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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视角下的朝鲜族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探析

韦宝畏&!$

! 穆佳宁&

!&)吉林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 吉林 长春 &!%&&'% $)天津大学 建筑学院& 天津 !%%%"$"

摘要! #人民性$ 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本质和核心& 以人民性尺度为操作水准是解决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问题最本真的出发点和归宿' 朝鲜族传统村落由人民创造与积淀& 并由广大人民的智慧而充裕& 也

应以人民性为标准进行保护及合理利用' 在诠释朝鲜族传统村落人民性内涵基础上& 切实提出增强人民的民族

自信& 建立文化传承纽带% 提高人民保护自觉性& 杜绝消极更新方式% 以人民需求为依归& 激发传统村落活力

的朝鲜族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思路& 以期对促进朝鲜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和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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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我国传统村

落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正面临着 #乡土性$)

#民族性$ 特色丧失的严重危机& 诸如经济发展滞

后) 居住环境质量下降) 村落形态破坏) 文化传

承受阻) 风貌构造雷同等问题日益凸显' 朝鲜族

传统村落是朝鲜族农耕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具

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凝结着朝

鲜族人民的传统智慧) 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 是

朝鲜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众的精神家园& 深

刻肇示出其所具有的 #人民性$ 本质特征'

因此& 在当前朝鲜族传统村落保护的过程中&

应重视 #人民性$ 理念的启迪& 进一步阐释 #人

民性$ 理念内涵& 揭示传统村落所具有的自然人

文价值和潜在经济价值& 切实提高村落居民的民

族文化自信心) 认同感和归属感& 满足其在社会

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现实需求& 充分体认到自身主

体价值及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过程中所能发挥的

决定性作用& 从而增强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是当前我国朝鲜族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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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 拥有较丰富的

传统资源& 具有一定历史) 文化) 科学) 艺术)

社会) 经济价值& 应予以保护的村落'$

*&+传统村

落中传统建筑) 格局与空间环境及其承载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具有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 一旦遭受

破坏将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 就目前学界比较流

行的 #生态博物馆式$) #风貌统合式$ 和 #文脉

延续式$ 三种既有方式而言& 虽均以完整的历史

文化遗产为保护核心& 强调延续传统村落的完整

性) 真实性& 但对原住民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的

延续考虑有所欠缺*$+

' 因此需进一步寻求基于可

持续发展的传统村落保护理念和方法是当务之急'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本质

和核心是强调文化发展的 #人民性$' 人民是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同时& 文化发展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

' 这为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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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可资借鉴的理念和思路' 朝鲜族传统村落由

农耕文明孕育而生& 是朝鲜族悠久民族文化传承

和延续的坚实物质载体' 当下& 朝鲜族传统村落

保护处于攻坚克难阶段' 在朝鲜族传统村落保护

过程中& 坚持以 #人民性$ 为理念核心& 坚定回

答 #为谁保护$ 和 #靠谁保护$ 的问题& 形成朝

鲜族 #传统村落活态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坚定

传承) 村民生活条件改善提高$ 三位一体的整体

性保护发展新格局& 是建设和发展富有朝鲜族民

族文化魅力和特色传统村落的充分必要条件'

3" '()*-./04567

我国的朝鲜族是一个 #跨境民族$& 自明末开

始& 基于政治) 经济) 军事方面的原因& 以间歇

性方式从朝鲜半岛向我国东北地区迁移& 具有长

达三百余年的民族迁移史' 朝鲜族在朝鲜半岛已

形成的价值理念和宗教信仰等与我国东北地区盛

行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从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冲

突& 到相互融合& 形成区别于朝鲜半岛居民的&

并与其生存环境) 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性相辅相依

的民俗文化传统& 最终发展成为我国的 ## 个少数

民族之一' 其传统文化在朝鲜族人民的世代相传

过程中& 内涵不断丰富& 并滋养着与人民生产生

活休戚与共的村落空间) 建筑文化) 风土人情与

民族性格'

&)传统村落因人民的生态智慧而生成

基于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经验积累& 使朝鲜族

先民在传统村落环境营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

与特定自然环境相适应的) 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

关系的生态文化理念' 移居中国东北地区之后&

朝鲜族依然保留着从朝鲜半岛迁入时固有的文化

习俗,,,以风水思想作为村落选址) 宅基地布置

及民居布局的理论指导*J+

& 缜密地思考和构建了

村落人工建筑与其周围包括地形) 地势) 山势)

