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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古镇名村追思旧时情怀 （代序）

打造古镇名村追思旧时情怀 （代序）①

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古镇名村建筑是土生土长的文化，其发展趋势是 “现代建筑的地域化，地

域建筑的现代化”。就本质而论，古镇名村是典型的本土文化及个性文化的总

和。因此，必须强调特色、创新、人性、精致。当前，国内打造古镇名村存在

“六个太多”的问题，即：雷同模仿的太多，粗制滥造的太多，牵强附会的太

多，急功近利的太多，新旧强加的太多，把历史文化当成包袱和口号的太多。

文化是古镇名村的灵魂，没有文化的古镇名村仅仅是一堆废旧的建筑物，

视而无神，玩而无味。古镇名村可以满足人们感恩、怀旧、溯源、好奇等心理

需求，顺应 “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的心理追问，为人类历史长河再添分

支和再续佳话，因此要深挖文化内涵，找到实在性、唯一性和可赏性。但不要

背包袱，不能躺在悠久历史文化资源的 “席梦思”上。学术界有个困惑：为什

么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是落后国家”，“历史越短越发达，历史越长越落后”？

比如埃及、印度等都是文明古国，比较落后，而美国只有２３０多年历史，却很

发达。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文明古国都容易把历史当成包袱，把古老当成枷

锁，把文明当成口号，没有把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源，没有把宝贵资源转变

为盈利资本。年轻国家没有历史资本，反而没有负担，敢于大胆突破，轻装上

阵，发展很快。欧洲的古镇名村文化旅游很繁荣，原因在于他们有很强的资源

变资本的运营理念。国内的云南丽江在大地震后重建和提升了古城风貌，地震

可能是重要的革新因素。美国的产业意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利用中国独

１００

① 本文原载２００９年７月８日 《四川政协报》，题目是 《如何打造名城古镇》，选用时略有改
动。



有的资源搞出了 “功夫熊猫” “花木兰”等电影和动漫，日本、韩国也如此，

文化产业极其发达，甚至经常利用中国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他们的产品。所

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善于找到突破口、切入点，把历史文化资源

转化成资本。

古镇名村文化旅游是世界旅游的重要内容，它既可提升古镇名村的形象，

又能带动经济发展；既能增强公民文明意识，又可促进社会就业增长，华盛

顿、纽约、旧金山、迈阿密、罗马、巴黎、卢森堡、阿姆斯特丹、柏林、东

京、新加坡、中国香港、北京、西安、杭州等都是以古镇名村旅游为主要特征

的典型案例。在处理新旧建筑关系时，要求延展文脉，新旧和谐，把新建筑打

造成为集礼貌与谦逊为一体的建筑。

四川打造古镇名村应该着力 “六个突出”：一是突出科学发展。从历史学、

地理学、环境学、医学、养生学等方面对古镇名村进行科学论证，写出权威论

著，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作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

划。二是突出主题研究。要在古镇名村文化旅游上下功夫，着力在观光、休

闲、度假上出彩。每一个古镇名村都有自己的精彩故事和历史截面，应该深度

发挖，理清主脉。三是突出产品创新。发展旅游业，一定要突出唯一性、神秘

性、可入性、记忆性，大力培育吸引力、传染力、冲击力、回应力，做出拳头

产品。四是突出资源整合。四川的古镇名村非常多，知名度高，应加强资源整

合，大力推进品牌化、特色化、规模化。五是突出宣传推介。注重保护、开

放、开发、创新、转化、包装、宣传。要创作文学作品，拍摄电视剧，谱写优

美歌曲，成立研究会，建立永久性论坛，创办大众杂志，做出个性化的旅游商

品。六是突出重大项目。要以大气魄、大手笔、大开放、大创新的姿态，聚精

会神抓大企业、大项目、大工程、大产品，形成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新格局

和大气候，尽快把古镇名村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古镇名村文化转化为旅游

经济，把辉煌历史转化为具体财富，为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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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于保护制度不健全、保护意识淡薄、保护

措施落后，大量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镇名村正面临着急功近利式的改造和摧

毁。如何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完善古镇名村的保护制度，建立强有力的

保护机制，提出切实可行的开发策略，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全球化与乡土文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冷战结束，科技、信息高速发展，跨国资本在全球

