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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长乐两村民居
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诸葛村随
即围绕村中194幢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各类建筑展开
了乡村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道路的探索。经过20
余年的努力，诸葛村的文物建筑得到了令人印象深
刻的规范化保护成果。

乡村遗产诸葛村 有啥独特之处？
——史脉悠久、聚族而居、忠义传家

新年伊始，人们来到浙江兰溪诸葛村，可以看到这
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兴旺景象：外出的学子与务工
的村民归家团圆，趁着节假日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
绝。历史悠久的乡村生活，在美好安宁之外，更添一份
喜气。无论是贴在家家户户老木门上的新对联，还是祠
堂里精心制作的“板凳龙”花灯，都传达着村民对节日
的期许与喜悦。

如今的诸葛村风景秀美，整洁宜居。即使在寒冬时
节，依然有白墙灰瓦与绿水人家相映成趣。上塘与下塘
是诸葛村的商业中心区，商铺林立，节假日时尤为热
闹：村民多在傍水店面经营小型餐馆，门前檐下挂着腊
肉腌菜；播放着民谣的咖啡馆、为游客义诊把脉的老药
号；水边常见老汉担来青菜清洗，石库门里妇女在闲聚
谈笑……历史与当下、情感与生计、遗产保护与日常休
闲，都交织在诸葛村的生活里。

诸葛村素有经商传统。据《诸葛氏宗谱》记载：诸
葛先人建村伊始，一方面利用所擅长的风水堪舆之术精
心布局村落，另一方面积极鼓励子孙遵从祖训，承传世
业、经商致富、繁荣家族。由于诸葛村地势较高，缺雨
易旱，不利于农业发展，他们便利用水陆交通之便制
药、贩药，经营起药材生意，突破了当时传统观念中以
商业为“末业”的思想束缚，带动了诸葛村的商业发
展。在村西南的过境大道附近，逐渐形成了早期的商贸
集聚区——高隆市。至清代初期，这里已成为附近地区
重要的商贸交易中心。繁荣稳定的环境吸引了许多客姓
人家来此定居。19世纪中叶，高隆市毁于战火，诸葛村上、
下塘一带取而代之，成为更加繁华的商业中心。

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诸葛村仍保留了明清以来形
成的完整格局以及百余座各具特色的历史建筑。

中国农耕文明历史悠久，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
遍布各地。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逐渐扩及乡村遗产保
护时，却普遍面临缺乏内部动力、不得不长期依靠
政府和外来资金支持的困局。

成为“国保”前后，诸葛村做了什么？
——村民自发组织保护，为此充满自豪

诸葛村是国内较早开始自发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探索
的村落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中有不少古建筑被
划入“四旧”范围。大公堂是诸葛家族定居之初为纪念
先贤诸葛亮而建立的古老建筑，曾是祖祖辈辈荣光的标
榜，是诸葛氏忠义气节的承载。这样的公共空间也曾被
生产队用作牛棚或粮仓，常年无人打理，只用不修，变
得十分残破。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集体经济能力尚
且薄弱的情况下，村里部分干部和热心村民建议发动群
众募捐，集体抢修这些濒临倒塌的历史建筑。1988年，
以村民自发组织修缮孟分祠堂崇信堂为起点，保护诸葛

村文物建筑的历史大幕正式拉开。
1990年，为筹划修缮诸葛村大公堂相关事宜，包括

村干部、教师、离退休人员等在内的 22 位村民成立了
重修大公堂理事会，负责筹措资金、采购材料和组织施
工等。作为诸葛村最重要的两座公共建筑，大公堂和丞
相祠堂在历史上曾经历过数次修缮与扩建，但皆是出于
诸葛氏子孙对于先祖的崇敬与追思。而村民们对于文物
建筑的保护，已突破单纯的血缘和氏族界限。大家不分
姓氏，达成共识，踊跃相助。

1991年5月，大公堂修缮竣工。同年，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3位老师带领学生来到
诸葛村开展乡土建筑考察，对诸葛村保存完好的古建筑
群十分惊叹。在他们的呼吁下，诸葛村被公布为兰溪市
文物保护单位、兰溪市历史文化名村；应村民要求，政
府部门将用做粮站酱油厂的丞相祠堂归还给诸葛村村委
会。每当回忆起这段历史，亲身参与其中的村民都充满
了自豪。

1997年，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编制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诸葛、长乐村民居保护规划》论证通过，这
是全国第一个以村落整体保护为主导思路的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规划，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具
有重要意义。

