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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 摇 言

前摇 摇 言

我国历史悠久、 疆域辽阔, 自然环境多种多样, 社会、 经济环

境也不尽相同,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

居建筑形式。 传统民居是凝固的历史, 是民族生存的智慧, 是建造

技艺、 社会伦理和审美观念等传统文化要素的集中体现, 是难以再

生的、 珍贵的文化遗产。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速度越来越快, 现代与传统, 钢筋水泥与平

房小院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如何保护好传统民居和文化, 对这

些宝贵的资源加以开发利用,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因此,

立足青岛地方实际, 深入系统地研讨历史街区、 古村落、 古民居的

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 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围绕 “历史街区、 古城镇、 古

村落保护与开发冶 这一主题, 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上个世纪 80 年代, 我国城市规划界的前辈任震英发出了 “城市要发

展, 特色不能丢冶 的呼吁, 要求人们重视城市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城

市特色的营造。 众多学者、 专家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发表了大量

的研究文章和著作。 侯仁之、 郑孝燮、 王景慧、 阮仪三、 董鉴泓、

俞孔坚以及吴良铺院士等大批专家、 学者分别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理论与规划、 城市特色开发以及城市景观和人居环境建设等不同

角度, 做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我国历史文化环境保护与持续

发展的理论研究也由此得到进一步深入。

传统民居作为广大民众长期居住生活的场所, 是国内数量最大、

种类最丰富的历史遗存, 又是许多民众现在的居住现实。 它们中的

大多数都是普通民众的住宅, 既没有知名度, 也没有宏大气派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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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形式和精美绝伦的装饰雕刻, 远远达不到国家制定的文物保护的

要求。 它们或是因为无人管理而破败不堪, 或是被人为拆除或改造

得面目全非, 更有甚者因为缺乏保护而被不法分子盗取了具有艺术

价值的古建筑构件进行买卖。 这些在快速城镇化和所谓的新农村建

设中风雨飘摇的传统民居, 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消失在我们的视界。

青岛市历史悠久, 拥有大量的、 各具风格的传统民居处于闲置

和损毁状态, 保护好这些具有不可复制性的历史文化遗存, 是一项

泽被后世、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伟业, 具有无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作者围绕 “青岛市城镇化建设中的传统民居保护冶 这一主题, 着重

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

第一, 探讨了如何在城乡发展和城镇扩张的前提下, 遵从国家

发展战略, 运用城市设计手段, 综合研究与历史保护和城乡开发相

关的经济、 社会、 生态和土地等问题, 寻找解决矛盾的途径, 探索

多模式的解决方法, 保护和改建具有特色的民居和历史街区, 使新

老建筑有机整合, 营建可持续与和谐发展的人居环境以应对资源环

境与社会生活的挑战;

第二, 探讨了如何建立政府投资、 个人投资相结合的修缮资金

保障体系; 吸收民间资金, 建立以村落养村落的良性运作机制; 逐

步对重点历史街区、 古村落、 古民居实施抢救性修缮;

第三, 探讨了如何充分利用古村落、 古民居等文物资源, 着力

打造文化旅游品牌。 让父老乡亲记得住乡愁, 听得见乡音。 真正达

到在保护中利用, 在利用中保护, 促进城镇化快速发展。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参考了诸多专家、 学者的著述, 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 加之时间仓促, 疏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

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祈望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林志强

2016 年 5 月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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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传统村落保护性开发

卷一: 基于新型城镇化的

传统村落保护性开发

———以即墨市部分传统村落为例

摇 摇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 拥有独特的人文与自然景观,

以及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 极具保存与保护价值。 在城镇化进程中,

传统村落的消失速度令人堪忧, 保存状况也是好坏不一。 随着新型

城镇化战略的提出, 农民利益的保障和传统村落文明的传承越来越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这无疑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新的契机。

以往对传统村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村落景观、 乡土建筑价值、 民居

改造、 村庄规划布局、 村落旅游等方面, 很少有学者对传统村落的

整体村落价值进行综合评估, 探讨不同程度价值的传统村落的具体

保护方法。 因此, 对传统村落综合价值的评价研究, 旨在为传统村

落科学合理的价值定位、 保护对策的选择等村落保护建设提供参考。

摇 一、 选题背景

(一) 城镇化对传统村落的巨大冲击

回顾我国建国以来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 1949 年到 1957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 从 1958 年至 1978 年为基本停

滞阶段; 从 1978 年以后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

来, 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 从图 1郾 1 我国城镇化率趋势图

来看, 我国的城镇化率进入 2000 年以来更是快速提高, 从 2000 年

的 35郾 99%上升到 2010 年的 50郾 01% , 年均增长 1郾 36% , 远远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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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0 年间 0郾 97%的增长率和 1980-1990 年间 0郾 6% 的增长率。

总体来看, 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稳步上升阶段, 预计在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内将保持每年 1%左右的增长速度。

!

