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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发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有的为

了符合所谓的现代审美，将传统村落的特色聚

落景观套上所谓的“标准化”模板，抹去了其

应有的个体特征与历史痕迹；有的因为过于侧

重商业开发，改变了传统村落原有的生产生活

格局和风貌所依存的本底；更有个别案例借发

展之名，成片拆除原有民居和历史建筑，致使

传统村落风貌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Landscape Painting Reconstruction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eatures: A Case Study of Taoyuan Village in Qimen County, 
Anhui Province

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发展中的山水画境重塑
——以安徽省祁门县桃源村为例

朱  磊    ZHU Lei

以安徽省祁门县闪里镇桃源村为例，从其风貌构成内容着手，通过解析具有代表性的古今名家名作，探寻山水画作在人

居全景、风貌节点与精神世界上的表现；以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观为指导，在山水画特有的视线组织下，突出传统村落

风貌要素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以最少干预下的微更新和地方性作为特色传承，提出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发展中

山水画境重塑的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多场景呈现与数字平台展示；最后，从风貌核心内容管控、传统技艺应用、乡土

文化呈现和多层面感知路径等方面，尝试重塑和管控富有地方人文与自然特色的传统村落风貌。

This research takes Taoyuan Village, located in Shanli Town of Qimen County in Anhui Province, as an empirical case, 
starting from the feature composition, with the help of the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ancient and modern masterpieces, to 
explore the performance of master landscape paintings in the panorama of human settlements, features nodes and spiritual 
world.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living in harmony with nature and the unique sight organization of landscape paint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o emphasize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eatures, with minimal intervention of 
micro renewal and local heritage as the characteristics, puts forward a framework of landscape painting reconstru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eatures, and expands multi-scenario presentation and digital platform display on this basis. 
Finally, this paper tries to reshape and control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feat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core control of features,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skills, present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multi-level percep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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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传统村落是乡村聚落中具有重要历史文

化价值的一种特殊类型，它“传承着中华民族

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

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

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①”。在今天快速城镇化

的背景下，由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村

落自身特色的挖掘与传承不足，以致在风貌保

①《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建村[2014]61号）中对于传统村落重要作用的表述。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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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十里桃源》
Fig.1  Taoyuan Village

资料来源：陈新民绘，《闪里古镇•十里桃源》。

图2 桃源村风貌的物质类要素空间分布图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terial elements in Taoyu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底图为卫星影像图。

传统村落的风貌是其外在物质空间的

环境形象和特定内涵特质的有机统一，是其

自然地理环境特征、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村

民生产生活方式等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总体特

征[1]26，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实践的重要组

成内容。现有的传统村落风貌研究多围绕其

构成的物质要素[1]27与非物质要素[2]等内容展

开，也有学者从图像学的角度[3]32，[4]116开展乡

村景观研究。本文以安徽省祁门县闪里镇桃

源村为实证案例，在传统村落风貌相关研究

的基础上，从风貌构成着手，在山水画作中找

寻乡村聚落景观的理想图景与表现方法，进

而探寻理想人居。从乡村聚落到传统村落，系

统地整理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发展中山水画

境重塑的框架，回应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

问题，为管控富有地方人文与自然特色的传

统村落风貌提供参考。

1 桃源村及其风貌构成

1.1 桃源村概况

桃源村位于安徽省祁门县闪里镇东南，

人口约900人，始建于南宋淳佑六年（公元

1246年），至今已有近800年历史，相传因形

似陶渊明《桃花源记》而得名（见图1）。明

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岁次甲午月所立的

《桃源外桥碑记》记载：昔因此地山水灵异，

人物醇厚，殆似于桃源，故此而得名。2012年

12月，桃源村古建筑群被列为安徽省文物保

护单位；2019年6月，桃源村进入第五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2020年3月，桃源村作为第二