诸葛村急需建立一套合理、可持续的自我“造
血”系统来推动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共进。在专家的
启发下，诸葛村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是谋
求发展的核心资源。

乡村遗产怎样建立有效自保体系？
——既有“造血”机制，又有能工巧匠

诸葛村的独特之处在于：同样是投入人力、物力，
这里没有只是干等着伸手“要钱”。

他们是自己干出来的。
乡村旅游在上世纪 90 年代尚属新鲜事物。诸葛村

成功抢占了先机，为今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诸葛坤
亨在 1995 年接任诸葛村党支部书记。那时，诸葛村在
旅游市场上并没有知名度。诸葛坤亨回忆，1996年，在
兰溪市委书记的带领下，200多位诸葛后裔赴上海开展
旅游宣传活动，每天随身带着沉重的宣传资料，逢人便
介绍诸葛村。虽然吃了不少闭门羹，但正是靠着这番苦
功夫，诸葛村才逐渐有了名气。到了 2018 年，诸葛村
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
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突破亿元人民币。

秀丽的乡村风景与精致的乡村建筑为诸葛村吸引了
人气，积聚了财富；而财富与资源又进一步被用于保护
实践。历年来，诸葛村已投入 1 亿多元保护修缮资金，
依据保护规划对村中及周边的文物建筑逐步展开复建与
修缮工作，共抢修古建筑 6 万余平方米，包括厅堂 10
处，民居、商铺100多幢，恢复节孝坊、穿心亭、枯童
塔各一座，并整修了村内所有的古巷古道。

2006年，经国家文物局特批，诸葛古建筑修缮公司
获得国家古建筑维修一级资质，专门负责诸葛村、长乐
村的古建修缮工作。公司前身是一支由本地匠人组建的
队伍，包括泥瓦工、石工、木工等多个工种。从大型建
筑到私有民宅，他们都能采用传统工艺、就地取材，严
格遵照遗产保护的规则和要求，展开有计划的修缮工
作。1999年，诸葛村又成立了治安消防队，多次扑救本

村及周边村落的火灾，有效保护了国保安全。
诸葛村的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工作逐步建立起政府

主导、村集体管理、村民人人参与、公司化运作的新模
式，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内部运行体系。文物保护、
旅游开发和新农村建设三者之间相辅相成，诸葛村成为
在乡村振兴道路上建立自我“造血”模式的典范。

保护乡村遗产，仅仅依靠各种组织、规范远远不
够；要想让文化迸发出生机，需要每一位村民的积极
参与。

诸葛村提供了哪些经验？
——基层村委、村民是乡村遗产保护主体力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住在老房子里的村民对生活质
量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民居建筑并不允许随意改建。为了满足大家的不同
需求、转变村民的思想观念，诸葛坤亨书记带领工作人
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宣传文物保护的理念和重要性。对
于无人居住的破败老房子，则组织收购产权，转变为村
里的集体资产，展开修缮和维护工作。在逐渐得到村民
的理解后，诸葛坤亨又主持建设新村、引导村民搬迁，
以完成对老村风貌的整体保护。

在诸葛村统一发放给村民的日历上，加入了文物保
护法的相关规定；在村中设置有多处公示牌，将毁坏文
物的处罚措施纳入“村规民约”之中；每一户居住在古
建筑内的村民，都需签订保护责任书。

除了加强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诸葛村还从各个方
面强化村民对乡村建设的参与感、认同感。诸葛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实行股份制，每位村民都是股东，确保了旅
游效益能惠及全体村民。村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每
月都能领取村集体发放的300多元生活补贴；村民的农
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村民意外保险、有线电视费也
皆由村集体统一交纳；对于在高考中获得优异成绩的本
村学子，还会发放奖学金。

诸葛村还将传统美德和时代需求相结合，推广以
《出师表》《诫子书》等为题材的春联，充分挖掘诸葛村
传统的耕读文化、中医药文化、商业文化、民俗习俗
等，编写了长达60万字的《诸葛村志》。此外，还恢复
了传统的诸葛后裔祭祖，并鼓励村民组织、参与“板凳
龙”等集体节庆活动，在村中营造出效仿先贤、共筑和
谐的祥和氛围。

诸葛议是“诸葛后裔祭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他说：“村民有意识地对乡村的文物建筑进行保
护，是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仅靠国家力量与政府拨款
来承担乡村遗产保护，往往远水救不了近火。诸葛村是全
国首例以村落整体作为保护对象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同于我国以前的单体建筑保护，诸葛村的保护是保护
整体环境，包括生活在村里的人。如果环境中没有人生
活，这个环境的保护就会失去意义。如此保存完好的大规
模乡村古建筑群在全国也是比较难得的。”

