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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乡村一直在追逐城市，效仿城市，
恨不得把身上那些传统和旧物全部抖落，好轻装疾行。到了21
世纪初，人们对城市生活更热切向往，城市与乡村的疏离达到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文化学者冯骥才做过一项统计，中国
近十年有 90余万个村庄消失，平均每天消失 200多个，而剩下
的那些村落，驻守的大多是老人，守候着千年传统的余脉。

村落是人类也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精神文化家园。在这个家
园里面，一代又一代的人通过不断的努力，把他们的精神、追
求、向往和审美放在其中，村落蕴含着我们民族的一种核心价
值。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多样性也是落脚在村落。因为民
族、地域、自然条件和历史变迁不同，每一个村落形成了独特
的衣着、饮食、建筑等不同的文化特征。

目前国家对村落保护十分重视。2013年的国家一号文件里
写着，要启动专项小组来保护那些有历史价值的和有民族特色
的村落。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单第一批公布了646个，第二批名
单也有望出台。冯骥才要做的就是帮助政府来制定这个保护标
准。

近日，笔者专程赴天津访问冯骥才，就乡村保护与旅游开
发作了一次采访。

笔者：从目前的村落保护发展形式来看，有乌镇的景
点式、西塘的原生态保护，还有丽江和大理的分区建设模
式，就您近期的思考，更倾向于哪种古村落保护模式？

笔者：古村落的旅游开发更像一柄双刃剑，您怎么看待旅游和保护
之间的关系？

笔者：对古村落来说，如何发展旅游是合适的？笔者：对古村落来说，如何发展旅游是合适的？

笔者：让村民和相关领导意识到自己的什么东西是好的、是有
价值的，这可能最重要也是最难的。

说到“水镇”，很多人会想到乌镇、周庄那些
河湖交错、水网纵横、小桥流水、如诗如画般的
江南水乡。可如今，在北方也有了一座水镇。

位于北京市密云县的古北水镇国际旅游度假
区风景如水墨画般，层层叠叠出现在眼前。它背靠
拥有“最美长城”之称的司马台长城，坐拥鸳鸯湖水
库，是京郊罕见的山水城结合的自然古村落。

古北水镇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在原有守卫长
城军民混建而居的古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背靠
长城是古北水镇一大特色。古北水镇地处司马台
长城脚下，司马台长城被中国长城保护研究专家
罗哲文誉为“中国最美的长城”，被英国《泰晤士
报》 评为 2012 年度“全球不容错过的 25 个风景”
的榜首。“长城+古镇”是罕见的雄伟自然、文化
景观混合在一起的历史人文风景区。

游客们可以在长城脚下体验当地独特的民情
民俗：住进农家小院，徜徉在繁华的北方商业
街，品尝烧肉等地道的北方美食。小镇上的永顺
染坊、镇远镖局、司马小烧、八旗会馆等众多景
点将历史文化呈现在游客面前。创建于光绪二十
六年的永顺染坊，利用当地的植物茜草、红花、
槐花、紫草、五倍子、核桃核和其他色系的植物
染料，运用特有的提炼技术，可以染出许多种鲜
艳的布匹，其色泽均匀，色彩艳丽持久。八旗会
馆展示了古北口与八旗的渊源及满族的传统文
化。清朝统一中国后，为解决随帝入关的满族生
计，康熙皇帝令户部勘察可否将古北口、罗文峪
口、冷口、张家口等地拨给满族旗人耕种，其中
分配到古北口地区的就是正黄旗。

山水是古北水镇的一大特点。在由原有汤河河
道整建而成的河道旁边，具有北方民居风格的“山
地合院”成片建筑气势恢宏。游客从接待中心可以
直接坐船（船的式样是参照老北京木船形式）到达
长城脚下。古北水镇白天蓝天如洗，晚上星空闪烁，
是京城外罕见的集自然、历史、人文于一体的高品
质的度假“桃花源”。

作为开放式小镇，镇区配有银行、邮局、菜
场、综合超市、药店、诊所、快递、书店、干洗
店等一系列日常生活所需的配套设施，同时，还
配有目前国内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的游客服务
中心，可满足从经济自助型到豪华高标准型不同
游客群体的需求。

邀上家人和好友，住进北方山地四合院，遥
望夜幕低垂下的星空，是人生绝佳的享受。山、
水、城、镇的完美结合，使古北水镇充满着浓厚
的历史人文气息。景区内不仅有历史悠久的英华
书院、密云大戏楼、汤河剧院、枣儿书场等文化
活动场所，还通过各种形式来展示古镇完整的生
活形态和深厚的地域文化：请捏面人老艺人重新
出山；恢复濒临消失的北方庙会等。同时还推出
众多特色旅游项目，如：温泉度假体验、长城拓
展活动、定制私人婚礼、长城音乐节、京剧票友
会等。

