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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鸣鹤）国际高峰论坛落幕

本刊讯 十年前，由中国民协发起
并召开了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
高峰论坛，并发表了《中国古村落保护
西塘宣言》。十年后，4月25日至28日，
来自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以及大陆
与台湾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全国各地
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和名村名镇、历史街
区保护的管理者、实践者代表共150余
人又聚浙江，参加在慈溪举办的中国传
统村落保护（鸣鹤）国际高峰论坛。

本次论坛由中国民协、中国传统村
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文联、
宁波市委宣传部、慈溪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出席论坛开幕式的有中国文联
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中国文
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建文，中国
民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杨，中
国民协顾问郑一民、余未人，中国民协
副主席曹保明、潘鲁生、刘华，浙江省文
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柳国平，宁波市委
常委、宣传部长万亚伟等领导嘉宾。

陈建文首先致辞（详见本版）。冯
骥才随后作了主旨演讲（详见本版）。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好地展示和汇

集与会代表们的见解和理念，各抒己
见，凝聚共识，主办方在论坛的形式和
内容上均有所创新。在形式方面，论坛
设置了影像沙龙、主旨演讲、分组研讨、
主题对话、座谈交流、古村保护范例实
地考察等形式。在内容方面，论坛围绕
主题列出了十大议题。其中既有对中
国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立档调研的功
能与作用、保护的路径与手段、原住民
立场与权益、政府职责和行为进行的分
析探讨，也有对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发
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互联网+、民宿建
设等热门话题的理论阐述和观点交锋。

本次论坛有效地汇聚起各方智慧
和力量，持续不断地为传统村落保护提
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有力的学术支持，
并通过论坛向社会呼吁，让更多的新生
力量加入到传统村落保护的行列中来。

这次论坛是对过去十年传统村落
保护工作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回
望，更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今后
更好地保护和利用传统村落这一宝贵
资源又一次深层的探讨和吁请。

（孔宏图 覃 奕）

□ 陈建文（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传统村落传承着民族的历史记忆、
生产生活智慧和文化艺术结晶，蕴含着
深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是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加
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既是繁荣发展文
化事业的重要内容，更是推动经济社会
文化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
观要求。十年前，冯骥才主席和一批志
同道合的专家学者在浙江嘉善的西塘古
镇召开了中国古村落保护国际高峰论
坛，对中国古村落保护的价值、途径、方
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并发出“打
一场保护古村落的背水之战”的热切呼
吁。十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人们对传

统村落的保护更加重视，广大民间文艺
家和各有关学科专家积极加入传统村落
保护的行列，先后开展了普查整理、建立
名录、分类保护等一系列工作。由中国
民协实施、冯骥才主席主编的《中国传统
村落立档调查》项目首批成果已经出版，
初步展示了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取得
的重要成果，为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提供了有益借鉴和科学范本。今天，我
们在浙江的慈溪再次召开中国传统村落
保护的国际论坛，既是对过去十年传统
村落保护工作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的
回望，更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今后
更好地保护和利用传统村落这一宝贵资

源又一次深层的探讨和吁请。
当前，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处在

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五年，国家将深入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1亿
人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
城镇落户，完成约1亿人居住的棚户区和
城中村改造，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
就近城镇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传统村落的保护
将面临新的严峻形势。在新的形势下，
如何让传统村落的文化记忆代代相传？
如何让千姿百态的传统村落焕发生机？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日前，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批
示，他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
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
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要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
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
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
民群众。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既为
文物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传
统村落保护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
真学习领会，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查研
究，把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
到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中。借此机会，
我谈几点认识和体会，与大家交流。

一是要处理好传统村落保护与新

型城镇化的关系。十八大以来，中央积
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今后五年还将
加速推进。可以说，新型城镇化建设是
国家战略，大势所趋，不可阻挡。那么，
如何实现中央提出的要“发展有历史记
忆的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
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
城镇化发展模式”呢？这就需要在理论
探讨和具体实践中，正确处理好传统村
落保护和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关系。我们的目标是，在城镇化进程
中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在传统村落保护
中提升城镇化质量与水平，努力走出一
条经济社会文化效益相统一、城镇与乡
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

二是要处理好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
利用的关系。传统村落大都地处偏远、
经济欠发达、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当地人
民群众发展经济的诉求较为迫切。那
么，如何做到既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现
实需要，又保护好传统村落的文化内涵
呢？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好传统村落保护
和开发利用的关系。要把扶贫开发、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与传统村落保护有机
结合起来，坚持在发展中保护、以保护促
发展，在科学整治村落格局风貌和自然
生态环境同时，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变传统村
落的落后面貌，使生活在传统村落里的
人们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
把传统村落保护好、利用好。

