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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扒掉半坍的屋顶，卸下漏风的窗户和

破损的大门，换上新打的主梁，装上雕花大

门、窗户，翻新地面……历经大半年，云南

保山市隆阳区板桥镇青龙街上的几幢老屋

焕发新生。翻新老屋既是保护传统建筑，

也是以传统建筑为载体，保护传统生活方

式。过去的生活图景在老屋翻新过程中得

以再现，古老的生产生活传统也因此得以

延续。

活态传承、活化利用，这是传统村落保

护的重要原则，但在实际中还有不少难题亟

待解决。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快，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传统民俗被现代生

活、现代文化所取代，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失

去了传承的内生动力；对传统村落蕴藏的文

化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缺乏科学完整

的认识，对如何保护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也缺乏统一认识；个别传统村落改造过

程中，大拆大建，破坏了本地历史文化的传

承，显得不伦不类……在保护传统村落物质

载体的基础上，如何保护传统，进而活态传

承、活化利用，值得我们深思。

要深挖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可以组

织有关专家对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进

行系统性地挖掘整理和研究，对传统村落的

建筑样式、历史传承、环境影响等进行深入

了解。在此基础上聘请专业人员，本着修旧

如旧的方针对传统村落进行设计和改造，突

出本土文化特色，兼容古村落发展历史和当

代价值。

要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接续。以文化

产业赋能乡村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保护利

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是传承历史文化的

有效途径。要重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大力培养非遗传承人，形成老艺人肯

教、年轻人肯学的良好氛围。

此外，在开发传统村落时应注重保存村

落特色。保留乡村风貌，避免趋同，尽量做

到“一村一品”。要找准传统村落的发展定

位，在顶层设计上整合乡村资源，对各个传

统村落有意识地进行差异化打造。要注重

打造品牌，通过资源挖掘、文化注入、产品设

计，以及叫响口号、设计符号，活化传统村

落，引导走向市场，有效推动传统村落的活

态传承、活化利用。

一砖一瓦述说历史，一石一木承载乡

愁。在保护传统村落过程中，要更加注重保

护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保留乡土味道，让传

统村落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更好留住乡愁、

造福群众。

做好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
史一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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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市英华路 9 号东盟世纪村小区垃圾房，被开发商

擅自改变用途，当成房屋用于出租（图①）。小区清扫的垃圾堆

放在车库内（图②），造成环境脏乱差，滋生老鼠、苍蝇、蚊子等，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经小区居民反映，2022 年 4 月，有关部门曾调查并作出处理

决定，要求恢复垃圾房使用。但截至目前，开发商仍然没有恢复

垃圾房，而且还在车库垃圾存放处安装了一道卷帘门掩人耳目，

散发着恶臭气味、时有污水溢出。希望有关部门督促开发商恢

复垃圾房，清理车库垃圾，改善小区环境卫生。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友 刘先生

垃圾房挪作他用
小区垃圾被扔车库

2 月 13 日，本报读者来信版刊登《私搭铁皮屋顶存在安全

隐患》一文，反映安徽宿州市萧县萧城一中附近部分房屋屋顶

加装了铁皮，其质量参差不齐，安装标准也不统一，存在安全

隐患。来信见报后，萧县县委、县政府召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赶赴现场，并要求各相关单位迅速展开调查，弄清问题根源，

制定整改措施。

据悉，萧城一中位于萧县老城区，附近的房屋多为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自建民房，受当时条件限制，房屋建设质量不高，

且年久失修，房屋漏雨、漏风现象严重。为满足正常居住需求，

部分居民对房屋进行修缮，在屋顶加装了铁皮用于防水隔热。

萧县城管局抽调了一个中队执法人员，在龙河街道和凤

山社区配合下，对萧城一中附近区域进行排查。调查发现，私

搭铁皮屋顶情况集中在萧县一中路和青年路，共计 26 处。经

执法人员耐心劝导，目前已自愿拆除 14 处（见下图）。对于非

自愿拆除的 12 处，萧县城管局已正式立案，将按照程序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此外，萧县还制定了《关于萧县城市规划区内

房屋修缮加固实施方案》，帮助解决部分房屋存在的漏雨、漏

风问题。

下一步，萧县将坚持举一反三，加强日常巡查，着重摸排老

城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大型商超等重点区域搭建铁皮屋顶情

况，分类对其进行拆除或加固，消除安全隐患。

安徽萧县——

整治私搭铁皮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李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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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

