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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落全国各地的数千个传统村落，

是农耕文明留下的遗产。然而，社会经

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冲击，加之村落

年代久远，自然和人为的损毁让不少传

统村落危在旦夕。这些濒临消失的古

村，还有人在默默守护。

11 月 22 日，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主办的第八届“薪火相传——传统村落

守护者”颁奖仪式在浙江松阳县举行，

大会表彰了十位传统村落守护者杰出

人物，有自己修路传承羊头山文化的 67

岁山西农民刘太兴，有修缮湖北土家吊

脚楼康家大院的归乡游子康敏，有将全

部积蓄用于古建筑修复、对族谱倒背如

流的江西文保员胡庆华等。

他们大多是普通百姓，他们的故事

令人动容。

卖掉新房守护古村的“阿布”

来自云南普洱市的哈尼族女子罗米

多皮肤有些黝黑。穿着鲜绿色的麻质裙

子的她，灿烂的笑容让人觉得很温暖。

罗米多与古村的情缘从十年前开

始。2006 年，她与丈夫杨云龙在徒步乡

村的旅行中，发现不少地方由于茅草房

改造和异地搬迁，很多美丽的传统村落

消失了。这让他们非常心痛。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没有过去，

不能没有历史。”罗米多说，“我理解的

‘乡愁’，就是过去和历史，是中国土地

上的根。”

哈尼族阿卡山寨的人们渴望留在

自己的土地上，罗米多和丈夫决定守护

他们的家园。他们于是卖掉了新房，用

牺牲小家来换取村落的繁衍。他们积

极筹集资金，开始投身于古村落的保

护，走上了公益之路。

在他们看来，每个传统村庄、每座

传统建筑都是活文物，而对于只有语言

没有文字的山地民族来说，这些传统建

筑更加重要。

十年间，他们为云南省孟连县守住

了唯一一个建筑完好的阿卡传统自然

村，并协助政府部门解决了当地多年的

饮水难问题，还筹建了文化传承馆。他

们还帮助佤族社区重建了消失已久的

木鼓庙，并开展传统文化复兴活动。

他们还对阿卡山寨进行了跟踪拍

摄，用影像记录了阿卡族的民居建筑、

生产劳作、歌舞节庆、民风民俗等。

在当地，人们亲切地称她“阿布”，

叫他的丈夫“龙哥”。“阿布”和“龙哥”带

着对于这片土地和族人的热爱，十年如

一日地守护着古村落文化。

2014 年，他们成立了火塘文化社。

“我们要保护活着的村庄，保护活着的文

化，让更多人留住自己的家。”罗米多说。

传承闽南古建筑技艺的古稀工匠

也许是手艺人话不多的缘故，古稀

之年的陈实生看起来稍显木讷。他出

生于福建惠安建筑世家，13 岁起跟随祖

辈走南闯北，逐渐掌握了闽南古建筑的

营造工艺。

几十年来，他主持修缮承建的具有

闽南古建筑特色的寺庙、祠堂、牌坊、亭

台楼阁大大小小上百座，遍及国内外。

“都是我亲手干的。”他用带着浓厚地方

口音的普通话说。尽管年事已高，他还

坚守修缮现场，亲自上手进行修复。

多年来，除了坚持修缮工作，陈实生

还悉心传授闽南传统建筑的营造技艺，

接收、培养徒弟 60人，使他们成为传承技

艺的中坚力量。他总是告诉年轻人，技

艺需要一点点打磨，需要岁月的沉淀，让

他们不要着急，慢慢来。他在工地时，哪

怕只是指导，年轻人也会觉得更踏实。

陈实生的小儿子说，尽管父亲一心

传承古建筑技艺，但断层危机仍旧存

在。“工匠的地位需要往上升，希望政府

可以引导。”