水势等自然环境要素之间的共生性生态关系& 确

定背山面水) 负阴抱阳的村落空间格局 !图 &) 图

$"' 同时& 作为传统意义上从事水稻种植的农耕

民族之一& 土地肥沃平旷与水资源丰富是朝鲜族

村落选址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基于从事农耕生

产便利的考量& 村落位置通常紧邻耕地& 保证了

农田用地的地势平坦) 生产与生活用水的便捷和

日常田间管理的方便' 村落道路布置随意) 参差

不齐) 阡陌交错) 可达性好' 整体布局与民居相

得益彰& 形成舒缓悠然的空间形态& 体现了朝鲜

族人民趋吉避凶) 追求安居乐业的风水观与自

然观'

图 &A负阴抱阳的朝鲜族传统村落风水格局

图 $A理想村落风水模式

$)传统村落因人民的农耕开发而充裕

早在朝鲜半岛聚居时& 朝鲜族先民就以擅长

种植水稻而著称& 并且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耕作经

验' 朝鲜族移民开始迁徙至我国东北地区后不久&

就大胆尝试水稻种植' 但由于中国东北地区无霜

期短) 昼夜温差大且缺乏水利设施等不利条件&

致使水稻产量极低' 而充满智慧的朝鲜族先民通

过充分利用曾经在朝鲜半岛种植水稻时所积累的

先进种植技术和丰富耕作经验& 积极发挥主观能

动性& 在汉族农民弃耕已久的草甸地) 苇塘地)

涝洼地等稍具水利资源和条件的肥沃土地上& 采

取修建一些小型引水工程& 战胜了东北地区不利

的地理条件和气候因素的制约& 并砥砺前行& 在

村落周围的耕地上探索出了与现实环境高度适应

的水稻种植新技术& 为寒地水稻在我国东北地区

的成功种植和大面积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 既有

效解决了移民之初饥寒交迫的生活境遇& 又历经

岁月洗礼& 不断进行技术改良& 最终创造了享誉

国内的优质寒地水稻品牌 !图 !"'

!)传统村落因人民的信仰习俗而多彩

朝鲜族素有 #白衣民族$ 的美称' 朝鲜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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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朝鲜族民众的水稻种植场景

民在每逢传统节日来临时& 都会穿上洁白素净的

民族服饰举行庆祝活动& 载歌载舞& 热闹非凡'

由打糕) 八珍菜) 冷面) 泡菜) 大酱汤等菜品组

成的丰盛筵席精致考究& 尽显独特民俗文化风情'

此外& 朝鲜族特别注重民族传统礼仪文化的传承&

家人一起聚餐时& 晚辈须在长辈用餐后方可用餐&

向长辈敬酒时须双手推举酒杯& 饮酒时& 头须稍

微偏向身体右侧& 并用衣袖遮挡酒杯& 这些民族

礼仪行为诠释了朝鲜族谦恭端庄) 尊卑有序) 长

幼有序的伦理文化内涵& 是朝鲜族人民信仰的见

证' 朝鲜族人民的居住环境也独具民族特色' 传

统民居低矮的墙壁与敦厚的屋顶基本接近 &Q$ 的比

例' 而窗与门的比例纤细& 线条富于变化& 虽与

建筑轮廓产生了对立的视觉效果& 但却在无形之

中打破了建筑本身的笨拙之态& 呈现出独特的审

美特征*#+

' 屋顶坡度柔和& 屋脊形如飞鹤& 台阶

矮小敦实& 整体建筑造型具有舒展之气和均衡稳

定之感& 白墙灰瓦的建筑外观& 体现出朝鲜族

#尚白$ 的色彩哲学和对道家 #见素抱朴$ 哲学思

想的艺术表达 !图 J"' 这种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

成为朝鲜族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印记& 也造就了

朝鲜族传统村落别具一格的独特建筑文化内涵&

成为朝鲜族人民独有的文化名片' 此外& 至今广

为流传的 #长白金达莱$) #阿里郎$ 等朝鲜族传

奇故事融入每一位朝鲜族人民的血脉之中& 生生

不息& 为族人所固守和绵延至今'

图 JA典型的朝鲜族瓦屋顶传统民居

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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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人们的

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 行为习惯和社会交往乃至

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急剧性变化' 一味追求现

代化生产生活模式的现象从城市向广大乡村地区

逐渐蔓延开来& 致使与传统农耕生产生活方式相

适应) 承载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村落的保

护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 与 #人

民性$ 理念本质相悖的一些现象也随之表现出来'

