城市触媒理论。这一理论的

核心思想在于有策略地引入新元素，同时不对原有城市元素进行本质性改变，以激发城市的潜力，并通

过局部改造来带动邻近地区的发展[2]。这一理论为城市的更新和改造提供了创新的方法，有助于重新点

燃城市的活力和魅力。 
触媒理论强调小量局部性，着眼于有针对性的改变，并倡导渐进式的改变，通过逐步引入新元素或

概念，确保变革过程平稳，减少潜在风险。其次触媒理论注重文脉持续性，尊重文化传承，保持传统村

落的原真性，从而维护文化的延续性。触媒理论还强调系统层次性，考虑整个系统的协调和平衡，而非

仅仅关注单一要素的改变。最后，触媒理论强调整体关联性，认为各种要素和行动相互关联，形成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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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从而带动整体发展[3]。这些特点使得触媒理论在解决村落功能衰退、文化原真性丧失、整体风貌

不完整以及修正村落静态保护模式等问题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4]。触媒效应的核心理念强调了

“动态性”、“参与性”和“弹性”，这与实现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的要求高度契合[5]。因此，触媒理

论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方面具备独特的应用优势。通过引入新元素并激发村落的潜力，触媒理论有

望帮助传统村落实现活态保护，同时保持其文化传统的完整性。 

2.2. 传统村落“触媒”的内涵及原则 

传统村落“触媒”是在城市触媒的发展思路基础上进行了借鉴，并将其应用到了乡村振兴的脉络之

中。其主要目标是改善乡村的空间环境品质，通过引入新的功能和元素，为乡村带来崭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我国众多传统村落都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底蕴，其社区组织结构也相对稳定。这一特点为乡村

触媒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背景和支持[6]。 
传统村落“触媒”实践秉承一系列关键原则，以确保在保护和更新传统村落时能够取得最佳效果。

这些原则的核心包括：(1) 原真性原则：着眼于保持文化传统的纯粹性。触媒实践强调对村落历史和文化

传统的尊重，强调避免对村落进行过度商业化或现代化设计，以维护村落的原汁原味，保护其独特的文

化遗产。(2) 可持续性原则：注重确保活力再生的长期性。触媒应当综合考虑长期效益，以保障传统村落

的文化和自然资源能够得到永续性的利用，而不只是短期的经济收益。(3) 动态性原则：支持逐步渐进的

改变。触媒应该采用渐进的方式引入新元素，以适应村落发展的需要，避免过于急功近利的改革，减少

潜在的风险。(4) 独特性原则：强调每个村落的独特价值。触媒应基于每个村落的独特特点和文化背景来

制定策略，而不采用通用的一刀切方法，以保护和凸显每个村落的独特之处。(5) 整体性原则：考虑整个

地区的协调发展。触媒实践不仅注重村落内部的发展，还要考虑村落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和关联，以实现

整体的和谐与发展[7]。这些原则共同构筑了传统村落触媒实践的指导思想，强调了在传统村落触媒过程

中，必须尊重和保护村落的原有特色和文化传统，同时确保村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动态的，并与整个

区域的发展相协调和整合。 

3. 触媒视角下杨柳村活力更新现状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 

杨柳村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外秦淮河平原，先后被列入首批国家级传统村落与第六批国家历

史文化名村，是江南村落的典型代表。杨柳村由一个自然村逐渐演变而来，形成了依水系建造的明清时

期独立宅院，其街巷由青石砖铺地，采用条石作为台阶，展现了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观。村庄至今仍然保

留着大量清朝时期的建筑，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清代古建筑群之一。这些古建筑群在砖雕、木雕技术、

多进穿堂式庭院建筑和青石砖铺路等方面都体现了明清时期浓厚的文化氛围。 

3.2. 杨柳村现状与困境 

3.2.1. 村落公共空间趋于破碎 
杨柳村村受到地形和杨柳湖的地理布局的制约，因此形成了一条东西向的主要道路，即羊留路，该

路贯穿了整个村庄。这种地理布局导致了村庄整体呈线性延伸，东西向较长，南北向较短。在村庄中部

地区，建筑物的密度相对较高，而开放空间，如街道和广场，则更多地分布在村庄的外围，这些开放空

间通常呈不规则的形状。建筑物在村庄中的布局相对紧凑，主要集中在主要道路的北侧，越往村落边缘

地区，建筑布局越松散。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和管理措施，街巷空间的利用率较低，互相连接的

性能不足，导致整个村庄的空间显得比较破碎化和不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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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建筑破败，保护存在滞后性 
尽管杨柳村在整体活态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特