和优秀基因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

忆，也寄托着人们浓浓的乡愁。数量众多、

个性鲜明、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既是村民

生活的家园，也是孕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土壤。

如何保护好、传承好传统村落所蕴藏的

历史文化价值？如何把传统村落的优秀非

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专家和读者纷纷建言

献策，认为传统村落不仅要保护好，更要发

展好、传承好，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

体悟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

化自信。

传统文化是传统村落
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

“我小时候每到春节，最盼望的就是村里

舞龙灯，家家户户都积极参与，村民们热热闹

闹聚在一起耍龙灯、看龙灯，年味十足。可是

现在，一到过年，村里大部分人不是喝酒，就

是打牌、打麻将。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尤

其对小孩子影响极其不好。建议有关部门和

乡镇村街积极宣传，重新恢复舞龙灯的传统，

引导村民们参加舞龙灯、看龙灯等年俗活动，

让大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前不久，安徽

池州市读者韩晴在来信中说。

在本报收到的读者来信、网友留言中，

反映类似情况的来信、留言还有不少。舞龙

舞狮、秧歌社火、高跷拔河……这些具有地

方特色的民俗活动逐渐式微，不少人为之感

到惋惜。

如 果 说 古 建 筑 、老 房 子 是 传 统 村 落 的

“形”，那么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就是传统

村落的“魂”。一个完整的传统村落，不仅应

包括民宅建筑、桥梁祠堂、亭台楼阁等丰富

的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还应包括与之密切关

联的各种民俗、俚语方言、民间故事、民间艺

术、民间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

是传统村落的独特精神内涵，因村落的存在

而存在，并赋予村落独具一格的特质，是传

统村落不能脱离的“生命土壤”。

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多元文

化的影响与冲击，乡村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

化，传统村落所蕴藏的传统文化正面临越来

越严重的生存危机。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

地方，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消失不见，

部分村民也缺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比如对于传统的婚嫁、祭祀等习

俗，一些年轻村民认为“老传统繁琐无用，也

没面子”，现代方式时尚气派，更符合年轻人

的审美。

在一些传统村落，掌握传统手艺的传承

人老龄化严重，不少民间绝活濒临消亡。在

采访中，有非遗传承人表示：对于老一辈来

说，传统技艺是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但对

于年轻人而言，只是一门不实用也不赚钱的

生意。年轻人不愿意把精力花在磨炼技艺

上，觉得从事这项工作既没有成就感，不能

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没有很好的经济效

益。传承人出现断层，已经严重危及传统村

落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

有的地方近年来对传统村落的非遗资源

进行了抢救性保护，但村民对有些做法并不

认同，参与度也较低。比如，有的地方将非遗

项目打造成演出节目搬上舞台，不仅删掉了

其中仪式性的传统内容，用舞台道具替代传

统手工制作的道具，用专业演员取代村民，甚

至还在传统音乐中加入电钢琴、架子鼓等现

代元素，村民不理解，游客也不买账。

“中国是具有悠久农业文明的大国，乡土

文化深厚，保存在传统村落里的传统生产生

活方式既是适应基于地域风土的文化，也是

人们获取生活资源、延续族群的方式。如何

尊重传统村落的生活方式，是值得思考的重

要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表

示，传统村落作为特定空间，具有物质生产、

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重价值，如何在乡村振

兴中被重新发现、激活，应该是传统村落保护

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方面。

防止将文化价值兑
换成短期利益

每天一大早，云南保山市板桥古镇青龙

街上百年老茶文创馆的主人万文凤和爱人

就忙碌起来：生火、洗锅、烧水、泡茶，准备招

待八方来客。“生意比过去好得多，收入多了

不少。”万文凤乐呵呵地说。

青龙街是板桥古镇的核心，自西汉以来

就形成集市，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一

站。今年以来，保山市、隆阳区两级联合在

青龙街培育打造非遗示范街项目，引进了永

子、乌铜走银、彩陶等 36 户非遗、文创商家入

驻。隆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伍虹表示：

“打造非遗示范街项目，旨在集中全市非遗

和文旅资源之力，发挥‘非遗+旅游’融合发

展的示范带动作用，为非遗传承人和相关文

旅企业搭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独具特色的

保山文化消费体验。”

乡村旅游开发，是不少地方聚焦传统村

落保护与利用时的第一选择。但同样是做

旅游，有的地方发挥自身特色吸引不少人气

流量，也有的地方因为过度商业化，不仅失

了传统村落的本来面目，也丢了人气。北京

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副教授李华东认为，

传统村落发展旅游是其价值发挥的一种重

要方式，“但是，包括旅游在内，必须坚持传

统村落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应该以其综合价

值的发挥为导向，经济收益只是附带的增

值。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传统村

落的综合价值。”

