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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传承驱动下的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设计创新研究 
邓贵艳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0）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延续遭受猛烈的冲击，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相博弈，

同质化的景观模式成为传统村落空间的主要导向，其景观文化的独特性、多样性濒临消失。针对当下非遗文化与传统村落契合度不

高的问题，本文以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为导向，以传统村落景观有机更新为目标，论述了非遗文化与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的耦合关系，

针对川东传统村落中非遗传承现状及村落景观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川东传统村落非遗传承景观化建设发展的有效策略，对传统

村落中非遗特色的景观空间构建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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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传承是文化自身有机更新的一个过程，是文化再生的

表现。其传承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的特性，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审视，

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非遗文化传承空间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面临

挤压和消亡的困境。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冲击下，承载非遗文化的

传统村落景观风貌与空间格局发生巨变，非遗文化传承依托的空间

载体逐渐消失，经济优先原则下的传统村落景观营造呈现出“千村

一面”的病态现象。独具特色的传统村落风貌遭到破坏，非遗载体

独特性、可识别性丧失。 

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传统村落现有的物质文化遗存难以满足

人们的文化精神需求，传统村落进行有效地保护性开发成为了当务

之急。传统村落景观是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依托的重要媒介。非遗是

构建传统村落景观的文化内核。非遗在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中占据

着重要的地位。现阶段对于非遗与传统村落的研究大多数都是从地

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宏观视角来介绍或阐述非遗产及传统村落

的保护与更新。目前对非遗与传统村落的耦合关系、非遗在传统村

落景观中设计策略研究较少。鲜有针对现有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

景观形态和营造方法展开探讨，提出非遗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景观保

护再生策略。当下，非遗传承面临断层危机，部分传统村落文化景

观正呈现逐渐消亡的趋势，如何实现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同时留

存非遗文化的记忆，构建具有传统村落特色的地域景观，成为值得

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1］。 

一、非遗文化与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的耦合关系 

传统村落依托其独特的自然、历史、人文等资源，保护传统村

落原始风貌、优化传统村落景观格局，是实现传统村落复兴的重要

途径。非遗作为传统村落文化内核，其鲜明的不可复制性、地域性、

艺术性、共生性，传统村落是非遗文化传承的地域载体，非遗文化

是传统村落景观营建的驱动主体，两者形成相互依赖、互相制约的

交互关系。 

（一）传统村落景观是非遗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载体。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构建传统村落景观重要构成要素，两

者在村落可持续发展中随主体行为变化而产生耦合关系，传统村落

是非遗文化传承的空间器物（载体），村落景观空间是非遗活态传

承的重要媒介。其由建筑、山石、植物等景观要素承载的非遗内容，

是助力非遗有效延续发展的基础。 

（二）非遗文化是传统村落景观营建的重要驱动力 

非遗与传统村落景观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相互促进、相互转化。

非遗是传统村落景观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服务于景观空间，对于非遗

的保护可以突显传统村落景观空间地域特色，提升其人居环境品

质，非遗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输出和营建和谐幸福人居生活的作

用。基于非遗传承驱动下的传统村落景观空间构建，为传统村落景

观环境的多样化拓展提供有效机制，实现传统村落精神及文化属性

的重构，深化传统村落景观辨识度，并刻上文化印记。通过将非遗

文化植入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在对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同时，

助力传统村落经济、文化的有效发展，由此来驱动特色传统村落建

设。 

二、非遗文化植入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的必要性 

（一）增强传统村落景观文化价值 

传统村落景观文化内涵是在地农耕文化与地域特色的集中呈

现，其村落风貌、空间格局凝聚着村落历史演变的印迹，映射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承载着传统文化精髓及独具特色的人文情