&)文化观念的变迁冲击着人民的沿袭之路

村落居民是村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力军*I+

'

近些年& 随着国家对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日益重视&

朝鲜族聚居地区相关政府部门已开始采取相关举

措& 保护村落文化遗产& 但受现代网络 #快餐文

化$ 和城市 #潮流文化$ 的巨大冲击& 人们的文

化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村内的

年轻人突然发现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村内的生

活很无奈$& 十分乐于接触和接受外部社会的娱乐

方式及生活模式& 因而逐渐失去了对朝鲜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浓厚兴趣& 不愿学习和

继承' 比如& 平常在村落中很少能看到年轻人穿

戴民族服饰& 他们对参加本民族的传统节庆和民

俗活动的积极性不够& 甚至会说本民族语言的也

越来越少& 却极力推崇穿西服) 过洋节等& 以至

于达到了盲目崇拜的境地& 致使本民族的传统文

化正在被逐渐淡忘甚至遗忘& 固守和绵延朝鲜族

传统文化之路正面临被中断的深刻危机'

$)风貌特色的破坏消解了人民的文化记忆

所谓民族文化记忆& 是指 #一个民族在与自

然界长期的生存斗争中& 在与外来民族的交往过

程中形成& 并铭刻在该民族每位成员的潜意识中&

成为他R她 -日用而不知. 的应付生存的惯常模

式& 并以之影响其后代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之

总合'$

*"+作为中国 #I 个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

朝鲜族得以存在的显著标志就在于其具有与其他

民族完全不同的) 鲜明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记忆'

朝鲜族的民族文化记忆链把整个民族的成员紧密

联系在一起& 并使他们普遍意识到彼此之间的血

脉相连和休戚与共' 就朝鲜族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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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朝鲜族村落居民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归属依

赖于传统村落空间环境的承载) 唤醒和容纳' 近

年来& 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缺乏对朝鲜族传统村落

综合价值的评估与认知& 盲目推进新农居建设&

大力实施农村泥草房改造工程& 以砖混屋身) 彩

钢屋顶等现代化建筑材料改建或新建起与传统民

居外观截然不同的新型民居& 虽在短时间内使朝

鲜族传统村落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村落整体风貌特色的

破坏 !图 #"& 致使村落居民对村落的文化记忆链

条被严重割裂& 难以找到曾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朝鲜民族文化记忆链的断裂& 也就意味着作为一

个整体的朝鲜民族自我意识的丧失' 这与传统村

落保护和发展的 #人民性$ 理念初衷背道而驰&

也是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中最为隐性而深切的问题'

图 #A多样化的 $新农居% 对村落风貌造成破坏

!)经济活力的缺乏制约了人民的现代需求

与城镇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比& 朝鲜

族传统村落多数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远) 交通不

便) 产业结构单一& 致使村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

对滞后& 经济活力严重缺乏' 再加上受现代城镇

化) 工业化) 信息化的影响& 传统村落当中原本

超级稳定的生产力结构发生了颠覆性改变' 曾经

祖祖辈辈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朝鲜族村

落居民也有了更多谋生方式的选择& 大量年轻人

选择进城务工或迁入城市定居生活& 村内仅留下

一些年迈的老人守望乡土田园& 空壳化现象严重

!图 I"& 呈现出一番衰败萧条的景象' 然而村落居

民却对更加舒适方便的居住环境的要求日益迫切&

由于传统村落空间环境改善严重滞后) 基础设施

老旧不全) 民居条件简陋) 空间功能不太完善&

难以更好地满足村落居民的居住要求& 如不及时

解决这些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传统与现

代的冲突将愈演愈烈& 终将导致传统村落难以满

足对人民现代化生活的适应性与包容性& 从而影

响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图 IA $空壳化% 的朝鲜族传统村落

@" '()*+,-./0AB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 人们的文化和审

美观念也日趋多元' 对多元文化的强烈追求不可

避免地与传统村落的历史文脉和传统风貌产生冲

突' 势必使历经百余年历史变迁) 承载着独特民

族文化的朝鲜族传统村落因掺杂了外来因素而变

得不再纯粹' 当常年在外奔波谋生的村落居民再

次踏进曾朝夕相伴的故土家园时& 是否还能再触

碰到熟悉的草木砖石& 脑海中曾遮风挡雨的大树

之下& 是否还能见到和蔼慈祥的朝鲜族老人在纳

凉谈笑呢/ 看似简单淳朴的生活场景却包含了几

代人的情感归属与文化记忆' 一旦这些古建筑)

