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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遗产数量众多。在全国约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中，半数以

上分布在村、镇。特别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大量乡土建筑

，不仅反映了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

、民俗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

任务。充分利用新农村建设这一宝贵机遇，积极推动乡土建

筑等农村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促进各项建设事业，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

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乡土建筑保护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领域 （一）近年

来乡土建筑保护逐渐兴起 乡土建筑在广义上可以泛指具有地

方传统文化特色的建筑，在狭义上多指农村地区的传统历史

建筑。 我国对乡土建筑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40年代初，

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等学者就对四川、云

南地区的乡土建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但由于乡土建

筑年代较晚，多为明清时期建筑，又分布于较为偏僻的乡村

地区，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20世纪80年代

以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小组、华南理工大学建筑

系等单位对我国乡土建筑、传统民居开展了一系列的实地调

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乡土建

筑研究和保护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渐认识到乡土建筑

作为丰富而独特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藏的重要性。 各级政



府和有关部门在工作实践中逐步推进乡土建筑保护，一批重

要乡土建筑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

护状况和环境景观得到明显改善。1988年以来，在国务院先

后公布的第三至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乡土建筑

的数量不断增长。2003年、2005年，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先

后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共80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

各级地方政府也陆续将一大批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

值的乡土建筑和古村镇公布为相应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

史文化名村、名镇，为乡土建筑的有效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

律保障。国家陆续投资对安徽潜口民宅、浙江东阳卢宅、山

西丁村民居等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乡土建筑进行了

维修保护。各级地方政府也利用财政资金和吸引社会资金用

于维修乡土建筑。一批乡土建筑得到了全面维修保护和环境

整治，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并成为宣传和展示优秀传统

文化，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不竭动力，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1999年皖南古村落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的成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也充分证明了我国乡土建筑作为全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突

出普遍价值。 在世界遗产委员会日益注重世界遗产类别平衡

性的背景下，乡土建筑这一新兴类别成为我国申报世界文化

遗产项目的重点。我国已将“开平碉楼及村落”、“福建土

楼”分别列为2007年、2008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06年

底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列入了

多个乡土建筑项目。 （二）新农村建设中乡土建筑保护备受

瞩目 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为

我国农村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这场深刻的历史变革



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与乡土建筑保护的关系，使乡

土建筑的文化内涵、建筑特色、历史风貌得以有效保全，是

事关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和新农村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中乡土建筑的保护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强调：“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

，“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国务院关于加强文

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

遗产作为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的

这些明确要求，为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乡土建筑保护工

作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持。 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结合本地区

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乡土建筑保护的科学机制和有效途径

。如：建立健全乡土建筑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将乡土建筑

保护纳入村镇建设规划；开展乡土建筑普查工作，摸清家底

；对乡土建筑集中、传统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村落实行

动态整体保护；将乡土建筑保护与传统教育、旅游开发、生

态保护等几方面相结合；加大乡土建筑维修保护的资金投入

力度。这些探索和努力都对促进农村地区乡土建筑保护发挥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乡土建筑保护的形势依然不容乐

观，引起了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40多名

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加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受到全国政协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9月，

由张思卿副主席带队的全国政协考察团对浙江、江西两省的

新农村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乡土建筑

保护被列为调研的重点。全国政协在此次调研报告中明确指



出：“大批乡土建筑的安全正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其遭受破

坏、走向消亡的进度正逐渐加快”。“保护好农村地区珍贵

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乡土建筑这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

是新形势下赋予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 （三）加强乡土建筑保护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转型和适

应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 2005年12月《国务

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的发布，加快了我国从“

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进程，保护工作的“内

涵”和“外延”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当前，我国文化遗

产保护正处于一个转型期。 在保护的内涵方面，文化遗产保

护更加突出历史传承性和公众参与性。传承性强调，今天我

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只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只是“为子孙后

代妥善保管”而已，并没有权利对文化遗产进行随意处置；

参与性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并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和保护工作

者的专利，更是广大民众的共同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的义

务。 在保护的外延方面，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不断扩大，比

较突出地表现为六个趋势。 一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

，从重视单一要素的遗产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

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混合遗产”、“文化景观”保护

的方向发展。 二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方面，从重视“静

态遗产”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

保护的方向发展。 三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空间尺度方面，从

重视文化遗产“点”、“面”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大型文

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 四是在文化

遗产保护的时间尺度方面，从重视“古代文物”、“近代史

迹”的保护，向同时重视“20世纪遗产”、“当代遗产”的



保护方向发展。 五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质方面，从重视重

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反映普通民众生活

方式的“民间文化遗产”、“世间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

加强对“乡土建筑”、“工业遗产”、“农业遗产”、“老

字号”等遗产品类的保护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要求和反映。 

六是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态方面，从重视“物质要素”的文

化遗产保护，向同时重视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

结合而形成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时期，我国

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更加广泛，内涵不断丰富，乡土建筑等

许多新的品类逐渐发展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领域。 另一

方面，乡土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也日

趋活跃。1999年，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2

届大会通过了《乡土建筑遗产宪章》（Charter on the built

vernacular heritage），提出了乡土建筑保护的基本原则和行动

指南，成为乡土建筑保护的国际性纲领文件。国际古迹遗址

理事会专门成立了乡土建筑委员会（CIAV），其成员遍布40

多个国家，在乡土建筑的研究和保护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

影响。在全球范围内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呼声不断高涨的情况

下，研究和保护好乡土建筑这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物质表现

形式，必将成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潮流。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