三是要处理好政府引导和社会力
量参与的关系。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政府的引导，难
以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但是，传统村
落保护具有数量多、任务重、期限长等
特点，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单纯的靠
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难以满足传统村
落保护的需要。这就需要处理好政府
引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的关系，积极探索
建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村民支持的
协同保护发展机制。要充分发挥政府
引导作用，积极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和投
入保障机制，有效引导社会各界参与传
统村落的保护、管理和监督，切实解决
传统村落保护的资金问题。

四是要处理好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
的关系。传统村落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既要保护好民
居建筑和村落遗址，又要保护好村落中
尚在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历
史文化信息。要正确处理好静态保护和
动态保护的关系。如果没有传统村落的

“活态”文化存在，传统村落其他很多方
面的价值就难以持续，只有栖居于其中
的父老乡亲及他们坚守的家风祖训、传
统美德、家国情怀、生产生活习俗得到全
面的保护，才能真正做到保护住传统村
落的魂魄，否则传统村落聚积的生机、灵
气和乡愁将无从依附。要把传统村落保
护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探
索传统村落保护的新思路新模式。

传统村落保护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
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我们要注重吸收借
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传统村落保护方面
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传统村落保护工
作的思路和方法。衷心希望参加此次国
际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倾其智慧、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共同为促进中国传统村
落保护和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出谋划
策、贡献力量。我们相信，通过大家坚持
不懈地努力，一定能够汇聚起各方智慧
和力量，持续不断地为传统村落保护提
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有力的学术支持，
并通过论坛向社会呼吁，让更多的力量
加入到传统村落保护的行列，让更多的
保护成果惠及子孙后代，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鸣鹤）国际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慈溪是我的故乡，我到故乡谈自己特
别关切的传统村落问题，有很多的情感在
里面。传统村落保护已经由初期的探索
阶段，进入到理性阶段，我们需要思考很
多重要的实际问题。

首先我想谈谈2006年召开的“西塘
会议”。早在2002年，我们就开始做中国
民间文化遗产普查。那时只提到了村落
民俗和村落文化，还没有提到村落保护。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传统村落正迅速瓦
解，于是提出了村落保护问题并召开第一
个重要会议，即“西塘会议”。我是在会后
才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后来我到湖南隆
回，看到了当地县委书记整理出的村落文
化遗产。他告诉我，他正是被西塘会议触
动，才有了主动整理的自觉。我陆续收到
了很多类似的反馈。当时，我们认为保护
村落首先要盯住的就是中国两千多个县，
而县长是最能治理农村问题的官员，县长
和村长是落实村落保护工作的关键，因此
西塘会议是“县长会议”，后来又在江西婺
源召开了“村长会议”。

当然，只有西塘会议的统一认识和发
表宣言还不够，必须有行动。在实际保护
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先觉很重

要，因为知识分子一会独立思考，二能逆
向思维，三有历史前瞻性。在这样的认识
下，知识分子必须先付诸行动。于是，
2008年我们开始策划中国古村落调查，
选择了一个在邯郸和安阳之间的地点作
为项目开始的中间原点，由此向整片中华
大地扩展。恰逢国务院于2009年年初公
布了《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条例》，我看
了以后觉得应该支持政府工作，毕竟村落
属于行政体制管辖的部分，由政府部门来
保护更有利。但住建部和文物局做了一
两年之后，发现了问题：他们大都是从“文
物”的角度即从村落的建筑、布局等出发，
很少涉及非遗的内容如民间节俗、信仰等
内容。所以我们决定还要接续之前的工
作，促进政府对古村落的保护工作。那是
一个思想争辩的时期，很纠结。国家正在
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旧城改造，而我认为

“新农村不是洋农村”，反对大拆大建，希
望能够拿出好的解决办法来。直到2012
年，国务院接受了我的想法，做出了一个
有文化史里程碑意义的决定，即由住建
部、文物局、文化部和财政部四部委联合
做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决定下来后，我向
住建部领导表达了我的看法，即首先要把

《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定下来，国家就有了
保护的责任。于是，中国民协开始配合政
府做这个名录。四年来，经过评审认定的
传统村落共有三千多个，可以说我们基本
掌握了这些遗留到今天的、最重要的传统
村落的情况，这非常了不起。目前还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有官方的村落保护体系，也
没有可借鉴的范本。对于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有《文物法》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非遗我们有《非遗法》和“非遗名录”，
对于村落保护，我们有《村落保护规定》与
《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识。中国的
自然条件、地域文化和民族差异形成了村
落文化多样性，但更深的意义在于它是我
们民族最古老的根性家园，能认识到这一
点并着手整理，这是一件大事。

