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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的价值认定与可持续发展
———从新农村建设谈起

祁嘉华，孙　晶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

摘　要：古村落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分布，村落与遗址 的 双 重 身 份 使 其 既 具 有 使 用 价 值，又 具 有 深 厚 的 文 化 意

义，是聚落，也是文物。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古村落无疑也要与时俱进。与一般的村落建设不同，古村落

的根本价值在于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于是，如何确定好古村落的文化内涵，总结村落中在建构和谐的天人关

系，融洽的人伦亲情，特色鲜明的人居环境方面的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古村落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

也是古村落的价值所在。于是，古村落成为新农 村，需 要 内 外 兼 修，而 不 能 只 重 外 表；需 要 典 主 雅 辅，而 不 能

哗众取宠；需要立足长远，而不能急功近利。这种立 足 长 远 的 发 展 观，可 以 使 古 村 落 在 现 代 化 的 大 潮 中 以 独

有的魅力来赢人，建构自身的文化资本，实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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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转型对古村落的影响

古村 落 有 着 悠 久 的 历 史，但 是，在 不 同 的 社

会阶段人 们 对 古 村 落 的 价 值 认 定 却 不 一 样。以

近几十 年 的 情 况 看，在 温 饱 问 题 尚 未 解 决 的 时

期，人们更 加 看 重 古 村 落 的 使 用 价 值，满 足 生 活

需要，几乎 顾 及 不 到 其 中 的 文 物 价 值，那 些 不 能

使用的古村落备受冷落，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在

满足了物质生活需要之后，人们对古村落的历史

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带来的文化价值更加看重，古

村落的文物属性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如何利用

好这些文物创造价值的问题也提到议程。

在这方面，国外的经历很能证明这一点。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韩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农业产

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４３％，城市化程度是３７％，

人均ＧＤＰ只有８２美元，农民收入不到城里人的

７０％，“住草房、点油灯、吃两餐”是当时农民生活

的真实写照。拆除茅草房，盖砖瓦房是当时村民

的最大愿望。开始于７０年代的“新村运动”也首

先是从包括“草 屋 顶 改 造”在 内 的 农 村 基 础 设 施

改造开 始 的，而 不 管 其 建 造 于 什 么 年 代。到 了

１９７７年，曾经被视为贫穷标志的“草屋顶”基本上

全被更换为彩钢和瓦，道路设施也发生了根本性

变化，此 时 的 农 民 收 入 也 达 到 了 城 市 人 收 入 的

９５．８％，城乡生活已经没有大的差别。富裕起来

的民间开 始 有 人 考 虑 旧 有 生 活 方 式 的 当 代 意 义

和价值，提出了旧村保护计划。在得到政府正式

承认之后，由 民 间 集 资，先 后 在 那 些 有 历 史 底 蕴

的地区建造 了 水 原、牙 山，全 州、大 长 今、济 州 岛

五个民俗村。村内是从各地迁来的古旧民宅、寺

院、市场、官 厅 等 大 小 建 筑 物，所 有 建 筑 的 造 型、

材料、环境 都 保 持 着 旧 有 的 样 子，加 之 从 民 间 收

集的３万多件不同风格的日常用品，很好地再现

了历史上农村生活的原有面貌，与“新村建设”形

成反差。到 本 世 纪，韩 国 的 城 市 化 率 已 经 突 破

９０％ ［１］５２，当年提出建“民俗村”创意所具有的前

瞻性开 始 显 现 出 来———数 量 少 使 得 这 些 村 落 犹

如凤毛麟角，越 显 珍 贵；古 老 的 环 境 与 现 代 生 活

的巨大反差，很能让城里人耳目一新。“民俗村”

的文化价值得到彰显，不仅成为本国人民旅游观

光、追溯民 族 传 统 的 重 要 场 所，也 成 为 外 国 人 士

切身体验韩国生活历史样态的绝好之处。“民俗

村”也同其 他 创 意 文 化 产 业 一 样 走 向 了 市 场，取

得了效益。

据２００７年 国 家 统 计 局 发 布 的 数 据，到２００６

年，我 国 城 镇 人 口 已 达５．７７亿，占 全 国 人 口 的

４３％，其中上海 的 城 市 化 水 平 最 高 达８８．３％，北

京次之，达８４．３％，第三位的 是 天 津，达７５．７％。

在此同时，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正在形

成，出现了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

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两岸城

市群，中原城 市 群，武 汉 城 市 群，徐 州 城 市 群，成

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哈尔滨城

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在这１５个城市

群中，中心城市的城镇人口在当地人口总量中均

已超过了５０％ ［２］。也就是说，当年出现在韩国的

城乡人口 的 反 比 例 关 系 正 在 我 国 逐 渐 形 成。这

一方面 影 响 到 人 们 的 需 求 变 化———随 着 城 乡 差

距的缩小，富裕起来的农村人不再盲目地羡慕城

里人，城里人也因为知道了生态环境的重要而开

始向往乡下 风 光；另 一 方 面 也 为 农 村，尤 其 是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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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将 蕴 含 着 的 传 统 文 化 转 化 为 资 本 提 供 了

