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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是中国各地保护古村落所采用的通行

办法。但是，出席在江西婺源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古村落保护

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的中外专家担心，盲目地发展旅游业会掏

空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文物和古建筑学泰斗罗哲文

说，中华文化的根基在村落，西安、洛阳和北京等都是从村

落发展起来的。他说：“一个古村落大多由一个庞大的家族

组成，那里有创业始祖的记载和传说，有古老的遗训族规。

而且古村落的先民在村落选址、建筑与环境营造方面，运用

古代堪舆学的理论，择吉而居、顺应自然、合理布局，创造

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因而，一座古村落绝不仅仅是一座古

建筑群，它更是中华民族深厚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中国古村

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张安蒙说，“保护和发展古村落

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民，适度地对古村落旅游资源进行开发

和利用是合理的，而且还可以促进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但

是，在开发古村落旅游资源时要进行科学规划，要以不破坏

古村落自然景观和文化内涵为前提。” 张安蒙一直致力于中

国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工作，近年来走遍了中国各地的古村

落。她对中国各古村落大张旗鼓发展旅游业表示担心。她说

，“当古村落成为景区以后，停车场、餐饮设施、宾馆和道

路交通建设不可避免。大型停车场、宽敞的水泥路和功能完

善的宾馆为游客提供了方便，但却破坏了古村落独有的儒雅

和幽静、清丽和妩媚。” 更令人担忧的是当古村落成为“景



区”后，热情好客、淳朴善良的乡风民情受到市场经济和现

代文明的冲击。一把花生一杯茶，都成为有价商品。家家的

门头成为餐馆、宾馆和小卖部。只要掏钱，游客可以推开任

何一栋私家宅院参观拍照。市场经济的“一分利”观念深入

人心。现在有些古村落景点内，游客在老乡家门口的水井里

舀一瓢水喝，乡亲们也要前来客索要一毛钱。张安蒙说，“

就一毛钱，古村落可亲可爱的乡情民风顷刻间荡然无存。”

她说，由于商业味太重，有些古村落让她有去一次不如一次

的感觉。 法国文化部建筑遗产城总监裴杰明（Jean-Michel

Perignon）认为，对包括古村落在内的文化遗产正确的态度应

该是“与其保护，不如管理”，保护肯定会死亡，而管理则

能注入真正的生命力。他强调，对古村落的开发也不能局限

于旅游一项。 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和新兴

产业崛起，各类垃圾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威胁着古村落的环

境和水资源。上海同济规划设计院院长周俭也反对盲目发展

古村落旅游业。他说，“对古村落而言，发展旅游并不是第

一选择，更不是唯一选择。我们应该结合古村落自身的资源

特点，发展有各古村落特色的产业，比如花卉、编织、盆景

、园艺、农产品和水产品等，从而使古村落实现可持续发展

。” 第三届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研讨会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主

办，于11月10日到12日在江西婺源举行，中外32名专家出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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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