批村落单馆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桃源分里外桃源，本文研究对象是指里

桃源（即现状中心村，含下村、中村、前街和后

街等4个村民组）——“十里桃源”的核心组

成部分。

1.2  桃源村风貌构成

1.2.1    物质类要素

桃源村风貌的物质类要素以建筑为主

（见图2），徽派风格明显，尤以现存的5处陈氏

祠堂为代表，伴以起伏的地形，为空间带来多

样的组合变化。这与古徽州乡村聚落善于经营

山水的空间表现是相符的（见图3）。古桃源村

有高山殿、茶亭天灯塔、廊桥古津和魁星阁等

“十八景”。桃源村以其南侧的兔耳溪（及溪边

路）为景观廊道整合村落的风貌要素，并通过

宅前巷道、田间小路、古栈道与外围的山体、水

田、林地和茶园等要素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景观

系统（见图4）。

1.2.2    非物质类要素

据宗谱记载，桃源村是南宋咸宁知县陈

仁四于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迁居至此

而建。桃源村仅陈氏祠堂就有7处——号称

“五门七祠”，这在全国都属罕见。陈氏族人在

此繁衍生息，为桃源村带来具有相应标签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徽州祠祭”进

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陈敦和亦是桃源村人。由陈

氏制定并传承至今的村规民约为桃源村留下

淳朴的民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

五门合修的《陈氏宗谱》有14项之多，涵盖

了生活中的多个方面，这为当今的乡村治理

留下先人的智慧。

桃源村还有其他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具代表性的是红茶（祁门红茶）制作技艺，

2008年进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桃源村的陈光楷就是祁门红茶创始人

之一，其故居现存。茶叶的种植、采摘和制售

也是今天桃源村村民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同时，秋收的舞龙（中秋草龙）——2019年

祁门县县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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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近800年的历史。

另外，明清之际徽商的兴盛使得桃源

村既保持了地理上的独立，又与外界有着

紧密的联系，徽商成为桃源村重要的文化

符号之一。

1.2.3    选址与格局

在徽州先民看来，居处应处处如画，他们

将画境追求贯穿于村落规划中，从而塑造了

“全村同在画中局”的村落意向[5]。桃源村主

入口在村西，整个入口序列由古廊桥、魁星阁、

兔耳溪及古丹枫树构成。根据村志记载和村民

访问整理：魁星阁（现存地上一层）门前左侧

有1棵金桂，右侧有1棵银桂，另有7棵丹枫，形

成“七枫金银保水口”的入口风水格局（见

图5）。在格局上，以村落中部的五门樟和叙五

祠为界，大致将桃源村分为东西两部分。在功

能上，南部和北部为山地，中间为平地，建筑主

要坐落于北山（来龙山）前缓坡，平地主要作

为水田耕种（见图6）。

2  山水画作中的乡村聚落

2.1  人居的全景叙事与理想构成

山水画从魏晋南北朝形成，到北宋趋于

成熟，因其描绘理想的山水田园生活而备受

今人推崇。传世的大家画作通过中国山水画

特有的散点透视，依托山水走廊组织各类风

貌要素，全景塑造与呈现了乡村聚落的理想

人居原境，并提供了实践样板。这些长卷不仅

仅是绘画作品，也是更经典、更神奇的人居环

境的再创造[6]519。

北宋时期的《千里江山图》是宋代园林

美学意境在绘画上的集中反映，折射出宋代乡

村聚落景观的营造思想和形成动因[3]36。聚焦

乡村聚落（见图7）这一形态，首先，风貌要素

上：建筑形制（屋顶形式、建筑材料、建筑色彩

等）整体统一，但其表现相对单薄，主要体现

在与其他要素的穿插上；树木呈现层次、色彩

和种类的丰富性；人的活动较多样化，有着文

人、渔民和贩夫走卒等多种人物状态。其次，空

间组织上：兼顾与周边山水、道路的联系，通过

要素的不同组合，产生错落有致的景观表现；

同时，在聚落与景观的过渡上也有着相应的层

次。最后，美学角度上：画作中的表现与所处时

代的审美基调相协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时代表达。

如果说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

先人构建的一种理想的山水画境与人文图景，

那么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则是

对富阳境内富春江两岸的乡土景观风貌的一

种写实表现（见图8）。对于乡村聚落，画作体

现了建筑在尺度上与周边环境的协调，展现了

传统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画中对村落人

家的描画，充分反映了先人营建的家园与环境

相融合[4]117。

2.2 风貌的近景呈现与细节表达

不同于山水长轴画卷中对于山水的全景

展示，当代画家吴冠中先生的一系列小写意，

则展现出富有地方人文气息和质感的风貌细

节。他从风景画和意境入手、从我国人民喜闻

乐见的情调入手，他对风景画的追求是人民的

感情、泥土的气息、民族的风韵、现代的形式韵

律[9]。《谁建大宅荫子孙》（见图9）用近景的视

角，展现出徽州民居的门楼细部，色彩、门窗、

墙面、屋顶和植物等多种风貌要素，取得要素

的对比统一，更是传达了画家的人本思想。同

时，画家的创作技巧也提示了在风貌保护与发

图3 桃源村景观现状格局图
Fig.3  Landscape pattern of Taoyu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底图为卫星影像图。

图4 桃源村道路系统分析图
Fig.4  Road system analysis diagram of Taoyu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底图为卫星影像图。

图5 兔耳溪与古廊桥、魁星阁（现存）
Fig.5  Tu'er Creek, Ancient Covered Bridge and Kuixing 
Pavilion (exist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6 桃源村鸟瞰（自西向东）
Fig.6  Perspective of Taoyuan Village (from west to east)