机遇。

二、古村落的价值

价值取决于需要，取决于能够满足需要的资

源情况。现 代 人 对 自 然 之 美 的 需 求 所 以 日 益 旺

盛，不仅因 为 那 里 的 山 水 风 光 能 够 健 康 生 理，也

因为那里的人文环境可以营养精神，使人们得到

身心上的 收 获。而 古 村 落 恰 恰 是 这 两 种 资 源 的

集合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古村落中蕴含着的一

些人居智慧，也可以为当今的新农村建设达到可

持续发展提供经验。

首先，古 村 落 中 人 与 自 然 的 亲 和 关 系，可 以

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原则。从环境上看，古村

落坐落于青山绿水、草原林海、江河湖泊之间，大

地上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人们衣食住行的原材料，

构成生活之源。形象地说，古村落实际上就是人

们在自然 母 亲 怀 抱 中 建 造 出 来 的 家 园。从 质 量

上看，古村 落 所 面 对 的 一 切 都 是 有 生 命 的，大 地

上养育出来的动物和植物是这样，利用土木建造

出来的房屋也是这样，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

与生命发 生 关 系。这 便 决 定 了 古 村 落 的 生 活 是

在生物链的循环往复中进行的，基本上不会对自

然造成破坏。从结果上看，古村落的建设只在自

然所能承 受 的 范 围 内 进 行，不 太 追 求 发 展 速 度，

因而也不会像当代社会那样急功近利，不惜以牺

牲环境甚至是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

当代社会以满足眼前需要为基础，以利益的

最大化为目的，而不太会去考虑自然的承受与未

来的情况。各种先进的技术和产品，都与满足人

们的消费 欲 望 有 着 直 接 关 系。欲 望 的 无 限 化 与

能源和环境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能

源的枯竭 与 环 境 恶 化。在 生 命 科 学 看 来，发 展，

只是生命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事情，贯穿生命始终

的只能是 生 存。就 犹 如 长 身 体 只 能 是 人 的 一 生

中某个 时 期 的 事 情，而 不 可 能 贯 穿 人 生 始 终 一

样。人的生命是这样，由人构成的社会也会是这

样。古村落 正 是 在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相 处 中 获 得

了长久存在。可以说，当今的新农村建设是否可

持续发展，关键取决于在经济发展、环境建设、村

容整治方面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其次，古 村 落 注 重 人 与 人 的 融 洽 与 亲 和，可

