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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再生路径研究 
刘子锐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建筑工程与艺术设计系  545000） 

摘要：乡村振兴关系国家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生活物质，同时还
要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就是其中一部分，对于提高村落经济水平、人文传播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本文从
乡村振兴战略出发，阐述乡村振兴背景下目前传统村落的现状，并分析村落文化景观的规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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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

务，即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重大决策——“乡村振兴战略”，在 2020

年取得重大进展，下一个目标是在 2035 年取得决定性进展。在乡

村振兴背景下，为实现最终全面振兴的“农业强、农村美、农村富”

目标，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显得尤为重要，村落景观的再

生策略是目前社会关注的重点。如何做到村落与科技结合，环保与

发展均衡，建立健全开发制度以及村落的再生路径是本文探索分析

的要点。 

一、传统村落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现状 
传统村落是指较早形成具有丰富文化和自然资源的古村落，通

常具有历史性、文化性、艺术性、科学性的特点，有一定的社会价

值。2014 年常务委员会的召开呼吁研究出台《北京传统村落保护条

例》，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纳入两个“规划”中。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们需求的增加，对保护传统村落文化

的意识薄弱，经济的过于重视也导致传统村落文化受到巨大冲击，

同质化开发严重，缺乏本身具有的地域特色。“千村一面”的现象

就是只追求经济效益、忽略地域文化而产生，失去了原有的村落特

色，商业化经济严重。此现象尤其体现在“古镇”建筑上，翻新做

旧的建筑只保留了原有的外在特点，为促进旅游经济而建造的商业

街、小吃摊、游乐设施成为主要“卖点”。大型商业也延用了仿古

建筑这一特点吸引客户，两者相互模仿，“商业古镇”也就因此而

来。 

乡村振兴战略成为解决城乡一体化矛盾的有效手段。城镇化进

程不断推进，使乡村出现恶化生态环境、破坏传统村落、村落居民

迁出等问题，拉开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加剧了城乡一体化矛盾的产

生。因此乡村振兴中开发活化传统村落是解决方法之一，利用村落

发展旅游市场，既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景观，同时也提高了村落居

民的生活水平，满足社会精神文化需求。感受村落文化景观，领略

精神文明，对于推动乡村振兴的体制发展，解除城乡矛盾，实现一

体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乡村振兴中村落文化景观的规划路径 
（一）就地取材，开拓旅游市场 

旅游文化是如今世界各国的主流文化，可以用传统村落当地文

化材料来发展旅游市场。材料上可以用当地原生石材木料进行建

造，能最大程度上保留村落建筑的原有特色。旅游业方面，首先明

确一点，对传统村落最有兴趣的是城市居民，大多会利用假期来体

验村落文化，挖掘村落地域特色，因此打造合适的村落文化建筑是

应当关注的重点。传统村落的开发活化除了表面的还原，更要注重

深度挖掘，将厚重的文化底蕴传递到游客思想中，让其感受到文化

的氛围，理解文明精神。这样能将传统村落旅游业的价值发挥到最

大，也为游客带来了震撼的视觉盛宴。例如，江西的传统村落有 33

个，其形成了美食、观光、手工、居住为一体的产业链，知名度得

到提升的同时带动了小镇的经济发展。在对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时，

要想深度研究文化遗产，可以开展有关文化遗产的体验活动，让游

客感受村落文化景观的魅力。 

（二）开发传统村落，加大宣传力度 

传统村落作为文化遗址，一直都是受保护的对象，对文物、古

建筑这类实体资源尤其注重。在开发此类遗址形成文化景观时，可

以运用现代化方式：讲座、广告宣传、座谈会等来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社会群体对文物、遗址的保护观念，在普及文物保护知识的同

时打响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形成良

性循环。 

在开发的同时也不忘对环境的保护。自然环境关乎村落文化景

观的可持续发展，对周围环境的山草树木、河流湖泊都尽量保持原

本状态，打造自然的特色生态景观，为村落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

为居民建造舒适的生活环境，例如宏村水系规划、唐模水口遗址等。 

（三）健全开发制度，村落继承性创新 

在传统村落开发规划方面，要形成省市级整体共性规划策略，

把控村落文化遗址的开发，根据村、乡、县的层级不同来制定不同

的特色开发规划，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挥村落存在的地域优

势，使规划完整，有特色，具有可操作性。例如佛山市开发工作，

根据市、区、镇、村逐层下发指令，市政府出台相关文件再由镇级

组织人员实施，分工合作，协调执行，从而提升了传统村落开发的

效率。 

聚落景观规划过程中，在进行村落修缮改造时也要进行继承性

的创新，例如修葺海草房时一般采用生态修复的方式，而在修缮损

坏较为严重的海草房时，就可以通过现代化修补技术，选择一款合

适的防腐耐用的新材料，在保证房屋原本面貌的前提下进行仿古再

生建造。用原有的海草房进行设计创新，关注当地的文化符号，以

此避免形成千村一面的现象，防止城市景观化。在对原有村落进行

改造修葺时，应先与当地村民进行当地民风习俗、生活习性、宗教

信仰、文化理念等的思想交流，深入了解文化理念后再进行合理的

改造。设计时要注意建筑的细节的设计，如材料肌理、装饰纹路、

颜色复原等，让完成后的建筑给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感受中

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背景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但同时传统村落的开发、旅游业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城

乡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大难题，村落生态环境也是需要关注的要点，

怎样合理开发、合理利用也考验规划人员的功底。因此传统村落的

发展任重道远，乡村振兴还待实施，只有相关部门相互配合、齐心

协力，才能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在乡村振兴下发展得更好、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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