事实上，传统技艺的断层危机不仅

出现在闽南地区。就在本届“薪火相

传”活动的举办地浙江松阳县，正在进

行的“拯救老屋行动”也让一些老匠人

感到了无助。

参与修缮老屋的吴炳松说：“老房

子都是老师傅在修，年轻人不会去学，

以后这手艺要失传了。”吴炳松的施工

队三十多人，年龄基本都在 40至 60岁之

间，最大的 63岁。

面对这一困境，政府也在行动。今

年 8 月，松阳县出台了新政，设定了“每

年选拔 200 名松阳工匠，五年内发展到

千人队伍”的目标，以培养一批技能精

湛、素质优秀的本地工匠。

“激活”古村的县委书记

除了普通百姓，获奖者中还有一名

基层官员：中共松阳县委书记王峻。

四十出头的他高高瘦瘦的，说话比

较文气，带着一点儒雅书生的气质。“传统

村落不仅要保护，还要激活。”王峻说。

松阳县传统村落资源富集，已有 71

个村录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在全国县

级单位中排名前列。面对这一现实，王

峻开启了整县的系统保护实践，逐渐让

传统村落的价值认同成为全民共识。

2013 年，他提出了传统村落“活态

保护、有机发展”的理念，推进传统村落

的再生。具体而言，就是用最少、最自

然的人工干预，利用本土、原生态、环保

材质，维持古村落完整风貌，留住历史

遗迹和文化基因，让古村舒适宜居、与

时俱进，并复活古村的经济活力。

松阳县域百余个传统村落和 1200

多幢传统建筑实现挂牌保护，140 多座

宗祠、20 多座古廊桥、60 多公里古道得

到修缮保护，60 余台传统民俗节庆活动

重新实现常态化展演。

同时，在修复、保护的过程中，王峻

还倡导植入高效生态农业、文化创意、

民宿经济等，发展乡村旅游，让古村落

换发新的生机。比如，枫坪乡沿坑岭头

村就利用村落形态优美、艺术创作资源

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以艺术写生为主

题的民宿。这个 300 多人的村庄，去年

的民宿收入达到 200多万元。

松阳县已成为首批中国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示范县，也是文保基金会发起

的“拯救老屋行动”的首个整县试点推

进县。老屋项目于四月启动，旨在资助

传统村落中私人产权文物建筑的修缮，

目前已有超过 100 幢老屋申报，42 幢开

工，6 幢基本完工。此次“薪火相传”活

动也放在松阳举办。

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国文物保护

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说，松阳县委、县政

府在保护传统村落上“理念正确、措施对

路”，因地制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在城市中除

了大型公建（如西方的斗兽场以及礼仪

性的场所、中国的宫殿衙署等等）之外，

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与城市日常生活密

切相关的场所。

场所的概念，上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在国外就有很多讨论。这些讨论

更多的是把现代主义的抽象时空回归

到具体的地点、社会、环境、文化等。场

所不能独立存在，它与城市、社区密切

相关，不论是传统的社会礼仪、节庆，还

是今天的日常活动，都是如此。基于这

一认识基础，城市整体的结构以及城市

微观尺度的空间、场所和建筑，都应该

以人为中心。

三坊七巷：
保护“以人为中心”的典范

福建福州三坊七巷的保护就是“以

人为中心”的典范。三坊七巷是福州这

座历史最古老的一块肌理。当地研究

历史的学者认为，三坊七巷是唐代福州

城部分的延续。民国期间，三坊七巷仍

然是福州达官贵人居住的地方。这个

地方与中国近代史的联系非常紧密，有

人说：“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的近现

代史。”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产权的转

变，大院变成了大杂院，过去繁荣的街

巷逐渐衰落。改革开放之后，南后街的

商业经营又热闹起来，但是物质环境的

使用状况令人堪忧，也基本脱离了原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高楼插建、房屋破

损、私搭乱建等问题随处可见。最可怕

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土地开发之后，三

坊七巷曾经被政府卖给了香港某地产

开发商。改造规划方案中，只有极个别

的房子被留下，绝大部分是别墅区及高

层和小高层住宅，所幸由于拆迁量大等

因素，该规划一直没有实施。在相关专

家学者呼吁和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