传统村落被推倒重建& 那么以它们作为 #土壤$

的朝鲜族传统文化也必将随之消失殆尽' 作为新

时代的新青年& 需要付诸实际行动来保护朝鲜族

传统村落的历史气韵& 保护民族记忆的根与魂'

知来路方能识归途& 代代相传的朝鲜族传统风土

人情仍需延续& 融洽和睦的邻里关系更不能被冰

冷的钢筋混凝土所阻隔' 因此& 笔者认为朝鲜族

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延续需要

以 #人民性$ 为标准和尺度来加以把握和操作'

&)增强人民的民族自信& 建立文化传承纽带

近年来& 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传统村落

旅游蓬勃发展& 依托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丰富文化

资源开展的旅游活动是乡村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

其凭借独特的古遗迹) 古建筑文化) 传统民俗民

艺等吸引广大旅游者来此进行旅游观光) 科学考

察) 写生等旅游活动*"+

' 朝鲜族传统村落作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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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适当地挖掘和利用其独特而

丰裕的传统文化资源& 发展乡村民俗旅游& 可将

民族文化产品的收益转化为支撑村落文脉延续和

人居环境改善的经济基础'

深入挖掘朝鲜族传统文化资源的独特魅力&

引导游客摒弃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 让更多的

人能够体验朝鲜族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风情& 进而

领悟朝鲜族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 此外& 游客在

观赏朝鲜族聚居地区 #碧水青山$ 般自然景观的

同时& 还能精心品味正宗的朝鲜族传统风味佳肴&

也能切身参与到诸如打糕等简单菜品的制作过程

当中& 并加以悉心地体验与品味 !图 ""' 伴随着

宛转悠扬的民族传统音乐& 欣赏着能歌善舞的朝

鲜族人民带来的民俗舞蹈& 并融入其中交流互动'

通过精心打造海内外游客流连忘返的朝鲜族民俗

风情体验区& 不仅能够促进本民族文化的深层贯

通传承& 极大地增强民族自信心& 而且还成为村

落居民宣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舞台' 在这方

面积累成功经验并引领风潮的是有着 #朝鲜族农

耕文化第一村$ 美誉的百年部落,,,图们市月晴

镇白龙村& 村内的民俗展览馆被誉为中国唯一的

朝鲜族历史展馆& 馆藏展品万余件& 惟妙惟肖地

诉说着朝鲜民族的迁移史' 另外& 丰富多彩的民

俗文化遗产也是白龙村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农乐舞$ !图 '"&

通过提高表演队伍的整体素质& 借助本村发展民

俗旅游的平台形成了领略民俗风情的核心旅游产

品& 为白龙村民俗旅游业发展发挥了 #锦上添花$

的积极作用& 其显著成效的取得是在国家 #乡村

振兴战略$ 和吉林省 #金城旅游$ 政策的引导和

推动下完成的& 在村民的悉心经营与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引导下& 积极发挥不同保护主体主观能动

性& 逐步带动了朝鲜族聚居地区的魅力乡村建设'

图 "A朝鲜族打糕过程演示

图 'A朝鲜族农乐舞表演场景

传统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作为朝鲜族聚居地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 较好地调和了传统村落保护

与利用之间的生态关系' 同时& 合理适度地开发

朝鲜族传统村落民俗旅游项目& 在打破传统农耕

经济体制下人民收入来源单一的现状) 增加人民

收入)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改善村落基础设施和

延续村落传统风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形

成一个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良性循环机制的同时&

又为村落居民子孙后代保存了弥足珍贵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

$)提高人民保护自觉性& 杜绝消极更新方式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保护首先需要加强民族民

众的文化自觉& 使其从思想上认识到自身的文化

责任*'+

' 当前& 我国社会正处于信息高速发展的

新时代& 科技手段在不断进步& 各种所谓引领潮

流的建筑时尚元素充斥着人们的眼球& 但在修复)

保护和更新传统村落时盲目推崇时尚元素则终将

导致民族文化被吞并' $%&J 年入选第三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的图们市石岘镇水南村& 与高速公路

入口的距离仅为 & 公里) 与图们经济开发区相距

%)# 公里& 交通十分便利& 村落东侧有风景优美的

梧桐水库& 村落内还广泛分布着抗日英雄纪念碑)

抗联会议旧址) 凤梧洞抗日斗争战迹地遗址等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遗址' 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

财富& 但由于当地政府和村民对其文化价值的认

知不到位或者严重缺失& 导致对村落保护没有积

极性) 主动性和自觉性'