以作为当 下 农 村 人 伦 关 系 建 设 的 基 本 依 据。农

业生产是以集体劳作的方式进行的，而构成这种

集体最方便有效的方式就是家庭，共同的血缘组

合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进行的劳作，显然要比其它

形式的合作来的紧密。像关中地区的党家村，晋

南地区的各 家 大 院，江 浙 一 带 的 同 里、周 庄 那 样

的古镇，最早都是从血缘宗族演化过来并保存至

今。大家 住 在 一 起 既 有 邻 里 之 情，又 有 血 缘 之

亲。个人的 生 老 病 死 往 往 能 引 起 全 村 的 共 同 关

注，牵动每 一 个 人 情 感；节 日 庆 典 往 往 是 交 流 情

感、凝聚亲情的最好方式，即使在平时，邻里之间

的串访也多不是因为有事情要办，而是因为感情

的联络。这 是 一 种 生 活 方 式，也 是 一 种 民 间 风

俗，与中国 注 重 血 缘 宗 亲 的 文 化 传 统 一 脉 相 承，

也构成了古村落中最有魅力的一种生存之道。

新农村建 设 要 保 持 这 样 的 人 伦 关 系 并 不 是

一件容易 的 事。不 管 是 当 年 的 乡 镇 企 业 还 是 当

下十分流行的商业贸易，甚至于为这些生产活动

提供管理的各种机构，将人们组织到一起的不是

亲情而是利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基本

上与亲情无 关，而 是 取 绝 于 共 事 时 间 的 长 短，配

合得和谐与否。当然，决定共事时间长短的根本

还是取决于彼此获得利益的情况，衡量相处和谐

与否的标准也少不了利益的介入。总之，评价一

个企业 好 坏 要 看 效 益，衡 量 员 工 的 水 平 要 看 业

绩，评价领导的能力要看政绩等等都是当下最流

行也是最让 人 习 以 为 常 的 事 情，当 然，也 最 能 体

现利益至上标准的无处不在。在这样的环境中，

传统的亲 情 关 系 受 到 挑 战，人 们 更 加 信 奉“没 有

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生活信条，人与

人之间 的 关 系 也 因 为 缺 少 了 情 感 而 变 得 冷 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人伦关系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在任何时期 都 是 排 在 前 面 的，因 而，不 管 是 国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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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民族，单 位 还 是 家 庭，都 将 和 谐 人 伦 关 系 作

为重要的事项，新农村建设当然也不会例外。在

这方面，古村落旧有的家族活动、村落聚会、庙会

信仰、敬祖 祭 祀 等 等 活 动，又 何 尚 不 是 促 进 人 们

感情交流的重要途径？

再次，古 村 落 是 根 据 自 然 条 件 设 立 的，自 然

条件不同，与之相适应的人居环境建设也会有所

不同。以陕西 为 例，在２０多 万 平 方 公 里 的 土 地

上，集中了 我 国 南 北 方 的 自 然 环 境 特 点，也 形 成

了南北方不同的植被条件。细观这里的古村落，

哪怕是建于同一时期，同一类型的建筑都带有明

显的地域特点：处于黄土高原地带的陕北古村落

以窑洞为主，土 与 石 是 建 筑 的 基 本 材 料，靠 山 坡

而建，样式 为 下 方 上 圆 的 纵 深 式 洞 穴，与 周 边 的

黄土地貌 融 为 一 体，形 成 古 朴 自 然 的 建 筑 风 格。

处于秦巴山地的陕南古村落以板屋为主，木与石

是建筑的主要材料，石材垒地基，建墙体，木柱木

梁，木板门面，样 式 简 单，很 少 装 饰，整 体 上 成 排

相依而建，各 家 又 各 自 合 围 成 院 落，加 之 依 山 伴

水，青绿相 间，很 有 一 番 江 南 味 道。处 于 南 北 之

间的关中地 区，兼 容 南 北 的 自 然 条 件，使 这 里 的

古村落既有以土为基础烧制砖瓦的传统，也在大

量使用木材，属于典型的土木结构。由于这里是

正统文化的所在地，讲究礼俗规矩的传统也在建

筑上打 下 了 深 深 的 烙 印———房 屋 的 朝 向 开 间 大

小有等级，院 落 的 方 位 布 局 深 浅 有 依 据，尤 其 是

木砖石雕的 大 量 使 用，提 升 了 建 筑 的 品 味，也 使

这里的古 村 落 在 汲 取 南 北 两 地 建 筑 经 验 的 基 础

上，也形成 了 规 格 布 局 上 中 规 中 矩、制 作 工 艺 上

精益求精等建筑特点。

大工业生产必须根据一定的标准来进行，标

准越统一，产 品 就 越 可 能 批 量 化 生 产，市 场 范 围

就越大，效益回报率也就越高。有了统一的生产

标准，生产厂家就得视标准为法律，严格遵循，不

然就可能 被 市 场 淘 汰 出 局。高 度 的 统 一 性 在 给

产品带来广泛市场的同时，也使得使用这些产品

的领域 变 得 越 来 越 统 一，越 来 越 没 有 了 地 方 特

色。以人居环境为例，当所用的建筑材料都趋于

标准化的 时 候，使 用 这 些 材 料 建 造 房 子 的 结 构、

造型、工艺 也 日 渐 趋 于 一 致。于 是，在 工 业 产 品

最为集中的城市，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建筑在外

形上几乎 都 是 一 样 的。“城 市 的 特 色 在 消 失，地

域特征在弱化，对西方建筑的盲目效仿造成了建

筑风格 的 千 篇 一 律”［３］５。正 在 成 为 新 农 村 建 设

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建设具

有民族色彩的中国新村落，祖先留在古村落中的

经验可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样看来，古村落为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良