“我去过很多地方的传统村落，有些村

子保留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很有地方

特色，能让人体会到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

化积淀。但是，还有一些村子被打造得相

互之间几乎没什么区别，都是白墙黑瓦挂

红灯笼、廊桥小河架大水车，老街上卖的都

是 剪 纸 、木 雕 、印 染 、刺 绣 ，吃 的 都 是 臭 豆

腐、炸串、米糕、凉粉，完全感受不到属于这

个地方独有的特色，也看不到保留下来的

历史印记。”河南南阳市读者朱先生是个乡

村旅游爱好者，利用闲暇时间跑了上百个

传统村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他看来，

一些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模式单一，多是

添加一些时尚元素、增加一些流行项目，缺

乏对传统村落自身特点的挖掘与呈现。“如

果不能在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保护之间找

到结合点，传统村落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化

风貌就会趋向同质、趋于单一，不利于当地文

化的继承和发扬。”朱先生说。

“评价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工作成效，

可以用‘护住乡土、留住乡亲、记住乡愁’来

衡量：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得到了较好的保

护、村民是否在村中安居乐业、传统文化是

否得到了有效的传承。”李华东说，“置本村

的优秀传统文化于不顾，反而盲目‘山寨’一

些所谓的‘创意’来发展文化旅游，这种做法

并不符合传统村落保护的要求。”

有的地方对传统村落的开发脱离当地生

产生活历史原貌，急于改造传统村落，忽视了

对历史文化、民风民俗、乡村底蕴的充分考量，

破坏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根基。萧放表示：“传

统村落毕竟是以传统文化保存保护为主要目

标，旅游则是次要的活化利用，有些部分是不

能被‘旅游’的，比如村民的仪式生活、村落的

祭祀活动等。不能将全体传统村落变成旅游

景区，那样既伤害传统村落文化，也不利于旅

游项目有效开展。”

注重传统村落文化的
价值挖掘、研究和传播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城镇化进

程加速，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对传统村

落的保护、发展、传承影响巨大。有些已经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子，还保留着成

片完整的古建筑群，但大部分院落已经大门

紧锁、无人居住。村民不断外迁，村舍渐渐

荒芜，这使得一些已经被认定的传统村落

“得而复失”。

“应该怎么看待传统村落‘空心化’的问

题？我觉得，首先是要进行精准的价值评

估，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李

华东说，对于那些有特殊价值的传统村落，

应当持续地投入保护，尽量留住人、引来人，

把这些特殊的价值保护住并传承下去。而

对于那些代表性、典型性相对一般的传统村

落，应顺其自然，先保证村民有相对比较舒

适的人居环境，并尽量研究一些预防性、低

成本的保护方法，让各种遗存能够延续下

去，维持村落的生产生活形态，等待发展契

机。“每一个传统村落的衰落、消亡，都是让

人心痛的‘文化水土流失’。但我们不得不

尊重现实，并基于这种现实采取相应策略：

既然‘失去’无法避免，那么我们怎样把损失

减到最小？”李华东说。

注 重 传 统 村 落 的 文 化 价 值 挖 掘 、研 究

和传播，或许是保护传统村落的另外一种

形式。 2022 年，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乡

村振兴局联合印发《2022 年数字乡村发展

工作要点》，将“繁荣发展乡村数字文化”作

为一个重点方面，提出加大对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力度，继续完善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建设，依托乡村数字文物资源库和数字展

览，推进乡村文物资源数字化永久保存与

开放利用。

由住建部牵头建设、面向公众开放的中

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实现了近 7000 个中

国传统村落基础信息全覆盖，其中 500 多个

传统村落还可实现全景网络漫游，汇集了

4.3 万多栋传统建筑以及 7500 多项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数据内容。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

物馆集中展现了优秀中国传统村落丰富的

文化遗产和孕育的农耕文明，对于提高村落

地位、扩大村落影响、推动村落保护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

“传 统 村 落 所 保 存 传 承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是支撑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我们应该在村落空间活化传承这些

村落非遗，让村落非遗所体现、所构成的乡

土知识与乡土传统成为支持村民的生活基

础、社会维系与精神寄托。”萧放建议，传统

村落应着力发挥村里老年人的积极作用，维

持村落传统；以青年人作为村落节庆、仪式

等非遗传统活动骨干，定期参加与推动村落

主要文化传承活动，促进非遗的生活传承；

开拓儿童体验传习空间，让儿童从小感知村

落文化传统，培育他们对非遗的感情，充实

儿童心灵，自觉守护非遗。

“社会公众都应该积极关注传统村落的

生态保护经验与智慧，关注村落非遗的传承

发展，发掘传统文化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在

联系，为实现和美乡村建设增添动力。”萧放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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