在村落的保护更新和修缮方面& 我们应清晰

地认识到朝鲜族传统村落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

遗产具有脆弱和不可再生的特性' 在对传统民居

建筑修复的过程中& 要切记被外来元素破坏其原

真性与可读性& 应修旧如旧& 而非大面积推倒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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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以求迅速达到旧貌换新颜的新村建设目标'

这是一种极其消极和错误的保护和更新方式& 其

结果只能将朝鲜族传统风俗文化破坏殆尽' 可见

对科技人员与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宣传都是不可或

缺的' 因此& 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更新需要将民俗

生活的原真性放在首位& 去伪存真& 还原其最真

实的民族风貌并加以保存& 成为留得住的乡愁与

后人对传统村落空间环境觅迹寻踪的文化记忆

线索'

!)以人民需求为依归& 激发传统村落的活力

$%&! 年&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让居民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要注意保

留村庄原始风貌& 慎砍树) 不填湖) 少拆房& 尽

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要传

承文化& 发展有历史记忆) 地域特色) 民族特点

的美丽城镇$

*K+

' 保护朝鲜族传统村落不等于冻结

其原始样貌& 村落基础设施的完善与更新应摆在

十分重要的位置' 及时修缮破损毁坏的民居& 努

力寻求传统村落市政管线) 厨卫设施) 宽带网络

铺设等现代化生活必备条件的完善与村落居民日

常生活条件切实改善需要的对接& 与时俱进保护

更新与朝鲜族传统风土民情相匹配又舒适宜居的

人居环境' 只有更好地满足村落居民日常生活的

基本诉求& 才能从根本上真正留住居民& 留住传

统村落的活力之源' 一方面& 合理运用朝鲜族传

统村落现存环境和文化遗产资源& 并发挥其区位

优势& 建设和完善便利的村落交通系统& 并借助

网络传播& 扶持传统村落民俗产业通过利用互联

网远销海内外& 大力发展村落生态农业) 民俗生

态旅游业) 农副产品采摘业等& 促进朝鲜族传统

村落的全面有序发展' 如图们市月晴镇白龙村近

几年通过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业& 在提高村民

经济收入) 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 又能够很好地

发挥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 随着白龙村民

俗旅游业与种植专业农场的建设与发展& 该村经

济总收入) 村集体资产与人均纯收入均表现出蒸

蒸日上的可喜形势' 当前& 白龙村的危房已不复

存在& 人居环境有了较大改善% 电视与广播等设

施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 村内水管

网铺设完毕& 生活用水更加安全便捷% 并且随着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 村民的健康得到了切

实保障' 这些举措使白龙村村民的幸福指数逐日

上升' 另一方面& 持续贯彻民俗文化内涵的深层

次探究& 以朝鲜族传统村落为中心& 联系外部大

环境以追求更广泛的繁荣前景& 通过对朝鲜族传

统村落的保护及利用& 建设民俗文化弘扬) 经济

发达) 宜居宜游)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新

型传统村落 !图 K"'

图 KA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朝鲜族新型传统村落

C" D$E

朝鲜族传统村落承载的民族文化是传统的)

今朝的) 更是将来的' 保护朝鲜族传统村落& 不

仅仅是停留在发展乡村民俗旅游业的经济振兴层

面& 更多的是要保护好这段波澜壮阔的迁移历史&

以进一步彰显朝鲜族民族文化特色和内涵' 持续

增强朝鲜族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 最根本的

目地就是要留住回家的路& 留住乡愁& 留住后人

得以置身其中的精神家园& 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

传统村落的综合实力' 朝鲜族传统村落的民俗旅

游开发作为乡村振兴发展的新业态& 应当进一步

挖掘其潜力& 成为再创传统村落保护,激活,创

新之路的坚实经济基础' 至为重要的是在当今朝

鲜族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过程中& 需要突出

#人民性$ 理念和思维& 以惠及人民) 对人民的诉

求作出应答& 作为出发点和根本立场& 来构建保

护对策和把握实际操作的应有尺度' 对担负乡村

振兴使命的建设者和决策者而言& 都需要戒骄戒

躁& 悉心钻研民族文化传统& 不盲目追求流行元

素& 不被世俗功利思维所诱导& 要有主人翁的担

当和责任感& 切实保护好朝鲜族传统村落的物质

#土壤$ 和民族文化的精神 #养分$' 尊崇它& 就

是尊崇我们先人的文化和智慧% 饱览它& 就是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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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风貌% 延续它& 就是夯实

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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