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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基于乡村文化保护助力乡村振兴实践 

——以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陶湾村为例 

王  丽  王迅雷  宋罗阳 

江阴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苏无锡  214400 

摘  要：乡村地区承载着农民的真实生活，乡村文化是数千年生活生产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但是随着快速城镇化发展，乡村文化也在加

速消失。通过分析江阴市乡村文化保护和利用特点，结合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陶湾村乡村文化资源现状及存在问题，乡村文化保护助力乡

村振兴实践的案例，探索出乡村文化保护的路径，将乡村文化作为重要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保护和传承发展乡村文化的同时，

振兴乡村经济，并为其他地区乡村文化保护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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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文化发展概况 

1.1 乡村文化保护必要性 

乡村文化是数千年生活生产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承载着农民

的真实生活，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乡村文化，底蕴深厚、内容

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数千年的积累中，沉淀了

大量的文化遗产[1]。随着快速城镇化发展，为了腾出更多的土地资

源，疏落的乡村越来越聚集，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伴随的大量建

设，乡村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伴随自然村的消失而逐

步消失。 

1.2 江阴市乡村文化发展核心问题 

1.2.1 文化保护与利用欠缺 

江阴市总计有行政村 317 个，自然村 2323 个，作为“苏南模

式”代表，江阴市村庄经济普遍较好，村级企业较强，在村庄规划、

建设过程中，对于乡村文化保护与利用较为欠缺，缺乏对乡村文化

的保护和利用，导致浓郁的地域文化逐步消退，千村一面和千城一

面的现象一样突出。 

1.2.2 文化资源保护和挖掘利用不足 

文化景观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经济迅猛发展的阶段，促进快

速城镇化，部分设施配套较差村庄，人口进镇进城，使得村庄严重

“空心化”，老房子无人居住和维护，自然风蚀和老化严重，传统

文化资源受到极大的冲击[2]。 

1.2.3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滞后 

江阴市村庄分布较散，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起步晚，基础薄弱，

产业分布较难形成集中产业链。经营模式尚未规模化、市场化，同

时缺少极具代表的文化产品。江阴有着黑杜酒、长泾茶食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资源，虽有“淘江阴”、“ 江阴”农产品平台推广但产业

模式薄弱，产业发展滞后。 

2 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陶湾村乡村文化资源现状 

2.1 传统空间格局 

2.1.1 依山傍水的山水格局 

陶湾村北接观山，南倚秦望山，内有狮山湖、丁果湖湿地公园，

西侧有新沟河流经，黄昌河从北部自西向东穿过，形成了两山两河

两湖环抱的空间格局，呈现田拥村、村依水、山环村的风貌；村内

具有较明显的江南水乡特征，河埠空间遍布，村内宅间巷道较窄，

整体呈现外围疏朗有致、村内紧凑有度的空间肌理。 

2.1.2 错落有致的街巷空间 

陶湾村街巷空间主要分为水街和里巷两种类型，街巷空间较为

适宜，街巷高宽比极佳，基本的街巷格局特征仍在街巷高宽比为

1.8：1-2.2：1 之间。 

（1）水街 

黄昌河分至陶湾处一分为三秦望河、陶湾河、焦山河，其中陶

湾河自西北穿过村落沿山麓环绕成小湾后再汇入秦望河、焦山河，

陶湾居民多以沿水而居，东南向呈 45°面水而建形成水街。水街绿

化要素保留较好，但村民对前后院的硬化改造、栏杆护院现代化水

泥硬质处理等导致传统风貌相对较差。 

  

图 2-2  水街平面形式                   图 2-3  水街断面形式              图 2-4  水街街巷空间 

（2）里巷 

由于村庄的发展，分支、成员逐渐变多，原有的沿水空间已不

足以满足建房需求，只能向内部空间集聚于是便形成了坊巷式的街

巷格局，巷弄间的空间基本形成了点状绿地。虽然路面已黑化，但

是局部电线凌空导致传统风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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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里巷平面形式             图 2-6  里巷断面形式             图 2-7  里巷街巷空间 