别是涉及历史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方面，包括对传统建筑价值认识不足、保护观念的偏差、

缺乏有效的保护规划、资金不足、政府统一维修规划未及时实施，同时又不允许村民自行维护等，这些

因素导致了传统村落建筑保护措施的滞后性，使得历史建筑物可能面临着破损和衰退的风险。 
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村民缺乏关于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正确意识，一些建筑被设计改造，仅保留了

外部山墙和部分内部梁柱框架，然后在古建筑的外围建设了仿照明清时期建筑风格的新建筑。这种做法

旨在创造更大的室内空间，但实际上却使整个村落失去了原有的历史美感。这种不合理的改造破坏了传

统村落的风貌和结构完整性，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3.2.3. 文脉没落，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大部分原住村民追求个人发展和改善落后的基础设施环境，因而选择离开村落外出就业或永久迁出。

这导致了常住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得传统建筑无人居住的情况更加普遍。同时，传统建筑的修缮工艺复

杂，维修费用高昂，因此村民更愿意兴建新的房屋，而不是投资在保护传统建筑上。杨柳村的村落外围

被新建道路和仿古建筑包围，这对游客和当地村民来说都减少了一定的文化空间体验感。村落中仿古建

筑较多，但缺少乡村本地特色的表现，已有的古建筑群、青石板路以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

化遗产也缺乏传承和保护。这一系列问题使得村落的原真性、历史文化特色和整体风貌受到了威胁，需

要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 

4. 触媒视角下杨柳村传统村落空间设计策略 

4.1. 注重村落整体风貌设计，重塑公共空间体系 

乡村公共空间在塑造乡村人居建设品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应当被视为一种设计触媒，能够在遵

循当地风貌和文化传统的准则下介入并释放效应。这种介入不应仅仅出于经济或新颖性的考虑，而是应

当在尊重乡村原有特质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如果仅仅出于经济或新颖性的目的，试图以全新的空间风貌

取而代之，不仅会导致传统村落原有的空间特质的丧失，还可能使其独特的社会人文价值逐渐减弱甚至

失去[8]。因此，在进行乡村公共空间的改造设计时，需要谨慎权衡各种因素，确保新的空间设计与乡村

的传统特色和文化价值相协调。 
例如在乡村公共空间的设计中适度植入休闲服务功能，以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空间载体，以

此来实现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例如：建立休闲体验区，以村内的朱氏家族宗祠文化、传统庙会、社火

等节庆活动为代表，让游客亲身体验地方的民俗文化。此外，还可以增加特色的公共空间节点，为村落

中的地方传统舞蹈、曲艺、技艺和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和展示提供场所。 

4.2. 重现历史文脉、激活传统村落空间活力 

以“保护优先，适度利用”的原则对场地内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设计利用，首先对杨柳村传统

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保护，包括建筑、民俗、历史事件、传说等各个方面。以重大历

史事件、名人故事和传说故事等为文化触媒，成为推动杨柳村传统文化活化的催化剂。其次需要充分利

用传媒资源的设计触媒作用。媒体拥有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可以更好地展示古村景观风貌，

宣传民俗优秀文化。通过与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合作，将各类民俗活动推广到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中，进一步增强村落文化触媒效应，提升村落的社会活力。同时引入一些新的元素或概念并与传统文化

相融合，以逐步改变传统村落的空间和活动，例如艺术装置、文化展示、新型建筑等景观设计要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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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激活其文化活力，实现历史文脉的再现。 

4.3. 政府带头介入，引导多方参与 

当地政府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应积极引导村落的良性发展。首先，政府在

政策制定上应确保已经完成改造和更新的村落能够在后期正常运行和维护,进行触媒点的设计、评估和评

定，并从成功案例中吸取经验，将其推广至同地区的其他传统村落[9]。其次，政府应该积极开展多渠道

的宣传设计活动，鼓励居民和游客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工作。最后，政府可以倡导一种合作

模式，即政府行政力量主导，村民是主体，专业机构提供支持。这种模式鼓励政府、村民和专业机构共

同参与，为传统村落的复兴提供建议和支持，以确保村落的有序更新和发展。 

5. 结语 

传统村落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文化的活化石，反映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

艺术和建筑风格等。在乡村振兴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双重背景下，本文引入触媒理论为传统村落空间的活

化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村落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包括经济发展和社

会服务。触媒理论注重渐进的改变，有助于平衡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使传统村落更好

地适应现代社会。总的来说，传统村落空间设计引入触媒理论有助于平衡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发展的需

求，为这些村落的活力再生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和方法。这有助于保护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促进乡

村振兴，同时也为其他地区的类似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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