好的自然和人居环境，更有与这种环境相匹配的

生存经验 和 智 慧，凝 聚 着 中 国 文 化 的 不 少 精 华。

其中有人与自然的相处规则，有人与人之间的和

谐共生之道，更有使我们的生存空间保持文化个

性的种种讲究。那么，如何使上述种种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呢？

三、古村落的持续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村落受到的最大挑战

是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的问题。作为历史遗存，

古村落理应受到保护，这一点不管是法律上还是

道德上都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但是，古村落也是

农村，不 可 能 因 为 保 护 而 成 为 新 农 村 建 设 的 死

角，而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跟上时代的步伐。这

里就出现了 发 展 什 么？ 和 怎 样 发 展 的 问 题。从

中外成功的案例看，古村落发展基础应该立足自

身的文 化 特 色，而 不 是 盲 目 地 去 搞 产 业 性 的 开

发。以文化营 造 环 境，以 文 化 带 动 产 业，形 成 这

里的文化经济，是古村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

活力的根本，也 是 实 现“生 产 发 展、生 活 宽 裕、乡

风文 明、村 容 整 洁、管 理 民 主”的 重 要 保 障［１］２１３。

与普通村落不同，古村落的文化打有深深的历史

烙印，因而才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这是古村

落的特色所 在，也 是 古 村 落 吸 引 游 客，发 展 第 三

产业的资本所在。要达到这一目的，处理好以下

关系至关重要。

首先，在内外兼修中有所区别。这里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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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是指建筑内部一切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东西；这里 所 说 的“外”，是 指 建 筑 物 外 部 视 觉 所