2.2 传统石屋建筑 

陶湾村周边山脉密布，既往采石采矿产业发达，村民因地制宜，

以石为材，造就了传统的石质民居风貌。范围内现状有 36 户、42

栋传统石制民居，散落分布在村庄之内，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建

筑风貌。建筑保存数量多，风貌较好，现存 早的吴氏故居可追溯

至宣统 3 年（1911 年）；其余现存民居无院落，以独栋为主。目前

石屋多为闲置状态。 

2.3 多样化的民俗文化和传统技艺 

（1）民俗文化 

陶湾村周边历史上佛、道庙殿众多，也就造就了繁盛的庙会文

化，每年农历三月初一庙会，古装高跷、舞龙舞狮、踏高跷、唱民

歌和杂技“卖艺”等各色表演轮番上演，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

至今。 

（2）传统技艺 

陶湾村传统技艺丰富，既有源远流长，从魏晋开始代代相传、

传承悠久的传统中医；也有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山水为画，历

久弥新的留青竹刻，茶叶和陶湾本地高标准农田所产的谷米，经过

村民手工翻炒、精酿，形成了特色的美食名片。 

2.4 陶湾村乡村文化发展现状问题 

2.4.1 依山傍水的山水格局缺少保护和规划 

陶湾村在村庄规划、建设过程中，对于山水格局的保护与利用

较为欠缺，缺乏对山水资源的统筹规划安排，需要对现状山水格局

进行功能分区，完善相关设施，以现状山水资源为依托，形成功能

多样、类型丰富、富有生命力的格局。 

2.4.2 石屋建筑等文化资源保护和挖掘利用不足 

陶湾村在近些年建设过程中，相对注重民居建筑的保护，但是

仍有一定数量的石屋少有管理和修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同

时，忽略了民间技艺、民俗、美食的挖掘利用。 

2.4.3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滞后 

陶湾村的文化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分布不集中，未形成规

模化、统一化、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文化产品的创新不足。 

2.5 陶湾村乡村文化发展面临新机遇 

乡村振兴背景下，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

开发利用，将乡村文化作为重要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

保护和传承发展乡村文化的同时，振兴乡村经济。 

3 江阴市基于乡村文化保护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以陶湾村乡

村文化保护实践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陶湾村乡村文化保护，主要通过优化山水

格局、修复街巷空间、保护和利用传统石屋建筑，完善服务设施、

提升环境品质等措施，将乡村文化保护和利用融入村庄建设的全过

程中，助力文化振兴、乡村振兴。 

3.1 保护传统空间格局 

3.1.1 优化山水格局 

（1）优化空间布局 

基于山水禀赋和功能整合植入，优化陶湾村整体空间布局，未

来形成“两核、一带、五片区”的整体布局。 

 

图 3-1  山水格局图 

（2）梳理交通出行、优化慢行格局 

范围内梳理车行交通，形成村内的一条主要通行线路和一条围

绕村庄的车行观光环线。在游客出行上，主要以现状已黑化路径为

主，串联村内的主要景观和人文体验点；在村民出行上，补齐补缺，

完善巷道路网；同时针对村庄节假日交通拥堵和停车空间匮乏的情

况，规划在节假日主要入村路口进行交通管制，保证村庄内部慢行

安全需求；新增四个生态停车场，满足配套服务需求。沿主要山水

风光带，结合村庄内部巷道规划滨水慢行步道。 

（3）优化景观格局 

结合现状景观资源禀赋，打造“一个村庄、一条视廊、两条飘

带、五个印象”的景观格局。 

3.1.2 修复街巷空间 

修复巷道空间，增强滨水联通性，通过巷道系统的梳理，恢复

传统邻里组团关系。重点保护村庄的传统氛围，构建核心街区-宅

间巷道街道两级步行体系。针对特色石屋、传统民居等传统要素分

布的街区，打造为传统核心街区风貌，引导局部恢复原有传统巷道

铺装形式，并通过植被、两侧建筑的色彩、风格和体量等，延续原

有传统村落巷道风貌及尺度。 

 

图 3-2  慢行交通系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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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景观格局规划图 

3.2 保护传统建筑 

严格执行《江苏省传统村落保护办法》（省政府令第 117 号），

落实保护发展策略。采取“保护优先、兼顾发展、合理利用、活态

传承”的保护与发展原则。保持和延续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维

护其地形地貌、街巷走势等空间尺度。采用传统建造技艺进行传统

村落内传统建筑的修缮。有序开展休闲度假、传统手工艺和传统技

艺加工制作等生产经营活动[3]。3.2.1 充分利用现状石屋，并科学植

入功能 

充分利用闲置石屋，融入乡土文化和乡愁技艺，植入丰富功能。

将石屋与传统技艺结合，改造成为竹刻室、茶吧、中医馆等，石屋

结合服务功能，改造成商业文创小店、餐厅、民宿等，将现状石屋

利用起来，同时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3.2.2 服务设施织补 

参照《江苏省村庄规划编制指南（2020 年版）》的要求，进行 

村庄公用设施配套布置。依据村民经营意愿和特色石屋禀赋，将各

类服务设施作为织补村庄的核心要素，在不同片区里，合理配比游

园，既能满足村庄内部各个组团独立的服务需求，也能满足村庄的

整体风貌，营造蓝绿交织的格局。同时增补三处综合性服务驿站，

增补服务设施配套短板。 

 

图 3-5  服务设施配套规划图 

3.3 公共空间打造 

3.3.1 打造广场空间 

通过设置绿化软化空间、加入活动、观景、休息等不同功能，

优化场地布置，丰富场所体验；设置户外廊架，将阅读空间延伸

至室外。在村庄中部游线转折处，形成开敞的村庄广场，植入健

身活动、休憩等多功能，激发村庄内生活力，形成标志性的公共

场所。 

  

图 3-6  广场空间设计图                        图 3-7  广场改造后 

3.3.2 设置游园空间 

在村庄北部里巷中部，在原有广场基础之上，通过微介入的形

式，植入景观座椅、村庄标识等要素，考量儿童、老人友好空间塑

造，融入村民特殊人群需求，形成满足村民诉求的特色场所。使得

场地变成一个可游、可观可感、可玩的多功能游园。 

 

图 3-8  游园空间设计图 

4 结论 

乡村文化是乡村发展的“魂”，乡村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是乡村

振兴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江阴市乡村文化存在保护和利用相对缺

失、物质文化资源保护和挖掘利用不足、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滞后等

特点，本文结合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陶湾村乡村文化资源现状及存

在问题，乡村文化保护助力乡村振兴实践的案例，探索出乡村文化

保护的路径。针对陶湾村现状问题，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给予乡村文

化发展的机遇和平台，将乡村文化保护和利用融入村庄建设的全过

程中，丰富乡村旅游、乡村经济发展的内核，更好的助力乡村文化

振兴和经济振兴。保护和传承发展乡村文化的同时，振兴乡村经济，

并为其他地区乡村文化保护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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