2005 年，福建省政府花了较大的代价将

三坊七巷赎回。

推动三坊七巷改变的第一个因素

是国家文物局将有保护价值的院落认

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三坊七

巷的建筑价值非常高，除了国保单位

外，还有省保、市保和历史建筑等，这在

全国的历史街区，尤其是大都市的历史

街区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为了保护

历史遗存，我们的团队做了大量调研、

分类工作。当时很多人在讨论三坊七

巷应该保存哪个朝代的风格，我们认为

保护好所有不同时期有价值的建筑等

所形成的丰富而多元的历史遗存及风

貌是第一位的，因此为整个街区制定了

整治改造导则。

2010 年，三坊七巷开始建设社区博

物馆，这是我国第一个在城市建造社区

博物馆的案例。在此之前，很多偏远山

区建设的少数民族的设计博物馆效果

都不太好，因为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

影响，难以为继。能不能在有一定经济

基础的地方做社区博物馆，展示其地域、

文化、民居生活等？经过多方的酝酿，这

一想法终于付诸实施。

社区博物馆注重物质和非物质遗产

的结合。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物修缮与环

境提升。比如，安泰河上游、下游的很多

河段是清朝建的河堤岸，河堤包括两侧的

植被作为历史景观加以保留，进行水环境

整治，提升水质。同时整治工作剔除了很

多原本不属于这个地方又与该地区不协

调的东西，公共空间品质也得到了很大提

升。为提升公共空间的活力，街区内的工

厂和一些事业单位外迁，增加了公共文化

功能，沿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将保护院落

开辟为相关文化场所。此外，为保证老字

号的生存，出台了很多优惠的租赁措施。

街巷方面，坊巷仍然保持宁静的状态，而

南后街比较热闹，政府和街道经常在此组

织一些文化活动。经常能看到当地人带

着亲戚朋友在南后街上漫步，非常骄傲地

跟亲戚朋友介绍自己城市的历史与文

化。从中我们也体会到：让当地人为自己

的城市、社区感到自豪，是城市社区营造

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

此外，有些老百姓原来居住条件不

错，又有自己的私房产权，愿意留下来，

他们的院子并没有被拆除，使居民传统

生活得以延续。可以说通过保护，三坊

七巷的场所精神得以发扬光大。

景德镇：
“以人为本”让瓷都大放光彩

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景德镇陶瓷

对传播中华文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景德镇陶的出土始于汉，但是到了

宋代瓷才开始作为主要的产业在全国产

生影响力。元代朝廷穷兵黩武，需要巨大

的财政支持，陶瓷出口是其重要的财政来

源，因而元朝人对汉人的陶瓷工匠予以了

很好的保护，并促进了元青花的大量生

产。明后期到清，景德镇拥有非常重要的

御窑。由于清朝瓷器需求量大，官窑不

足，大大小的民窑兴起。清末民国时期，

景德镇的生产组织庞大而严密，原材料、

木材、粮食从江上运来，成品又通过水运

运出。民窑围绕着御窑区和贸易区开

展。景德镇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主要

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 是 徐 家 窑 的 修 复 与 工 艺 传 承 。

御窑产量供不应求，不得不将大量烧制

工作分配到周边各个民窑区。每个区民

窑的旁边是大量的坯房，坯房外围是工

人居住的民房，形成了生产社区的网

络。徐家窑就是这样一个民窑。该窑南

面的窑已经在 50年代国有化后被拆除建

成新的流水线的窑厂，如今这个国有窑厂

已停产，改成创业区。徐家窑在80年代初

停产关闭，原有的工人离开之后，窑与坯

房荒废，成为城市的黑洞。

景德镇以前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与

陶瓷相关的展览馆，但并没有一个位于

原环境的窑址上的陶瓷展览场所，因而

徐家窑的保护整治非常有意义。国家

有关部门对陶瓷技艺的保护非常重视，

将景德镇的传统陶瓷工艺列为国家非

物质技艺，所以徐家窑保护整治的定位

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遗址”。

经过多方专家讨论，大家认为窑址

复建是可行的。参加复建的人很多在

这里工作过，曾经垒过窑，知道尺寸是

什么样的。在修建的过程中，这些老工

人非常高兴，经过 30 年之后自己重新有

机会去练手。老的材料能用的用，能修

的修，过去垃圾成堆的地方，现在成了

一个非遗传承的重要场所。由此可见，

徐家窑的修复是特殊群体记忆的彰显，

也是地方记忆的传承。这是场所精神

