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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生活的文化传承
价值，是传统村落的主体与灵魂
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活
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
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
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

苍山脚下、洱海之畔，绿树红
花竞相开放。在云南省大理市喜
洲镇周城村，青瓦白墙的璞真扎
染博物馆内，一位位白族村民的
手下，蓝白交织的白族扎染正在
如花绽放。

在政策扶持下，白族扎染技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段银开在博
物馆开办白族扎染培训班，并向参
训村民发放“技能学习补贴”。

“让更多村民学扎染，是对这
门手艺最好的保护。留住乡愁，不
仅要留住青瓦白墙，也要让老村子
的文脉‘活’起来。”段银开说。

千里之外，春意盎然，云雾缭
绕。走进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龙山县苗儿滩镇捞车村，浓郁
的土家族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摆手舞、茅古斯舞、打溜子、咚
咚喹……多种土家民俗技艺在村
里轮番上阵。68 岁的土家织锦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刘代娥在织机上
挑针穿线，向游客展示土家织锦文
化。

作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拥有 172 个中国传统村
落，具有高度要素完整性和显著民
族独特性。

“国家支持传统村落的保护和
土家民俗的传承，我们要把这些好

的民俗技艺留下来，在村子里代代
相传。”刘代娥说。

4 月的湘西州泸溪县潭溪镇
新寨坪村，漫山的野花生机勃发。
木雕手艺人符自元正在村里着手
打造一座面积上千平方米的木楼，
楼的所有构件和雕刻，都是自己的
手工。

“中国传统村落这块‘金字招
牌’，让村民更加认同保留村寨少
数民族独有特色的理念。”符自元
说，有了认同，他在发展和传承木
雕手艺上才敢有更大的目标。

保护发展传统村落文化需要
“见人、见物、见生活”。近年来，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台《湘西州
特色民族人才带徒、传习支持办
法》等文件，支持非遗文化保护传
承。围绕传统生产生活工具、民族
服饰、手工艺品、民风民俗，加大传
统文化保护传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
司一级巡视员董红梅说，传统村落
原住民是村落特有民俗、信仰、技
艺、人文环境等文化遗产的创造
者、传承者，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保
护、传承这个村落。“加强传统村落
保护，促进传统村落的传承发展，
首先要‘保护’原住民。”

“要确保传统村落原住民保护
传统村落的话语权与参与权。国家
与各省份应继续完善传统村落保
护的法律法规，财政部门应积极探
索资金投入与管理长效机制，拓宽
保护资金的来源渠道，推出税收刺
激等创新举措，撬动社会资本有序
有度、有用有效地进入传统村落保
护领域。”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
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说。

记忆与传承，“文化乡愁”守望家国

传统村落保护，既是对其历史价值的发掘和
认知，也是当下与传统的真切对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
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
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九龙八岔谷涧幽、一榆两槐四古柏，穿行于北
京门头沟雁翅镇苇子水村，随处可见古老的民居
和砖雕，古朴宁静。但村子“空心化”严重，只剩下
约100人常住。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还巢。产业振兴成为苇
子水村打破传统村落保护僵局的突破口。

传统村落是村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如何提升
村民自觉保护意识？2021年，苇子水村在“九龙
八岔”中选择了一条独立的沟域，将这里闲置、几
乎坍塌的农宅流转到村委会，启动招商引资，修建
传统风貌的特色民宿。

“我们依托古村和2000亩旱地梯田景观发展
民宿、发展旅游、发展香椿和苦杏仁等特色农产品
加工产业，村民心中有了盼头，相信传统风貌能给
生活带来实惠，他们才会自发自觉去保护。”高彦
辉说，苇子水村的保护发展正在起步，有了民宿打
样儿，村里已有20户村民按照传统风貌翻修自家
房屋，有12位村民回来就业。

位于福建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南部的龙潭
村，依托文创产业，已经实现了从荒村“流人”到胜
境“留人”的转身。

龙潭村地处偏远、群山环绕。伴随着城镇化
浪潮，村民大多外出务工，1100多户籍人口仅剩
100多人留守，50多栋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年久失
修，不少只剩断壁残垣。

改变来自一场试验。2015年，屏南县开始探
索文创引领的乡村振兴之路。

启动“人人都是艺术家”油画公益教学，“认领
老宅、拯救老屋”，传承酒文化……随着龙潭村的
复兴，许多在外的村民和大学生开始返乡创业，经
营文创产业的外乡“新村民”陆续前来定居。

业兴了，村“活”了。2022 年底，龙潭村吸引
回流返乡人员400多人，常住人口已达700多人，
以青壮年人口为主。

创新与振兴，“产业赋能”凝聚乡亲

具有成百上千年历史的传统村
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形
载体。如何保留传统村落风貌、活化利
用各具特色的宅院民居，成为传统村
落保护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搞乡村振
兴，不是说都大拆大建，而是要把这些
别具风格的传统村落改造好。”

溪水环绕，枫杨成林，青砖黛瓦，
曲径通幽。走过古朴的木桥，来到具有
1200 多年历史的安徽省黄山市西溪
南村。

近日，一场名为“徽州之翼：从比
邻之翼到鸟鸣时节”的公益沙龙在村
里的“溪边文苑”举行。

明亮的板材、轻快的装饰……沙龙
沉浸在温暖轻松的氛围中。“这里原本
是废弃的祠堂，改造时保留了原有的格
局和文化特色，引入了现代生活美学元
素，使建筑原本凝重的风格变得明快。”

“溪边文苑”负责人黎婷婷说。
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西溪

南村，是传统村落在“保护优先”与“创
新活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一个缩影。
2016年以来，已有15幢废弃的老屋和
闲置的建筑经过专业团队的设计和本
地匠人的修缮，成为知名网红打卡地，
承办研学、团建、创意等活动，并构建
钓雪园、土人学社等40处业态。

视野转向祖国西北，火焰山脚下
峡谷腹地，记者走进新疆吐鲁番鄯善
县吐峪沟乡吐峪沟村。目之所及，生土
结构的传统民居保留着古朴的韵味，
道路、供水、垃圾和污水治理等基础设
施建设得到加强，群众的居住条件随
着传统村落保护同步得到改善。

“活化保护利用”点多面广的传
统村落古建筑和民居，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钱从哪儿来？产权如何认定？
这两大困扰传统村落保护的难题，在
各地探索和实践中正逐步找到化解
途径。

作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市之一、拥有 310 个中国传统村
落的安徽黄山市，在全国首创“古民居
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平台”，探索古民居
产权规范流转试点；福建省出台全国
首部专门保护传统风貌建筑的地方性
法规，探索上网租养古厝、开展古厝经
营收益权质押贷款；在山西省，由村集
体统一收回产权，再采用租赁等方式
开展资金筹措，实施保护利用……

有了政府投入、市场运作、社会资
本参与等途径，一些原本老旧破损、群
众无力修复的古民居有了保护和利用
的新机会。

保护与发展，
“活化利用”护住乡土

新华社记者

传统村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宝贵“基因库”。近日，财政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公示了2023年传统
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
区）名单，我国在探索传统村落长效保
护利用机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2012年，国家层面启动实施传统
村落保护工程，目前已有8155个传统
村落列入名录、实施挂牌保护制度。这
些传统村落保护现状如何？破解发展
困境有哪些积极探索？新华社记者分
赴多地采访调研，一探究竟。

2019年8月29日，游客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西溪南村的民宿外驻足。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