怀。非遗文化是传统村落景观文化的核心构成部分。传统村落景观

缺乏非遗文化内涵，直接影响人们对其价值的认同，同时也丧失其

原本空间活力，传统村落面临枯竭消亡的局面。非遗介入传统村落

景观设计，不仅能够丰富传统村落景观文化内涵，还能优化景观空

间品质，促进非遗活态传承。 

（二）庚续传统村落文化根脉 

将非遗文化符号置入到传统村落景观开发与利用中，是其景观

文化内涵最大程度的呈现，同时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提炼及升华，是

对传统村落文化根脉的梳理及延续，庚续传统村落历史文脉。从传

统村落景观保护和发展中总结经验，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才能

更好地保存和传承非遗文化。 

三、川东传统村落中非遗及景观现状存在的问题 

（一） 非遗传承断层与景观风貌失活 

传承人作为非遗文化的主体，是非遗文化的主导者。随着川东

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影响，非遗主体仅仅依靠非遗文化效益难以

满足生存需求，川东传统村落中的中坚力量被城镇就业抽离，仅剩

下老人、孩子留守家园，作为非遗传承主力军缺失，参与与传承主

体有关的社会群体日益减少，非遗传承陷入断层困境，频临消失的

危机。即使以保护名录、博物馆、展览馆等静态形式进行抢救式保

护，川东传统村落景观文化活力和生机也会由此而丧失［2］。传统村

落景观空间的困境："空心化"现象严峻,空间环境日益衰败，原生秩

序遭到破坏，毫无生机。因此，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如何实现

改造和保护并行不悖，激活川东传统村落景观空间，创造出符合现

代乡村生活且富有活力的村落景观空间，就成了当前面临的重要课

题。 

（二） 非遗资源挖掘不足与景观文化失色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历史的见证者，以其特殊的风貌彰显

着独特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宝贵的历史遗留。在中国城市化建设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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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下，川东传统村落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传统村落趋同化现象严重，原有的村落空间格局被破坏，山水脉络

被改变，商业开发过度等问题屡有发生。传统村落已丧失其内涵，

故乡的气息全无，传统仅仅流于形式。只有从本质上抓住川东传统

村落固有的特性，才能够达到更准确和更有效地进行保护。一大批

有珍贵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的街巷，建筑荡然无存，几千年形成的

特色传统村落环境也被破坏殆尽。近年来乡村振兴建设中，忽视了

川东传统村落与普通乡村之间的差异性，弱化了传统村落历史底蕴

及非遗文化的独特性，造成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营建中观念、空间、

形态与材质文化特色缺失，村落传统风貌受损，原真性丧失，景观

风貌与地域特色难以突显，文脉传承分离。 

近几年川东非遗主要借助非遗文化衍生的文创产品进行传承。

非遗文化的开发及传播路径有限，且受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难以

建立适宜非遗文化资源依存的空间环境。非遗文化通过博物馆展示

也存在展示形式有限、更新迭代慢等问题，难以满足当代审美需求。

非遗文化景观建构可为其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路径。通过非遗资源

与传统村落景观空间的有机结合，增强大众对非遗文化的重视态

度，才能有效的避免传统村落景观设计模仿抄袭现象，以此来丰富

完善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文化性的缺失和地域性的不足。 

（三） 非遗价值认同弱化与景观秩序失控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下，非遗所栖息传统村落景观环境