资料来源：袁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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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践中要建立起相应的视线系统；要留白，

留出不同人群对于风貌的想象空间。《墙上藤》

（见图10）通过对徽州民居特有马头墙与藤

蔓的对比，展现出风貌所特有的节奏、细节和

时间痕迹，体现了载有地方基因和人文情怀的

传统技艺和符号。

2.3 精神世界的视觉呈现

山水画以描绘、写意、表现和隐喻暗示

空间里的人类社会意义，形成意境和韵味。这

是美丽乡村需要构建的最高境界[10]123，而这

种最高境界正是对乡村聚落景观的一次总结

与重塑。由前述分析可知，山水画是一种符合

国人审美的景观风貌要素与整体组织方式的

视觉呈现，而山水画境则是一种有着深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与传承的理想人居表

现。山水画境呈现出一种有别于繁华都市中

的人与自然交流的状态，是反思当下生活后，

从理想世界精神感知到现实世界视觉呈现的

一种实践。

3  山水画境重塑的框架构建

3.1 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观

中国古代人居环境以自然为基础，通过

逐世积累艰辛的劳动实践，逐渐确立了构建人

与自然的适宜秩序是人居环境建设的第一要

义的基本经验[6]423。在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发

展中，山水画境正是通过视觉叙事的途径，以

一种理想兼有写实的方式表达对这一永恒主

题的美好向往。

绘画境界是主体超越自然现象所能达到

精神审美的高度[11]，而山水画境正是源自人

与自然相和谐的理想表现。北宋郭熙在《林

泉高致》中论述：“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

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凡画至

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

得[12]12。”由此可知古人对栖居自然的向往，

进而有：“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览者又当以

此意求之，谓不失本意[12]12。”从绘者到观者，

再到今天山水画境重塑的实践者，要在继承

的基础上做到与自然相和谐，更要表现出源

自国人内心深处朴素的生态观、融合的文化

观和共赏的审美观。

3.1.1    朴素的生态观

朴素的生态观包含山与水的关系，也包

含以房前屋后、池塘河流和场院等为代表的要

素，即山水林田湖草与人在乡村聚落尺度上的

多维度融合。古人十分讲究人与环境的协调共

荣，所选的居住地往往外部环境优美，山水、田

野等景观格调和谐[13]。

当代田园山水的画境与诗意主要表现

出如今乡村的生态美学与文人、画家追求宁

静清新的人居环境[14]。桃源村通过流经村落

中部的兔耳溪、北部的来龙山和南部的山

体，在格局上形成特有的、相对完整的小气

候。外围的山场与农田在功能上契合选址的

要求，兔耳溪的形态及其与村落的关系也符

合徽州先民“理水、藏风、聚气”的思想。整

个村落的山水格局构成特征清晰，体现了天

人合一的整体观，符合徽州先民对于理想居

住地的构想，属于古人理解诗意田园的一种

典型范式。

3.1.2    融合的文化观

山水画境是结合书法、诗词歌赋以及其

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型的表现，强化与周

边环境的关系，使得人们可以“画意般地栖

居”在一方水土之上，做到既有传承又有发

展，是一种融合的文化观。建筑师的乡村实践

同样旨在对浪漫画境的追求，对乡村田园的

怀旧[15]。

桃源村通过实施宀屋（茶楼）、南仕堂、

图9 《谁建大宅荫子孙》
Fig.9  Who Built Such a Big Manor for Poster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第7卷249。

图10 《墙上藤》
Fig.10  Vines on the Wall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第5卷224-225。

图7 《千里江山图》（局部）——渔村
Fig.7  A Panorama of Rivers and Mountains (section)—fishing village

图8 《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局部）——乡村聚落
Fig.8  The Dwelling in Fuchun Mountain - Master Wuyong Scroll (section)—village settlemen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121。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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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书店等一批富有代表性的微更新项目，为