!"!

"#$%&'()*+,-./!

!"#$

与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然相反的是我国的传统村落数量。

从传统村落保护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 传统村落数量从 2000 年的

3 630 000个减少到 2012 年的 2 710 000 个, 年平均递减 90 000 多个。

本研究通过运用 SPSS 软件和相关回归分析法, 分析近十年来我国城

镇化率的数据与村落递减数据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 两者之间呈

现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和传统村落数量越多的

地区, 城镇化速度越快, 传统村落消失的速度也越快。

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也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 在

我国现阶段城乡共同发展的基本国情下, 传统乡村的急剧消亡却是

一种拿传统文化之根去换城市文明 “外衣冶 的舍本逐末的行为。 中

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传统村落更是乡土文明的见证和乡村社会的载

体。 然而随着 “旧村更新冶、 “村落兼并冶、 “新型农村社区改造冶、

“建设新型小城镇冶 等活动的不断进行, 传统村落不断遭到破坏, 村

落文明日趋消亡, 其中不乏一些尚存有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的

极具保护价值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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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传统村落保护性开发

摇 (二)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传统村落保护的契机和挑战

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最先是由张荣寰在 《生态文明论》 一书中

提及的, 然后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是针

对传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提出的。 新型城镇化强

调以人为本, 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民

利益的维护。

当前传统村落的不断减少和消亡以及村落 “空巢化冶 现象的频

频出现, 实质上是农民利益未得到完全保障的表现。 能否切实地保

护传统村落, 延续历史文脉,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成为衡量新型城镇

化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 可以说,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提出, 为传统

村落的保护提供了一个解决平台。

但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并没有变, 还是要求城市空间的扩张以

及人口、 产业的进一步集聚, 这必然也会导致部分传统村落的继续

衰落乃至消失。 目前我国传统村落的基本现状是: 数量众多, 保存

状况好坏不一, 价值差异明显, 保护难度极大。 如果在新型城镇化

的进程中, 甄别不清村落价值, 盲目保护或全部更新改造, 会造成

高额的保护成本或破坏真正有价值的传统村落; 与此同时, 某些地

方政府可能会从私人利益出发, 借用新型城镇化的口号, 大肆进行

房地产开发, 挤占农民耕地, 毁坏传统村落。 因此, 在新型城镇化

的大背景下, 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着契机和挑战。

摇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 相关概念界定

1郾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来说的, 被我们大家

熟知是在党的十八大, 特别是随着新型城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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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 各种关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村落保护的提案不断出现,

传统村落保护受到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 各界人士尤其是村落研究

学者的关注。

新型城镇化是在 “城镇化冶 概念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新型城

镇化的本质也要求人口的进一步集中、 产业的进一步集聚、 城市空

间的扩张以及意识形态的转变, 但在实现城镇化的过程更加注重区

域发展的平衡和生态环境的协调。 “新型城镇化冶 目前在学术界尚无

一个统一的定义, 本研究在参考了各种说法的基础上, 发现其中还

是有共通的地方。 本研究认为, 新型城镇化是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

导下, 以民生、 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为内涵, 追求社会公平、 生态文

明、 科学转型, 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护农村和农民

利益的城镇化过程。

2郾 传统村落

传统村落这个说法是由古村落转变而来, 为了更加凸显村落的

传统文明和历史久远性, 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委员会在 2012 年将

“古村落冶 改为 “传统村落冶。

传统村落一般指那些形成于民国以前 (包含民国), 拥有较为丰

富的自然景观或文化遗产, 在历史、 文化、 艺术、 建筑、 社会经济

等方面存在价值的村落。 我国大多数的传统村落既有优美的自然环

境, 又有丰富的民俗文化传承, 还有保护价值极高的传统建筑群。

在学术界, 经常将传统村落称为历史文化村落或者历史村落。

大量的历史文化名村属于传统村落的研究范围。 但在这里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 除了历史文化名村以外, 传统村落的范畴还包括一些综

合价值程度较高, 但还没申请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以及大量的风光

优美的自然生态村落或民俗风情浓厚的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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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传统村落保护性开发

摇 (二) 传统村落保护相关研究

1郾 国外研究

传统村落保护是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上历来对

传统村落、 乡土建筑保护非常关注, 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

宪章决议。

1930 年法国颁布了 《风景名胜区保护法》, 指出乡土村落中还

存在一部分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 对这部分应该积极地保

护起来, 具体的保护范畴包括那些具有美学价值、 文化价值、 科学

价值以及画境特色的传统街区和乡土村落,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

要保护村落的国家性法律法规。 1964 年在威尼斯通过的 《国际古迹

保护与修复宪章》, 正式规定了历史古迹的概念不止单个建筑, 而是

把保护的范围扩大到乡村乃至乡村环境, 并指出要运用各种科学技

术来对古迹进行保护和修复。 1972 年颁布的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遗产公约》, 规定一些从历史、 艺术、 科学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文化