“古北水镇”是由中青旅、IDG资本、北京京
能集团和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在原
有的司马台村旅游景点基础上，对原有3个自然村
整治改建、重新规划建设的一个完整的景区。

春天来了，又是到溱湖看会船的好时光。
溱潼会船历经数百年传承而不衰，被誉为

“民俗文化之大观、水乡风情之博览”，并被列入
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溱潼会船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时期。相传岳飞率
领的岳家军与金兵激战溱湖后，当地百姓每到清明
时节都要撑船祭奠阵亡将士，久而久之，便演绎成
一种水乡民俗。每年清明节后，四乡八镇的上千船
只、上万船民来此集会，场面十分壮观。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广大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会船活动逐渐成为水乡儿女展示美好生活、抒发豪
情壮志、进行比赛娱乐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如今，
溱潼会船正以民俗大展示、旅游大联欢、文化大盛
会的全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天下会船数溱
潼、溱潼会船甲天下”。

溱湖在江苏泰州市姜堰境内，而姜堰是一座因
水而生、因水得名的城市，其名“姜堰”，因北宋初年
姜氏父子筑堰抗洪而来。历史上，姜堰曾是海水、江
水、淮水交汇之处，所以又称“三水”。境内单塘河新
石器遗址距今有6000多年的历史；天目山西周古城

遗址距今约
3100 年，被
国务院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享有“西周江淮第
一城”之美誉。

姜 堰 旅 游 资 源 丰
富，5A级溱湖旅游景区

总面积26平方公里，主要包括“一湖、一地、一镇、一
城、一园”。一湖，即溱湖，以水质清纯、物产丰富、风
景秀丽而著称，是溱潼会船表演、竞赛的主区域。由
溱湖簖蟹、溱湖虾球、溱湖鱼饼、溱湖甲鱼、溱湖老
鹅、溱湖螺贝、溱湖杂鱼、溱湖银鱼等八道最具溱湖
特色的菜品构成的“溱湖八鲜”美食，清新淡雅、风
味独特。一地，即江苏省首家国家湿地公园——溱
湖湿地，系典型的以半自然农耕湿地为特色的郊野
型湿地公园，这里湖幽水静、林奇兽异，现有各类植
物150余种、野生动物近100种，其中麋鹿、丹顶鹤、
扬子鳄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镇，即素有“苏中周
庄”美称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溱潼古镇，是国
家4A级景区。

到目前为止，姜堰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湿地
生态旅游节、十届大规模的溱潼会船节。

春到溱湖看会船
黄立群 刘永彬 乔梁 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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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我与朋友相约，到伊犁探游新疆最大的特
克斯科桑溶洞。

我们从八卦城出发，顺特克斯河而行。汽车行驶
40 多公里，便进入了特克斯科桑溶洞国家森林公园。
沿荆棘栈道蜿蜒爬山，坡势极陡，加之土质疏松，很
多地方须匍匐或借助松柏虬根攀缘而上。这样的山路
约有 1 公里多。在百仞石壁之下，两棵古松旁忽现一
洞口，便是科桑溶洞。“科桑”，是哈萨克语，为“狭
窄”之意。

洞口不大，我们猫腰而进。只见一大厅，面积约
150平方米，洞顶怪石嶙峋，地面坑洼不平，洞内空气
清新。再进十几步，石壁下一堆枯骨，辨不清有多少
具，杂乱地堆着。抬头目视前方，一只骷髅陈于巨石
之上。借着手电灯光，双目凝视，令人毛骨悚然。顺
势向下再行数十步，石壁、洞顶生长着白色的小钟乳
石，大的如手指长短，小的可见雏形。踩着泥泞再行
数步，石洞越来越狭窄，最窄处一人匍匐都很难进
去，只能全身俯地，四肢伸展，手抠脚蹭，缓慢捱过
五六米，再往里走，神秘景象一幕接着一幕。壁上、
顶上，一块块、一只只五颜六色的钟乳石千姿百态，
美妙绝伦。在一块石头上有一片彩色结晶，上下三
层，连成一体，像白色佛教建筑。细细的钟乳石整齐
排列，又让人以为是千佛洞，每两个钟乳石之间都像
供着一个神龛。

我们继续前行。洞里面是各式各色的钟乳石。洞顶
崖壁像是用琉璃精制而成，时而宁静无声，时而滴水叮

咚，宛若进入天界仙境。越往里越难行，气温也越来越低，脚下尽是湿滑的泥
巴，稍不小心就会摔倒，同时还要小心头顶上面，一不留神，一块怪石便会撞
落下来。尽管我们小心谨慎，头顶还碰落了好多细长的钟乳石。通过一段五彩
斑斓的世界，我们已深入洞内将近两公里，此时数十块大块的石头横在面前，
危险系数进一步增加。据向导说，溶洞还很长，而且再往前进，洞分两股，至今
没有人进去过。据说洞有出口，在哪里无人可知。