的精髓所在。

二是 50年代的老工厂区——宇宙旧

厂区复兴：陶溪川的故事。景德镇上世

纪 50 年代之后开展了陶瓷工业的现代

化，从传统的柴窑依次变成烧煤、烧气、

烧油、烧电的窑厂。到 80年代，共建成了

14个陶瓷厂，从老城向东面的新城展开。

90 年代市场经济之后，很多陶瓷工

业开始外迁到新区，加上国企改制，很

多陶瓷厂衰退。以产业带动城市发展

的地区，一旦产业衰落，社会问题、服务

问题、经济问题都会出现。当时专家们

提出，将整个旧城的老厂统一考虑，把

它们作为一个工业遗产网络来看，从织

补城市、城市复兴的角度，提出工厂更

新的对策。

这个工业遗产网络中的一个重要

节点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陶溪川，原来

叫宇宙陶瓷厂。专家们研究分析了它

在历史上的工序流程及空间布局，同时

对这一地区承担多功能的社会服务功

能做了规划，包括改善整个地区的交通

状况、带动周边发展等。

规划实施中，还对中间两个最大的

车间的保护改造进行了设计。北侧厂

房是 50 年代的煤窑车间，保留了烧煤馒

头窑和窑坑；南侧是 90 年代初建的气窑

车间，里面的管道都完整保留着。花了

很多工夫思考怎么进行修缮，原则上能

不动就不动。方案将联排的厂房中间设

计了院子，以增加通风、采光，提高舒适

性。其余的厂房也只有少量增减。厂区

中间北边的厂房设计为博物馆，是长久

性的，展示 14个老工厂的陶瓷发展历史，

对个人的记忆，也就是工人社区集体的

记忆和资料进行展览。这个建筑周边新

增设的很多店已经入驻开业，建筑北侧

原有的煤斗及附属空间已变成了台湾人

开的咖啡馆。南边的厂房改建成了美术

馆，兼做会展用。厂房内部的主要管线

设备都得到了保留，建筑外立面的砖墙

是用废弃的老窑砖砌成的。经过建筑

改造和环境整治，这一片区已成为当地

老百姓晚上休闲的重要场所。

以上案例都是把历史文化和现状

城市环境与社区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开

展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参与以

及对人的尊重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通

过社区的记忆，有的是通过技艺的传

承，有的则是直接为老百姓提供生活的

日常生活环境。不论哪种方式，其根本

都是“以人为中心”。

（本文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

杰在北京市规划院建院 30 周年学术报

告会上作的报告，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报讯 （记者李佳霖）11 月 22

日，国务院对于江苏省人民政府申

报高邮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请

示进行了批复，同意将高邮市列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批复》指出，高邮市历史悠久，

文化遗存丰富，古城传统格局和风

貌 保 持 完 好 ，邮 驿 文 化 和 运 河 文

化 特 色 突 出 ，具 有 重 要 的 历 史 文

化价值。

《批复》要求，江苏省及高邮市

人民政府要根据批复精神，按照《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

要求，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的关系，深入研究发掘

历史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明确

保护的原则和重点。编制好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城市

总体规划，划定历史文化街区、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及

建设控制地带，制定严格的保护措

施。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指

导下，编制好重要保护地段的详细

规划。在规划和建设中，要重视保

护城市格局，注重城区环境整治和

历史建筑修缮，不得进行任何与名

城 环 境 和 风 貌 不 相 协 调 的 建 设 活

动。《批复》还要求，江苏省和住房城

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要加强对高

邮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规划、保护

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这是继 5月 4日浙江温州市成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国务院今年