范围内快速流动，经济全球化逐渐形成，进而形成全球性的文化体系。不同民

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愈加广泛，地域界限日趋模糊。无论是文化的生产、消费，

还是传播、交流，都是全球性的了。互联网更是将全球信息一网打尽，人们足

不出户即可随心所欲浏览天下大事，瞬间知晓世界风云，也可以超越时空无所

顾忌地沟通与交流。但是全球信息流量中，９０％以上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

他们 “不断传播最富有社会所特有的知识、技能、美学趣味，以至处世之道等

等，每占统治地位，其结果，使社会的非地方化，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世

界性日益增强”①，从而造成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文化趋同。

１００

① 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２页。



伴随资本在全球的流动和扩张，传统迅速消退，个性慢慢湮没，乡土文化

和鲜活的民间艺术渐行远去。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的

金字招牌，小巷里货郎挑担沿街的叫卖声却随风而逝。人们面临着 “不知身在

何处”的尴尬境遇，“千城一面” “千镇一面”，原本特色鲜明的城镇正在退化

成为 “失去记忆的城镇”。

“在全球化的文明演进中，城市的面貌和生活方式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雷同

和千篇一律。因而，保存和营建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不仅是属于历史的、地

域的、民间的文化的自我拯救，也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严肃课题，一个

重大的挑战。”① 面对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如果不对传统文化、乡土文化加以

自觉的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就有可能失去内在的文化精髓，没有了根，就不

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方。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和

乡土文化的保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繁荣发展少

数民族文化事业”②。习近平同志强调，慎砍树少拆房，让居民记得住乡愁。

古镇名村是时间累积的结果、地域文化的象征。在它的沧桑变化中，不仅

蕴涵着古今人事，也是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的集体记忆，体现了人类文化发展历

程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关注我们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尊重我们的传统和历

史，积极主动地探寻属于我们自己的地域传统文化，是尊重古镇名村发展规律

的必然。

二、城镇化与新村建设

随着工业化的浪潮推进以及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的经济迅猛发展，城

镇化建设速度加快，大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镇名村遭遇拆除、毁坏的噩

运。大规模的、低层次的改造大行其道，建设中或者追求现代和气派，或者拙

劣地仿制与重建古迹。 “破旧”与 “立新”等同，把 “洋”的当作 “新”的，

给古镇名村文化景观带来 “破坏性建设”，形态迷失，空间破碎，其所携带的

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逐步消亡，进而导致文化沦丧，历史文脉被无情地隔断。

２００

①
②

杨东平：《城市季风》，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１页。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ｊ．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ｃ＿
１１３７２２５４６．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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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

见》中指出，“村庄治理要突出乡镇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

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的确，古镇名村承载着中国人数千年的历史文

脉与乡土情结，其村落空间形态诠释着家族、血缘、乡情、地缘等人文情愫，

是旧有生活方式的智慧和结晶，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基因，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古镇名村的空间格局、传承其村落文化精髓是中国

传统文化保护的题中之义，也是当今新农村建设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城镇比艺术品还要宝贵，更值得珍惜，因为 “城镇既

是自然界里面的客体，同时也是文化的主体。它既是个体，也是群体，是真

实，同时也是梦幻，是人类的最高成就”①。但是在历史的发展与变迁中，四川

古镇名村正面临重重困难，既有自然力的破坏，更有快速发展的冲动与现代文

明的冲击。社会经济落后，市政设施不足，建筑老化陈旧，居民生活贫困，人

口日益外迁，文化遗产遭到了大量破坏，传统街区和历史建筑迅速消失，与之

并存的传统民俗文化也随之消亡。冯骥才先生说： “当人们对什么是新农村的

‘新’还没有具体标准时，很容易把 ‘破旧’视为 ‘立新’，把当今城市形态当

作现代形态，把 ‘洋’的当作 ‘新’的。我们的６００多个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来

说已经基本失去个性，如果广大农村也变得千篇一律，同时内在的个性化的精

神文化传统涣散一空，我们的损失将永难补偿。新农村先进文化的建设也就无

所凭藉了。”② 由此不难看出，古镇名村保护与开发是当今时代与时势的要求，

既具有现实性、必要性，也具有紧迫性。时间是流动的记忆，城镇是流动的空

间。在历史与现代、发展与继承的十字路口，如何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又

传承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既要上无愧于祖先，又要下为子孙后代造福，值得

我们去思考和探索。我们有自信去接受创新，同时也应有意识地去传承自己的

历史和文化。

三、地域特色与古镇名村

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村），截至目前已经评选了六批，共２５２个名镇，２７６个名村。其中四川有２４

