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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9C_E6_9D_91_E5_c57_451184.htm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

面展开，农村生存环境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新农村建设

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局面。但

在其过程中，也对乡土建筑文化内涵、建筑特色、历史风貌

的保护提出了紧迫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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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分布着大量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乡土建

筑，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土建

筑面临着被拆、迁、整、改、并的危险。无序的违章搭建随

处可见，古建筑变得残缺不全，只能在新建筑夹缝中得以生

存。居住条件是改善了，而如何解决乡土建筑保护与新农村

建设的矛盾，已成为现阶段文物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一、

保护乡土建筑要有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与技术规范的强有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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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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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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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文物局也于今年召开专门研讨会，初步制定了《新农村建设

中应予以保护的建筑推荐标准（初稿）》。不少地方政府也

出台了专项保护条例，如我省的《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条例》。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要求，地方政府的法规条例



，都为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乡土建筑保护工作提供了日益健

全的政策支持。关键是文物工作者要把这些好的政策用足用

好，落到实处。 二、要加大乡土建筑维修保护资金投入的力

度。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乡土建筑保护需要资金，这就需

要各地方政府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资金投入机制，鼓励

各级政府和集体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采取多渠道筹集民间

资金用于乡土建筑保护。争取中央财政拨款，用于抢救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化村镇和传统乡土建筑；各级财

政分别按比例提取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抢救本区域内的乡土

建筑遗产；对于其它未列为保护对象的乡土建筑，可以通过

相应的政策规定，鼓励、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对于产权属个

人所有的有价值的乡土建筑，政府应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 

三、要将乡土建筑保护纳入村镇建设规划。 乡土建筑的保护

必须首先从源头做起，从一开始就介入村镇规划的工作中。

要深刻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

新村”，不能把新农村建成新城镇。是要完全拆旧建新，还

是进行局部整治，还是整体性原生态的保留古村落，这都是

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科学、理性地进行规划，新的村

镇建设要做好规划，必须重视乡土建筑文化内涵的提炼，一

定要突出特色，包括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乡土特色等，使

其溶入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同步协调发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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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老村，就是将古村落整体性原生态地保留，要遵循

“修旧如旧”的原则。根据现有各类建筑保存状况不同，历

史价值不一的情况，采取“重点保护、合理利用、局部改造

、普遍改善”的指导原则，杜绝无限制的拆除老房子、扩展



道路，对具有较高价值且保存完整的古建筑应严格保存原状

；对部分受损或功能有所改变的古建筑应进行小规模修缮，

力求恢复原状；对确有价值但损毁严重的建筑应按原样进行

复原；坚决拆除新建的与传统风貌不协调的砖混结构建筑以

恢复原来风貌，改水泥路面为传统的青石板路面。在整体保

存原有建筑平面布局和风格的同时，对建筑的外观如形式、

色调等制定标准，使其风格大体与保留建筑相协调。为了改

善基础设施，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在对乡土建筑进行原貌恢

复的同时埋设供水、供电、电信、有线电缆及排污管道；对

商铺及民居内部则统一安装卫生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让

村民能在传统建筑中享受现代化生活。 新农村建设给乡土建

筑的保护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但也给文化事业建设提供了新

的机遇，如果能够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化不利为有利，对

于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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