如今，诸葛村近 3000 位村民中，仍有许多人居住在
老村内。除诸葛氏后裔，也有许多其他姓氏的人家，从祖
辈开始便在此生活、劳作，早已成为诸葛村的一份子。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
中心）

照片说明：节日和假期时，诸葛村到处可见前
来游学的学生。 全轶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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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力量守护乡村遗产
全轶先 徐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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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专家统计，在我国已公布的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受保护的“乡村遗产”已达 119处。其
中以民居、乡土建筑、古建筑群等形式列入的有 60 余
处。这类乡村遗产数量多、体量大，既要严格遵循文物
保护的规范，又要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这皆
为其保护、活化带来严峻挑战，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

● 2月5日，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
康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支持
乡土文艺团组发展，扶持农村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收徒传
艺，发展优秀戏曲曲艺、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保护好历
史文化名镇（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文化
遗产、古树名木等。”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实现之年。“乡村”变得越来
越受瞩目。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民间倡
议和学界争鸣，培育了人们对乡村
文化的关怀；进入 21 世纪后，乡村
中以古建筑群或乡土建筑为名的文
物保护单位已不鲜见，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里收入了大量流传于乡间
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
村落等保护体系的持续建设打开了
人们的视野。但是，乡村存续的各类
实践及传统，远比人们在日常生活
中所接触到的还要丰富、更富有张
力，这也决定了乡村问题的复杂性
和长期性。如何去化解现有乡村保
护体系所遭遇的现实困境？怎样才
能让村落中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变
化中焕发出活力，制定出一套符合
现实状况、可操作性强、又具有前瞻
性的乡村遗产保护方式，是文化遗
产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村、长乐
村民居，是首例以村落整体保护模
式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乡村遗产，因体量巨大，又有村民
长期居住其中，其保护与发展存在
重重困难。但诸葛村的村委带领村
民迎难而上，历经 20 余年探索，自
发组织民间力量，深入贯彻文物保
护理念，实现了遗产保护工作与乡
村振兴的齐头并进。更为可贵的
是，诸葛村长期维持着良好的人居
环境，成为本村居民与外来人口共
同的家园，不仅化解了文物保护与
旅游开发中一些常见的矛盾，还逐
步建立起一套自力更生的良性循
环系统。

诸葛村的经验与智慧对于我
国各地区的乡村遗产保护工作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武侯忠烈驰
千载，还见云礽续远芳”，这句由
明代诸葛文雍留传的诗文，在今
日的诸葛村终又得到了回响与印
证。村民对历史建筑的合力修
缮，是对祖先遗产的护持，也是
对先贤忠义品德与家国情怀的薪
火相传。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精神需求，逐渐意识到这
种需求的基层村民，必将成为中国乡村遗产保护的主
体力量。他们有着更为鲜活的记忆、更为恳切的情
感、更为适宜的智慧方法、更为质朴的长久坚守。无
论如何，这不再是一个乡村遗产保护势单力薄的时代
了。文化遗产不仅有着历史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对人
类的现在和未来具有的深刻启示和指导意义。所以，
对乡村遗产的保护中，我们要始终关注社会发展与人
的关系。在时代的前行中，乡村遗产的变化也是必然
的、常态的，而这种流动的过程也正是乡村遗产具有
活力和生命力的表现。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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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乡村遗产

乡村遗产是乡村实际或潜在的自然与文化、
物质与非物质资源的集合。

乡村遗产不限于建筑和景观等物质形态，某
种耕作习惯或起居方式都有可能作为遗产被解
读，其内含是存于乡间的生活智慧或生存哲学。

乡村遗产所具有的综合性、系统性、实践性
和经验性是区别于其它遗产类型的重要特征。

● 诸葛村简介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被称为诸葛亮后
裔最大规模聚居地。

诸葛村所在地域古称高隆。约在五代后唐时
期（923年—936年），诸葛亮后裔中的一支进入浙
江，在此落地生根。随着兰溪地区的诸葛家族不
断壮大，最终以“诸葛村”取代了“高隆岗”这
一地名。诸葛村格局按九宫八卦图式而建，整体
布局以村中钟池为中心，全村房屋呈放射性排
列，向外延伸八条弄堂，将全村分为八块。村内
弄堂似通非通，似连非连，曲折玄妙。

诸葛村村民在制作元宵节的“板凳龙”。 全轶先摄

村中老人介绍修缮大公堂的历史时，充满了自豪。
全轶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