批复同意的第二座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至此，高邮市成为我国第 130 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湖北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开建
本报讯 （驻湖北记者王永娟）

近日，湖北省大遗址保护及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工作会在荆门市屈家岭

管理区召开，文物、考古、博物馆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屈家岭遗址，

为湖北屈家岭大遗址保护利用出谋

划策。

屈家岭遗址发现于 1954 年，是

长江中游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

大 型 聚 落 遗 址 ，距 今 约 5300 年 至

4500 年。它是长江中游第一个正式

命名的史前文化遗址——“屈家岭

文化”遗址，2006 年被国家文物局确

定为全国首批 100 处大遗址。去年，

该遗址被国家发改委列入“十三五”

文物保护利用建设项目规划。

建设中的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

投资 5 亿元，以屈家岭遗址文化内涵

和价值特征为依据，以“稻作文明之

源”为主题，展现史前文明、体验农

耕生活，规划面积 402 公顷，结构为

“一环两带三区”，其中一环即贯穿

遗址片区的环形道路，两带即青木

河和青木垱河两条水系景观带，三

区即游客服务区、考古科研展示区

和农耕体验区。

目前，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博

物馆主楼工程完成，水系恢复改造、

遗 址 核 心 区 建 设 稳 步 推 进 。 建 成

后 ，屈 家 岭 遗 址 将 成 为 集 保 护 、展

示、科研、教育、旅游、休闲为一体的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山西临汾发现6000年前
庙底沟文化史前聚落遗址

本报讯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11

月 28 日对外发布考古新发现，考古

工作者在临汾市尧都区贾得乡桃园

村南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庙底沟文

化聚落遗址，距今已有 6000多年。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公众考古

研究部主任、此次考古发掘项目的

执行领队郑媛介绍，庙底沟时期是

中国史前文化最繁盛、辐射力最强

的阶段，可谓史前文明向中华文明

进程中的重要步骤，其核心位于晋、

陕、豫三省交界处，而晋南地区是该

中心的一个重要区域。

本次考古发掘地点位于这一核

心区域，聚落遗迹丰富且保存较完

整。它为深入了解庙底沟文化时期

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文化面貌等

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该遗

址的发掘对今后认识同时期同类聚

落遗址具有指导意义。

该遗址主要分布于两处台地之

上，考古工作从 2016 年 8 月开始至

今，发掘面积达 2500 平方米，分三个

区域进行。其中属于新石器时代庙

底沟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 4 处、陶

窑址 1 处，以及大量灰坑。出土遗物

有红陶尖底瓶、平底瓶、彩陶盆等这

一时期典型的陶器残片，同时还有

磨制石器、骨器等。

此次考古工作最重要的一个发

现是一处大型半地穴式房址，它开

口形状呈五边形，面积约 90 平方米，

现存较完整的有地面、部分墙体、柱

洞、火塘等结构。综合比较山西省

以往的考古发现，考古人员认为，该

房址是山西地区迄今面积较大、保

存较完整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庙底沟

文化大型房址。

目 前 ，临 汾 尧 都 区 桃 园 遗 址

2016 年度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已接

近尾声，关于该遗址范围的调查、考

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解读以及遗

址的整体保护规划等工作都有待继

续进行。 （胡 健)

谁在挽留消失的古村？
———寻找传统村落的守护者—寻找传统村落的守护者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近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桂阳县境内发现大规模古代矿冶遗址群，目

前已有 15 处遗址经过确认。通过对其中桐木岭、陡岭下等遗址的大面积发

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较为完整的古代多金属冶炼作坊遗存，呈现了明清时

期湖南地区铜、锌、铅、银等金属矿物的加工和冶炼工艺。

图为考古人员查看用废弃坩埚垒筑的房屋遗址。 新华社记者 李 贺 摄

徐家窑整治后

出土的彩陶盆残片

深度观察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