和自然价值的文物, 如遗址、 传统建筑、 历史古迹等, 应当被列入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目, 以方便进行集体保护。 1975 年国际古迹

遗产理事会 ( ICOMOS) 通过了 《关于历史性小城镇保护的国际研

讨会决议》, 首次把村落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小城镇, 在规定了历史小

城镇定义的同时还指出历史小城镇根据其普遍性、 大小、 文化背景

和经济功能可以具体分为很多的类型, 根据其大小、 文化背景和经

济功能等条件的不同必须实行不同类型的保护, 同时在对历史小城

镇进行修补或者更新改造的时候, 必须以尊重当地居民的权利、 生

活习惯和个人愿望为前提, 必须对公共目的和目标负责。 1999 年在

墨西哥通过的 《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 指出: 要体现乡土性必

须对乡土建筑、 建筑群和村落进行整体保护, 在保护过程中应尊重

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 并且需要政府、 社区、 各种团体和机关的共

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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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针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也是各具特色。 如日本在建设新

型农村社区时, 除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以外, 很少出现大规模的大拆

大建现象, 一般都是小范围的改建和修缮, 对个别村落、 独立住户

的建筑进行更新改造的时候, 尽量采用原材料, 并尽可能地保留着

历史、 文化的痕迹; 德国的村落保护和更新首先建立在严谨科学的

规划基础上的, 并成立相应的遗产保护机构, 把村落遗产保护的社

会责任重心放在年轻人身上, 积极提倡年轻人加入遗产保护行列;

法国在传统村落保护中, 提出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 即为了保护传

统村落的完整性和村落的原汁原味, 防止人为的持续毁坏, 在原有

村落保持现状的基础上, 在旁边建设新区, 鼓励古村的原住民保护

传统建筑, 维持民俗特色, 并给与资金支持。

2郾 国内研究

我国村落研究起步较早, 早在 18 世纪末就有学者开始研究村落

生活, 但真正意识到村落蕴含的历史价值和保护意义, 则经历了一

段较长时间的探索。 总的来说, 我国村落研究和保护研究进程大致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1900 年至 1980 年为第一阶段———起步阶段

这个阶段是我国村落研究的起步阶段, 它以 1899 年美国传教士

A郾 H郾 Swith 出版的 《中国乡村生活》 为开端, 大量学者开始关注起

传统村落中所蕴含的农耕文明价值。 这一时期的村落研究主要是以

田野调查、 实地访问为主, 阐述农村、 农民的生活和现状, 其中较

具代表性的学者有林耀华、 梁漱漠、 费孝通等。 对村落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宗族文化、 村落建设、 村落生活等方向, 并产生了一系列的

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虽然还未涉及到村落保护这一层次, 但是

它使村落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 为中国村落研究构

建了一个极具参照意义的研究范式, 对本研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1980 年至 2000 年为第二阶段———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 村落研究开始由对传统村落和村民生活的现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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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到关注村落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和村落保护阶段。 规划领域的学

者阮仪三率先提出要对村落进行保护, 开创了村落保护研究的先河。

与此同时, 建筑领域的学者开始从村落景观、 乡土建筑、 民居改造

等方面着手, 探讨村落的更新保护的方法。

建筑领域较著名的学者有单德启、 陈志华、 彭一刚等。 其代表

性著作如: 单德启的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民居研究》、 《安徽民

居》, 陈志华的 《古建保护与文化遗产》、 《楠溪江中游》, 彭一刚的

《中国传统村镇聚落的景观分析》。 从 20 世纪末期开始, 地理领域的

学者也开始进入传统村落研究领域, 开展了村落空间意象、 空间形

态、 村落文化、 村落旅游、 村落价值等内容的研究。

(3) 21 世纪以来为第三阶段———多样化阶段

随着 “皖南古村落冶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 全国传统村落

普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以及城镇化进程中一些传统村落开发取得了巨

大效益, 学术领域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逐渐形成热潮, 在

地理、 建筑、 规划领域的基础上, 社会人类学、 经济学、 历史学、

政治学、 环境学、 考古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逐渐参与进来, 传统

村落的形成演变、 保护发展和旅游开发研究不断深入, 各种论文、

著作日益增多, 传统村落研究进入了多样化阶段。

3郾 述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稳步推进, 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意

识到传统村落中蕴含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重要意义。

然而, 总结国内外传统村落研究的方向, 发现绝大多数研究还只是

局限于村落的某个方面, 或建筑价值, 或生态景观, 或选址布局,

或村落旅游景观开发, 等等, 这固然能引起人们对村落保护的一些

关注, 但在实践中对村落整体进行评估保护时, 这些研究还是存在

片面性, 缺乏可操作性。

因此本研究通过构建传统村落综合价值模型, 从传统建筑、 选

址格局与景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方面对传统村落价值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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