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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空间作为承载和传播村落传统文化的实体物质环境，是当地有规

律的集中进行文化表达的地方。对于村落文化空间，更是乡村地区传承文脉、维

系乡愁的关键场所。本文探索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文化空间的设计策略，以

其实现村落的传统文化保护和地域文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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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空间概述

狭义上的文化空间是指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传统习惯，在定期内举行各种民

俗文化活动的特定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广义上的文化空间是指孕育出传

统文化的具体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文化空间也被称为文化场所（Culture

Spaces），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汇，因此它的概念须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才能成立；文化空间在一般文化遗产研究中还作为遗产传

承空间的特殊概念，例如遗产类型所处的空间范围、结构、环境等。文章中的“文

化空间”指的村落文化空间，是在乡村地区建筑内部空间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

2传统村落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农业是我国经济的第一产业，是最重要的基础产业，是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

重要保障。农村在我国历史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类文明的载体。文

化是推进农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要注重对乡

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努力实现乡村文化的自我更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不断提高农村建设的整体水平。传统乡村文化是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

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精神文化。传统乡村文化凝聚了历史记忆，塑造了人

们的道德情感和社会心理，规范了人们的善恶、行为和理想追求。中国传统村落

具有明显的特色，保留了大量的历史发展痕迹。虽然传统村落经历了岁月的变迁

和时代的洗礼，但村落的古建筑和民俗风情依然保留着其独特的文化遗产，为社

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在 2012年 9月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传统村落



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会决定正式将“古村”更名为“传统村落”。虽然改名对传

统村落的发展并没有真正的影响，但可以看出国家通过改名来保护和继承传统村

落文化的决心。传统村落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形文化

遗产是指有形的、可接触的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现存的建筑大多有一定的历

史，经过多年的洗礼，已达到文物保护单位的水平。传统村落特色建筑的规模或

群体与周边环境的保护一般比较全面，这些建筑代表着对传统技术的继承，具有

很高的价值。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定的历史。对村落有一定了解的人知道，

传统村落在选址和规划上往往有其典型的特点。有的代表地域特征，有的象征特

殊民族，有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有效证据，有的往往与地域、民族、特定历史时

期交织在一起。传统村落与周围自然环境相协调。自然包含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具有科学、文化和考古价值。

3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文化空间设计策略

3.1尊重场地的地域性

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从村庄的地域性入手，体现在遵循村民的生产方式，

尊重村民的生活习惯，参照村庄文化空间的布局、顺序和结构。并认为新农村建

设不会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对现场的功能空间和建筑布局进行采样，不仅是为

了方便村民的生产生活，也是为了保护在空间中开展的文化活动。例如，岭南地

区村寨祠堂的布局和空间与新农村民俗活动中心不同，虽然都是为村民活动服务

的，但它们的功能和文化价值却有很大差异。祠堂种类繁多，功能各异，反映了

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政府还应引导村民提高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

包括对建筑文化的理解，摒弃表面复杂的装饰效果和建筑词汇的混乱风格。深入

研究和理解乡土村落乡土建筑空间的主要特征，运用乡土文化元素等尊重村落的

纹理、结构外观，构建空间习惯和序列，设计符合非物质文化传播条件和村民生

产生活需要的文化空间形式。

3.2文化空间的内外交流：全局性规划、区域性发展

1.构建传统村落村庄共同体，将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作为一个共同体，共同体

内各要素各空间形成协同发展局面：一是要将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的生产生活功

能进一步发挥，实现自身的“造血”功能、空间保护和“诗意栖居”的有效结合，形

成“生产-保护-发展”三位一体的规划格局。二是要强化传统村落文化空间的“延续



-发掘-创新”三步一体的协同发展能力，在保护好绿地、山水、田园、民居、祠堂、

街道、宗庙等的基础上，深入发现其中的美学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转化

成为生态景观和文化体验场所。

2.构建传统“聚落”的村落群空间联合体。把相邻与相关的大大小小的村落作

为一个整体对待，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历史记忆的传承与传统生命力

的保持。相反，一刀切地将所有村落孤立地“保护”起来，难免会走向标本化和景

点化。”继承传统村落与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的关联，形成产业互助协同、文

化产业协同、旅游管理一体化，最终构建村庄空间联合体。

3.3物质和文化建设并行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于农村地区建设的重视，给村落文化空间的保

护与设计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对于当地文化内涵提炼不足、

使用主体需求考虑不全、管理不力等一些问题。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地域文化历

史教育培训，加强对场地的管理能力，组织和管理好文化空间的各类活动，保证

其顺利进行，并将其场地建设纳入村落建设总体规划之中，做到文化空间的可持

续发展；从产业角度出发，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第三产业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是更新与保护当地历史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和相关的建构筑物一种有

效的措施。将其植入文化空间的营造中，围绕文化空间的建立起以文化创意为中

心的产业，并拓展旅游、娱乐、休闲、商业等产业发展，打造文化品牌，建立品

牌形象和村落形象来延续与发展村落历史文脉，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当地的财政

收入，其产生的经济收益可用于支持文化空间场地的建设与管理，形成良性循环。

3.4提升场地的使用效率

文化空间的实体物质环境不仅为非物质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场地的支撑，同时

作为载体也起到传播的作用。作为具有吸引和聚集作用的场所，应从文化空间本

身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两方面出发。文化空间的时间性主要体现在活动场地使用的

周期性，有规律的进行文化活动。首先，通过在场地内植入不同的功能，在不同

的时间段服务更多的目标人群，保证场地在村庄内的独立性不被占用，限制在规

定活动服务类别之内；其次，尽量减少服务于单一的文化活动，应考虑某些活动

对于村民是否有需要或有意愿参与，提高场地的使用频率做到对文化空间实体物

质环境的支持。通过完善文化空间的时间、空间的属性来支撑村落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准确地把握村落的地域文化特征，对非物质文化其中包含的信息全面而又

客观地表达出来，从而达到吸引人们参观和输出文化的目的。

4结论

历史文明的见证者是村落，中华民族的集体乡愁扎根村落，数千年耕读文化

的精神载体依然是村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乡村振兴的铸魂之举，是

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在古代农耕文明社会，还是在科学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唯有保护好、传承好传统村落文化，才能更好地用村落文

化凝聚广大民众的精气神，振奋民众拼搏向前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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