３００

①
②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４５页。
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光明日报》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５日第６版。



个名镇，６个名村入选。

这些古镇名村分布地域广泛，遍及３１个省份，包括太湖流域的水乡古镇

群、皖南古村落群、川黔渝交界古村镇群、晋中南古村镇群、粤中古村镇群；

类型丰富，既有乡土民俗型、传统文化型、革命历史型，又有民族特色型、商

贸交通型，基本反映了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古镇名村的传统风貌。

江南水乡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相映成趣；“粉墙黛瓦乡村画”，参

差错落、檐牙高啄；以河道为骨架，因水成路，因水成街，因水成镇。皖南古

村落，尊儒术，重教化，笃守古制，信守传统；建筑错落有致，色彩朴素淡

雅。四川的古镇名村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地域特征，既有巴蜀千年传统的遗风，

亦融南北建筑风格于一体。在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多民族、异地域的

文化，形成了多元融合并存的局面。从自然形态来看，幽幽的青石板路，形态

各异的封火墙，古树参天，古桥斑驳，廊檐宽大，廊柱整齐，天井合院与临江

的吊脚楼构成了人们心目中典型的四川古镇名村形象；从社会形态来看，日常

生活中的茶馆文化与赶场习俗，各种独特有趣的民风民俗；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存，简单朴素的生活状态，共同构成了四川古镇名村持久的魅力。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产与生活需求发生

整体性升级，满足需求的物质技术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古镇名村滞后于时代

发展的要求，失去了在农业社会中的发展优势，逐渐走向没落。其形态风貌不

断被侵蚀，因为交通不便、产业单一，传统建筑年久失修，街道破败不堪。在

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独特的民风民俗日趋消亡。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近

乎解体。市政设施严重不足，居民生活条件恶劣。居民外流速度加快，人口构

成渐趋老龄化，居民普遍缺乏对古镇名村历史文化的认识和了解，保护与开发

意识淡薄，这使得古镇名村逐渐丧失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如何有效保

护古镇名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实现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与现代化的外部发展机遇

的衔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是四川古镇名村保护与开发

必须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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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本内涵

一、历史城镇

“镇”，根据 《说文解字》记载：镇为 “附压也”，有镇压、镇服之意。中

国古代战事频繁，出于防御的需求，统治者便在边关险要之地设 “镇”，并驻

兵把守，“镇”的设置由此诞生。北魏时期开始设置 “军镇”，隋唐时期继续沿

袭其制。北宋时期，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除藩镇，收回兵权。原来作

为军镇名称的 “镇”逐渐变为商业市镇的名称。明清时期， “有商贾贸易者谓

之市，设官禁防者谓之镇”的界限被打破，镇的名称已普遍作为市的共同含义

而通称 “镇市”或 “市镇”。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镇的经济功能日

益显著，成为具有交通、商业等功能的中小型商业聚落。 “贸易之所曰市，市

之大者曰镇。”１９０９年晚清政府颁布 《村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这是首部明确镇

建制的法规，规定府、厅、州、县治城厢以外的为镇、村庄、屯集，其人口满

五万者设 “镇”，不足者设 “乡”。

１９２８年，国民党政府颁布 《特别市组织法》《普通市组织法》和 《县组织

法》，规定特别市为中央直辖市，普通市为省辖，县以下城镇地区设 “里”的

建制。第二年又重订了 《县组织法》，将 “里”改为 “镇”。

１９５５年６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明确设镇的标准：

“镇是属于县、自治县领导的行政单位。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所在

地，可以设置镇的建制。不是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必须是

聚居人口在２０００以上，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居民，并确有必要时方可设置镇

的建制。少数民族地区如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居民，聚居人口虽不及２０００，确

有必要时，亦得设置镇的建制。镇以下不再设乡。”① 至此，镇的行政地位定

型，除了建制市以外的城市聚落通称为镇，包括县城关镇、建制镇、集镇，人

口０．２万～８万人不等。②

５００

①

②

《国务院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 ［５５］国秘习字第１８０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１０．ｃｏｍ／
ｆａｇｕｉ／ｌａｗ＿４８１．ｈｔｍｌ。

刘炜：《湖北古镇的历史、形态与保护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０６年，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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