文化遗产进入国家视野，不是保护工
作的结束，而恰恰是开始。就保护工作来
说，目前有三点最重要：第一，希望地方注
意国家的相关保护规定，其中涵盖了保护
的标准以及方方面面的尺度和要求；第
二，要书写村落史、村落志，我们要有这样
的文化自觉；第三，开始制定保护规划，村
民要有文化觉悟，即便这样的觉悟未达到

文化遗产的价值层面，但是至少已经意识
到有价值了。

尽管如此，村落保护的问题依然存
在，且形式严峻。我认为村落保护仍有两
个难以破解的难题：

一、空巢化。前两年我路过太行山，
惊讶地发现大部分村子都是空的，很苍
凉。迁走的每位村民都带走了一部分村
落记忆，一个古村落的历史和文化就这样
无声地消散了。即使是已进入保护名录
的村落，村里的人也越来越少，因为村民
同时面临来自于社会发展的外在压力和
来自于他们追求更舒适生活的内在压
力。针对空巢化这个问题，我认为政府应
该做三件事。一是把村落保护列入城镇
化建设的规划中来，作为必须解决的难点
来对待。二是要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
我非常赞成浙江西塘镇书记将居民的排
水问题作为首要问题去解决；婺源在定下
整体徽派建筑基调的前提下，在村落建设
方面给村民建新房和升级部分生活空间
的权利，切实把提升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放
在第一位。三是要解决好村民的经济来
源。如果原住民走了，房子空了，何谈保
护？这是针对政府谈的，而跟专家讨论的

空巢化则是村落文化的消逝和因旅游开
发造成的失真。

二、过度旅游开发。世界上所有的历
史名镇名村都有人去旅游，但开发商没有
权利去肆意开发。对我们来说，村落的意
义首先是“乡愁”，是民族的凝聚力，是大
地上的根，是五千年来我们休养生息的精
神家园。村落有旅游价值，但还有历史、
民俗、审美、文学等多重价值，保护传统村
落不能以旅游价值为首位。搞旅游要遵
循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既会造成文化失
真和碎片化，也会误导村民把村子看作赚
钱工具。很多地方把旅游化看作村落的
出路，把进入“传统村落名录”看作开发旅
游的契机。我不反对村落旅游，做得好当
然是好事，但粗暴、过度的开发切不可
取。为此我对传统村落的现状喜忧参半，
忧远大于喜。村落开发是一次性的、不可
逆的过程，文化史一旦被扭曲就无法复
原。无论是知识界、政府官员，还是作为
村落当家人的村长，都要清楚这些，否则
到手的传统村落会得而复失。

目前，村落保护的形势非常困难和复
杂。我们首先要集中力量保护那些进入
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子，要改善村民生

活质量、解决他们的经济来源，最重要的
是启发村民的文化自觉。村落是生产生
活的基本单位，又是传统社区，因此村落
保护跟非遗保护一样都需要活态传承，最
根本的还是要靠原住民。有乡贤为了保
护在拆迁规划内的古村，出资买下了整个
村落，包括油灯、算盘甚至古树等，并与当
地政府商量如何保护这个村落；还有的乡
贤发挥自己的古建专业特长，测绘了村里
的建筑以备日后复建。因此，唤起村民的
文化自觉是最根本的。乡贤越来越多是
好事。现代乡贤指的就是村落中有经济
实力、道德影响力和文化情怀的人，村落
保护可以由他们牵头。只有当老百姓成
为村落保护的主体，保护才能真正有效并
薪火相传。

村落是说不尽的话题，也是今后几十
年中国重要的文化课题。我们的思考、研
究和理念非常重要，能否有多种思想和理
念的碰撞、交流，是本次论坛成功与否的
标志。希望我们能贡献更多的思想和理
念，共同推动传统村落保护这项国家和民
族的重要事业。

（根据作者在2016中国传统村落保
护（鸣鹤）国际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中国传统村落何去何从
□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

专家学者应为促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社会协调发展贡献力量专家学者应为促进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和社会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4 月 22 日，
冯骥才祖居博
物馆在浙江省
宁波市江北区
慈城镇开馆。

冯骥才、姜
昆、罗杨、刘诗
昆、黄永松等出
席了开馆仪式。

该 馆 占 地
1460 平方米，在
祖居后面，建有
一座 500平方米
的展厅，内有图
书、书画、实物、
音像四大类馆
藏和陈设。

吴京南 摄

守望家园 留住乡愁 图片新闻

陈建文、罗杨等在浙江慈溪考察古村落 吴京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