及的 东 西。前 者 涉 及 饮 食、起 居、冷 暖、卫 生，主

要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直接关系到住户的生活

水平；后者包 括 建 筑 外 形、公 共 设 施、环 境 情 况，

主要影响人们的视觉感受，直接关系人们对村落

形象的判 断。从 国 内 外 古 村 落 旅 游 搞 得 比 较 好

的地区来看，通 常 的 做 法 是：村 内 的 建 筑 以 及 公

共场所的外观尽量保持旧有的风貌，即使是对建

筑的加固维修，原来使用砖石材料的地方仍然使

用砖石材料，原来使用木质材料的地方仍然使用

木质材 料，原 来 没 有 油 漆 的 地 方 仍 然 不 用 油 漆

……总之，这 些 场 所 历 史 上 是 什 么 样 子，现 在 仍

然要尽量保持原来的样子，使其古色古香。

古建筑的内部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供游客参

观，一种是供游客住宿。前者的布置也要与外在

环境相匹配，旧 时 的 家 具、陈 设 以 至 于 饮 食 起 居

等等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使人感到过去生活的原

真性。后者的布置完全是现代的，与大城市的宾

馆饭店没有什么两样，追求与现代生活水平的接

轨，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游客都能在这种环境

中找到一种“宾馆”的感觉。

经过这样的设计，古村落的外在与内在各得

其所，各有 魅 力，在 相 互 整 合 中 形 成 了 特 有 的 基

调。在一定程 度 上 说，古 村 落 成 为 新 农 村，绝 不

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创造

过程，旧的 保 留 与 新 的 引 进，绝 不 是 简 单 从 事 就

能够达到的。这便决定了，在古村落成为新农村

的过程中，需 要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深 入 理 解，更 需 要

运用现代技术再现传统的多种智慧。

其次，以典为主，以雅为辅。在现实生活中，

“典”与“雅”相 辅 相 成，难 分 彼 此，共 同 构 成 一 种

美学效果。但是，仔细体会，同是建筑，百年古建

给人的感觉决不会等同于一座现代的家居小院。

我们认为，那 些 能 够 给 人 以 沧 桑 感，甚 至 于 令 人

肃然起敬 的 建 筑 之 美 就 是“典”；那 些 外 表 灵 巧，

给人以时尚感的建筑之美就是“雅”。显然，古村

落的美 一 般 应 该 以“典”为 主 而 不 太 适 宜“雅”。

当然，我们 并 不 否 认 古 村 落 中 有 许 多 精 美 的 木、

石、砖雕体 现 出 来 的 就 是 一 种 高 雅 之 美，也 承 认

那些小桥流水、柳暗花明、翘檐回廊、雀替花窗的

优雅。但是，这 些 仅 仅 是 总 体 效 果 中 的 点 缀，古

村落是岁月的产物，其文化基因中更多的是历史

遗存，不管 是 艰 苦 奋 斗 的 精 神，还 是 比 比 皆 是 的

营造智慧，生 生 不 息 的 民 族 精 神，给 人 们 留 下 的

是思接千载的敬意，而不是飘忽不定的欣赏。正

如有的学 者 所 言：“历 史 的 厚 重 也 增 强 着 现 在 的

厚重，如同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４］２４５。

内外兼修 有 助 于 保 存 古 村 落 的 基 本 文 化 格

调，“典”主“雅”辅 属 于 古 村 落 的 美 学 定 位，这 里

都涉及到古村落的硬件建设问题，也是古村落成

为新农村的重要步骤。要想使古村落活起来，升

华出让人留恋忘返的效果，恢复一些具有代表性

的民间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凡是历史悠

久的地方，为 了 愉 悦 身 心，团 结 乡 里，交 流 感 情，

人们总会 通 过 一 些 活 动 将 四 面 八 方 的 乡 亲 们 聚

拢到一起，或 载 歌 载 舞，或 集 会 比 武，或 表 演 游

行，形 成 了 秧 歌、腰 鼓、赶 集、庙 会 等 等 项 目。与

现代的娱乐活动比较，这些流传于民间的活动少

了些科技渲 染，多 了 些 乡 土 味 道，少 了 些 花 里 胡

哨，多了些直截了当，少了些矫揉造作，多了些真

情实感，因 而，更 能 反 应 一 个 地 区 人 们 心 灵 深 处

的东西，属 于 古 村 落 文 化 中 一 种 别 有 魅 力 的 财

富。

再次，立足长远而不是刀下见菜。新农村建

设一般都是从发展生产开始的。对古村落而言，

发展生 产 当 然 也 应 该 作 为 首 要 的 任 务 来 对 待。

但是，这里 的 情 况 到 底 不 同 于 一 般 村 落，为 了 使

村子的古风 不 受 影 响，在 生 产 什 么，怎 样 生 产 上

也要有所讲究。从实际考察的情况看，可以总结

出两种发展思路：一种是凭借外力，力求速成；一

种是保持 传 统，平 稳 起 步。从 效 果 上 看，前 一 种

情况显然是想刀下见菜，后一种情况虽然也有所

作为，但是并不急于求成。两者形成的效果也截

然不同。在陕 西 商 洛 地 区 就 有 一 处 古 镇。这 里

是秦岭腹地，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因此，在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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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时间 里，这 里 的 人 们 以 大 山 为 伴，以 小 溪

为邻，以土 地 为 生，过 着“久 居 桃 花 源，不 知 山 外

有汉”的闭塞日子。然而，经过一番商业开发，古

镇里最显 眼 的 地 方 是 农 贸 市 场 上 常 见 的 那 种 门

面房，而老街上则狭窄而破旧，一派萧条。显然，

曾经有过 的 资 金 并 没 有 用 在 这 些 老 屋 的 修 缮 加

固上，而是 用 来 盖 了 市 场。“皮 之 不 存，毛 将 焉

附”，这种 本 末 倒 置 的 做 法 不 但 没 有 促 进 村 落 的

经济发展，反 而 使 古 镇 的 面 貌 遭 到 破 坏，引 起 当

地人的不满。与此不同的是，渭北高原上也有一

处以旧村改建而著名的村落。新世纪伊始，村里

人将发展村落旅游作为经济增长点，在村子里专

门辟出地 方 修 建 了 一 条 仿 古 街 道，名 为“关 中 印

象体验地”。虽然不是古遗址，但是，由于突出了

当地特色，恢复出来的街道同样古味十足———除

了青砖灰瓦、老 式 门 窗，还 保 留 着 磨 坊、织 布、酿

酒等等场所，容纳着关中地区古老的生产和生活

方式，游人可以参与其中，体验地道的农民生活，

自然流连忘返。

同是 古 村 落，同 样 都 做 了 前 期 投 入，按 理 说

前者应该比后者更有优势。但是，实际情况却截

然相反：一个由于定位不准几乎被现代开发压垮

了；一个由 于 活 化 了 农 村 生 活，以 特 色 迎 来 了 八

方游客。事实 说 明，对 古 村 落 而 言，要 想 培 育 出

新的经 济 增 长 点，仅 靠 经 济 的 投 入 是 远 远 不 够

的。古村落的优势在文化，只有把当地的文化优

势发掘培育出来，才可能以长补短，焕发活力，而

文化活力的发掘培养，需要底蕴，更需要过程，决

不是靠生意场上的投机取巧就能一蹴而就的。

这样 看 来，古 村 落 尽 管 不 能 走 进 博 物 馆，但

是，优美的自然环境，古老的生存智慧，尤其是所

具有的文物属性，使其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所

不同的是，散 布 于 民 间 的 实 际 处 境，使 得 古 村 落

必须面对许多挑战。尤其在社会快速发展时期，

各种利益相互交织，使浮躁的人们很难有耐心去

发掘其中的 蕴 藏，体 会 其 中 的 智 慧，也 难 免 因 为

急功近利而干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不过，

我们也应该 看 到，随 着 城 乡 差 距 的 减 小，人 们 的

消费需求也将从粗犷走向精细，从游山玩水走向

探究古今，越来越带有文化色彩。这为古村落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发展带来了机遇，也是古村

落成为新农村的根本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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