及场所遭到破坏，脱离了载体的非遗难以获得大众文化及精神上的

认同。现阶段，大众主要从经济效益角度对非遗价值的进行认定，

非遗价值的高低随着经济效益的高低而发生转变。基于川东传统村

落景观特色营造需求，不同的主体试图将非遗文化资源转化为非遗

文化资本，构建以非遗为主体的商业景观环境，其中权力和资本往

往构成相对牢固的增长联盟，并控制着非遗文化空间的生产主导

权，而在不断寻求增殖的同时，川东传统村落景观格局产生量异变，

村落原始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非遗文化记忆丢失、文化根脉难续，

川东传统村落生态景观秩序出现难以掌控的局面。非遗文化空间也

趋于资本化并逐步呈现同质化趋势。非遗文化空间资本化进程中，

非遗文化的主体地位以及非遗文化的形态都正在发生变化。非遗文

化属性使原本纳入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非遗生产与生活互动关系逐

步向生产交换合作关系过渡，非遗文化价值的认同度也在逐步削

弱。非遗文化的开发及利用面临着单一化、模式化、过度化等现实

问题，部分非遗被聚集到特定的空间进行保护及展示，导致非遗传

承的路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非遗基因被稀释，非遗文化属性

逐渐弱化。特别是对非遗的开发过度商业化会加速其消亡的步伐，

随着非遗价值认同的弱化川东传统村落景观生态系统也面临被瓦

解的危机。 

四、基于非遗文化传承的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设计创新策略 

（一）整体布局规划，优化非遗与传统村落景观空间融合的系

统性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景观建设是乡村振兴策略的

主要任务，川东传统村落非遗文化种类繁多，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

涵，将非遗文化与川东传统村落景观元素的有机结合，其形式语言、

审美特性、文化内涵能够得到充分显现。有助于增强川东传统村落

景观的文化品质，为川东传统村落非遗文化多元化发展提供新的路

径。 

基于非遗视角对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进行整体规划与布局是首

要措施。将非遗文化融入川东传统村落景观是激活其文化属性的重

要途径。以川东传统村落马渡关百丈村为例，始建于清代，村落蕴

含丰富的文化资源，村落传统景观风貌保持较好。其景观设计应根

据百丈村地域特色、文化特色进行整体布局规划。保留百村落原始

村落空间布局的基础上，从村落景观的功能需求、人群需求、文化

需求等进行整体构思设计，主同时对百丈村独特的马渡民歌非遗文

化资源进行整合，找寻马渡民歌非遗文化与百丈村传统村落景观设

计的契合点，使两者有机衔接，在功能与精神上体现与时俱进的整

体规划与设计，为营造非遗特色文化特色景观打下基础。 

（二）提炼非遗文化符号，强调非遗与传统村落景观融合的特

色  

非遗文化是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元素中蕴含着深厚的

传统文化，非遗所包含的形式语言、审美法则、抽象寓意等植入川

东传统村落景观中，意在建构川东传统村落文化特色。川东传统村

落非遗项目涉及民间工艺、民间音乐、传统手工技艺、传统美术、

传统戏剧、传统体育、传统舞蹈和民俗等方面，其非遗文化符号依

托有形的载体来突显其自身价值和有机发展的特点。传统村落是非

遗文化由无形转成有形的重要媒介。通过非遗文化符号的重构与创

新的方式，强调非遗与传统村落景观融合的特色 。在川东传统村

落景观设计中置入非遗元素有利于增强其文脉传承力，促进川东非

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川东传承村落中无形

的非遗文化可通过抽取意象理念，运用到村落景观设计中去，提升

其文化内涵；有形的非遗可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提取其形态、

色彩、肌理等形式语言来表达川东非遗文化。深挖非遗文化资源，

提炼非遗文化符号并进行重构与创新，是非遗文化有机更新的重要

举措，也是彰显川东传统村落文化特色的重要因素。以可视化的非

遗元素为例，将非遗原型符号直接与川东传统村落中的景观小品、

道路、建筑等构成要素相结合，是非遗文化呈现最直接的一种形式。

例如草庙村传统民居在建筑格局有固定的定式，保留其民居窗花造

型、肌理、色彩等原始形态，与景观座椅进行解构重组，通过原型

再现来传达其川东民居文化，这种方式不仅丰富了草庙村视觉景观

同时还激活了大众的乡愁情怀，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 

( 三) 拓展非遗文化呈现型态，增强非遗融入传统村落景观的

互动性。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文件中

提到：“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享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

提倡形态多样性。”因此，为了防止川东传统村落形成千村一面的

尴尬境地，进一步强调彰显其特色文化的重要性。探索川东传统村

落景观建设中非遗文化的多元化呈现方式，并通过科技、艺术手法

和创新思维助力川东非遗传承。例如在川东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雕

塑设计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它的样式、色彩、材质是否容易被

大众接纳，在提炼非遗元素的过程中，应综合考虑雕塑带来的物质

及精神感受，便于大众对于非遗文化信息的接受和传递，从而唤醒

大众共鸣。同时，还应兼顾其实用价值，如采用艺术手段将传统村

落中的灯具、指示牌、座椅等元素与非遗文化结合，既满足了人们

功能上的需求，同时能够体验非遗载体艺术美。非遗元素与科技结

合转化成可视、可听、可触摸的实体，通过大众的互动使其再创作，

能够有效地增强的互动效果。 

通过形态意象的转变拓展非遗呈现形态路径。将川东传统村落

中三维形态的马渡山歌、翻山饺子、蒿草锣鼓提取转换为二维形态

并运用；例如在同时也可将二维形态的何氏剪纸艺术转化为三维立

体形态，将剪纸元素以立体镂空的形态置换成传统村落中的景观雕

塑，其独特的呈现形式，其影响力更为广泛，促进了非遗的传承与

发展。形态置换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二维形态与三维形态之间的转

化，应该寻求不同角度多种维度相互转换的方法。在川东传统村落

景观设计过程中，对民间文学中故事情节、审美情趣、象征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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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思维模式的关联意境进行呈现。以川东民间文学“石莲花传说”