科桑溶洞系新疆唯一的天然溶洞。目前，科桑溶洞已探明部分近 3公
里，最宽的地方有18米，最窄的地方仅容人匍匐通过。溶洞内有美丽的月
奶石沉积，生动地反映出在第四纪期间当地气候的变化。在溶洞的顶部和
墙壁底部生长着一块块美丽的石钟乳、石笋、石蘑菇，色彩以乳白、奶油
黄为主，以绿色、黑色为辅。

冯骥才：除了你说的这些外，还有一些村落的消失是
因为地震造成的，比如汶川地震中的羌族村落。由于情况
非常复杂，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方式是“一对一”地解

决，这种形式执行起
来难度很大，但最适
合传统村落保护。因
为每个村落不光是形
态不一样，最重要的
是生产方式不一样、
现况不一样。有的村
落没剩多少人了，还
有的村落外来的人口
很多。首先你要把一
个村落的物质和非物
质的遗存确定下来，
分析这个村落是否值
得保护，然后应该有
一批专家直接下到村
子里，和村民共同商
议怎么保护。

冯骥才：旅游开发确实是个问
题，因为一旦被定为中国传统村落后，
这个村落毫无疑问就有旅游价值了，
但有旅游价值是不是一定要开发旅
游？我认为不能把旅游作为村落保护
的出路。好的村落你只要去保护就会
有游客，但不一定非要让旅游部门来
开发。如果村落都被开发旅游了，那么
另一个悲剧就诞生了。就像我们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一样，90%的非遗后面
是没有专家跟踪的，专家走了以后，政
府政绩要伸手，商人要伸手，他本人也
要赚钱，事情就变味儿了。现在有很多
民间艺人在当地生活不下去，村落空
巢，手艺没人要，歌舞没人看，他只能
到外面的旅游景点去，在这个过程中，
非遗也瓦解了。

不能把旅游当出路

古村保护要一对一古村保护要一对一

冯骥才：在明白古村落的价值后，我们也可以开展旅
游，注意不是“开发旅游”。游客到访后，你文化保护得
越好，传播得越广，来的人会越多，这才是正常的。反过
来的话，旅游如果是为了赚钱，像企业一样追求利益的最
大化，一定会造成对村落的破坏。我觉得现在旅游和文化
的冲突并不来自于文化，而来自于旅游，旅游拿文化作为
一个赚钱的工具。搞旅游的人，首先应该了解文化，知道
文化的价值，知道我们用一个重要的文化载体开展旅游的
目的是什么。我曾经为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写过一本书，当
时是萨尔茨堡旅游局邀请我过去的。当时我开了个单子，
上面写着我要见的人，比如莫扎特墓地的守墓人、莫扎特音
乐学院的院长、还有
做莫扎特糖球的老板
——我要看旅游纪念
品 开 发 和 文 化 的 关
系。一圈走下来，我就
觉得萨尔茨堡的旅游
做得太好了，你真是
感觉到莫扎特的音乐
带给你的感动，说实
话，那时候你花多少
钱都愿意，一定要买
些纪念品，因为你要
把感情用一个旅行纪
念品作为载体带走。

文化保护越好传播越广

古村保护要“活”起来

冯骥才：国外博物馆里很多早期的东西都是通过来中国经商的
商人带回去的，但中国人最早一代去国外做买卖的，很少收集西方
的艺术品和文化。如果让我们的民众热爱文化，就得让他们知道什
么是文化。这恐怕不是马上就能做到的。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教育来
解决，比如小学的教育里应该有乡土文化的部分，就跟节日一样，
我们现在对中国传统节日这么陌生，正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关
于那种节日的节日记忆，所以就没有节日情怀。

从现实来说，古村落里面的居民要能过上很好的生活，才能留
下他们。现在中国村镇最大的问题是空巢。我2012年讲过，这十年

我们丢失了 90 万余个村庄，每天要消失 200
个村庄。前几年我专门往太行山里跑了一
趟，很多村庄里都没人了，空了。原因就是
大家不愿意在那生活了，太苦。

让人留下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能生
产，他要有活儿可干，能赚到钱。村落保护不完
全是一个文化遗产的保护，它和保护一种歌舞
或者一门民间的手艺不一样，村落首先是中国
农业社会里一个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所以
生产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要把保护和发展结
合在一起。第二个，要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把
现代科技带给人们的方便和舒适注入到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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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古北水镇北京古北水镇：：

江南水乡搬到长城脚下江南水乡搬到长城脚下
赵 珊 李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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