为例，借助意境关联的手法提取整体或者局部置入传统村落景观长

廊、景观绿化、景观道路及景观小品中，通过景观叙事的形态呈现

非遗文化内容，当大众游走于各个景观节点构建民间文学中的场

景，这种由景入境的表现形式，增强非遗融入传统村落景观的互动

性。通过强化川东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性，拓展文化呈现形式，从

而形成特色文化景观意象，是非遗文化有机更新的必然趋势。 

结语： 

非遗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之精华，在国家文化发展大力推进的新

形势下，非遗文化的保护与创新急需开拓展新的路径，将非遗文化

与传统村落景观空间相结合不失为一种非遗文化存续的有效方式，

也有助于传统村落进行有效地保护性开发，从而实现两者共生共

赢。针对当下传统村落景观设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把控景观

整体布局规划、深挖非遗文化资源、拓展其呈现形态等有效策略避

免非遗消失、传承断层等现象，实现非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传承，

赋予了传统村落保护与更新的新的价值。从而有助于非遗文化的活

态传承，以及传统村落景观空间活力再现，以期进传非遗文化与统

村落景观的有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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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A：Tear down the east wall to mend the west. 

译文 B：Rob Peter to pay Paul. 

“拆东墙补西墙”是汉语中的一个俗语，意思是“拆倒东边的

墙，以修补西边的墙。比喻临时勉强应付；也比喻临时救急，不是

根本办法。”笔者拿这一汉语俗语的英语译文让学生们讨论，看看

哪个译文更胜一筹。学生讨论之后总结道：三个译文在某种程度上

都实现了再现伦理：译文 A 用直译法再现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内涵

意义有所缺失；译文 B 用归化的策略忠实地再现了原文；但是从服

务伦理、交流伦理和规范伦理来看，译文 A 是把原文作为第一服务

对象，保留了“他异性”，这样容易给英语读者理解原文带来一定

的困难，甚至会让他们产生误解（以为东墙没用了，把它拆了来补

西墙，正好是废物利用），不利于交流，但是语言还是符合英语规

范的；译文 B 采用了归化策略，显然英语读者被看成了第一服务对

象，交流伦理和规范伦理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笔者又问译文 B 采

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有利于读者理解原文，但它有没有什么不足

之处呢？比如说，中国文化的传播？有学生立刻回答说：这样翻译

一方面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不能扩大英语读者的视

野，即使读完了原文也只知道英语里有“rob Peter to pay Paul”，殊

不知汉语里也有类似的表达。笔者又追问：如何弥补这两个译文的

不足呢？学生综合这两种译文又提出第三种译文，译文 C：Tear down 

the east wall to mend the west wall, which means robbing Peter to pay 

Paul，并补充道：用直译加注释的翻译方式可以弥补前两种译文的

不足，完整地再现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和内涵意义的同时，还传播了

中国文化，扩大了英语读者的视野。从本案例可以看出译者在从事

翻译实践时，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取决于译者的翻译目的（当然

是在秉持承诺伦理的前提下）和客户的要求。 

四、结语 

翻译行为其实是各种不同的人伦关系在翻译中的交锋、碰撞、

融合的产物。译者是这些人伦关系的核心。译者只有明确了客观存

在的伦理关系，才有可能决定以何种伦理规范来调节双方的关系，

才能选择相应的行为方式。而案例教学法可将学生置身于译者这个

核心位置上，同时也将翻译活动中的抽象的人伦关系变得具体可

感。学生通过分析真实的翻译案例，一方面加深了对翻译伦理的理

解，另一方面又可用翻译伦理来规范自己的翻译行为，使自己在今

后的翻译实践中能保持伦理意识，正确处理实践中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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