今天的山水画境注入新的活力。利用荒废宅基

地重建的三联书店桃源村店（见图11）获得

ArchDaily2022年度建筑大奖，其设计构想是：

“三联书店”作为来自上海的近代文化之光，

在当下碎片化、互联网化的语境中，让身体进

入完整而连贯的场地并赋予书香手卷之感，促

成一次新的引领[16]37。

3.1.3    共赏的审美观

乡村聚落既有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又

承载着士人的田园追求，反映在审美上叠加了

不同人群、不同时代在空间上的不同表现。如

前文所列画作，既有宫廷画师的长轴画卷，也

有当代大师秉承“群众点头，专家鼓掌”[18]观

念的小写意，均传达出山水画境所特有的时代

内容，做到审美上的“雅俗共赏”[6]514；在乡

村聚落的场景中，共赏的审美观可以使得不同

人群都感受到其心中的山水画境。

桃源村兔耳溪上的“悬岸飞桥”（见图12），

用本土的建筑材料和经典的结构形式表现了乡

村聚落里的“桥”文化。“悬岸飞桥”既展现了

独立的艺术形象，成为风貌新的发展要素，又满

足了基本的使用功能，融入村民的生产生活中，

取得良好的实践效果。

3.2 山水画特有的视线组织

3.2.1    视点、视域与视线

桃源村突出的风貌蕴含着基于视点的

选择，而分布其中的山脊线则构成天然的景

框（见图13），同时也控制了视域纵深：由古廊

桥/魁星阁作为进入桃源村的起点，沿村道由兔

耳溪上溯至南仕堂是进入桃源村内部的转折

点；进入村落后，在北部的来龙山、五门樟处

构建了两处视点，以传统民居构成的生活景

观为主，并以叙五祠作为景观的联结点（也

是村落中部的汇水线）；而在南部古栈道的山

顶处，可以一览桃源村的全貌；最后以东部的

地母庙作为桃源村景观的终点。可以看出，南

仕堂和叙五祠具备近景呈现的视点位置，有

不同的空间表现；而来龙山、五门樟和古栈道

处的视点则具备了大画幅叙事的空间景深与

背景布局。

通过建立画面视点理性，在一个个局部得

以表现后，画面形成一个无限深远的境界[19]。

通过综合利用山、河流和树木等自然景观要

素，建立起丰富的视线系统，形成视点、景深以

及起承转合的景观视线序列（见图13）。沿兔

耳溪溪畔两岸山水格局的天然构成，在村西主

入口呈现的效果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

所描述的从“初促狭”到“豁然开朗”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沿着溪畔的散点透视与南北两

侧半山制高点的一点透视相结合，系统呈现出

桃源村的山水画境（见图14）。

3.2.2    静态取景与动线游览

以建筑为代表的空间要素，以适宜的尺

度、贴近自然的形制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也是

得以近距离实际感知乡村聚落山水画境的着

眼点；而以树木、花草、叠石等为代表的环境

要素则疏密有致，形成背景，共同服务于山水

画境的构成。现实场地景观由时间轴线形成

图11 三联书店桃源村店
Fig.11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Bookstore 
at Taoyuan

图12 悬岸飞桥
Fig.12  Bamboo Bridge

图13 桃源村景观视点分布与视域控制分析图
Fig.13  Analysis chart of landscape viewpoint distribution and horizon control 
in Taoyuan Village

图14 桃源村景观视线分析图
Fig.14  Landscape line of sight analysis of Taoyu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底图由袁其安提供。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7]。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底图为卫星影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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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维空间，人动态游历进入其间，感受并观

赏[10]124。桃源村的景观布局符合步移景异和

曲径通幽的空间意境。既有村口处的门户近

景视点，也有南北部山脊处的全景视点，更有

沿着溪畔小路的游览动线，结合自然的动线

组织，从体验上有助于了解乡村聚落的景观

风貌。

3.3 山水画境重塑的整体框架

3.3.1    要素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相较于一般的乡村聚落，传统村落在

风貌保护与发展上有着更高的要求，特别是

在要素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上。对传统村落而

言，其原真性和完整性可以通过分析物质和

非物质两个方面的信息来源来考量，它们是

互相依存的有机整体[20]。重塑传统村落风貌

山水画境，不是对山水画作的简单复制。这

需要在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描绘理想

的社会景观样貌。在其中，由人所建构的“第

二自然”与“自在自然”完美结合，人对自

然地理的利用和塑造是节制、审慎和可持续

的，景观设计多注重整体性[21]。基于此，提出

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发展中山水画境重塑的

总体框架（见图15）。

3.3.2    最少干预下的微更新

“最少干预”这一原则是1964年5月25

日通过的《威尼斯宪章》首先提出的。它强

调：任何添加均不允许，除非它们不至于贬低

该建筑物的有趣部分、传统环境、布局平衡及

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最少干预性保护原则

实际上是整体保护或原真保护原则在具体实

践中的运用，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文化遗产的整

体性或原真性，并使它们具有客观真实性[22]。

通过少量的、微创的方式，使得建筑的微更新

渐进融合到传统村落中。再通过对业态、功能、

空间和生态等网络体系的织补，逐步形成一个

完整的、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征和地方特

征的山水画境。

3.3.3    地方性作为特色传承

关于地方性，可以从物质环境和乡土文

化两个方面予以分别体现。物质环境地方性的

重点是从自然和空间要素来把握与周边山水

林田湖草的融合，而乡土文化地方性的重点则

是推进地方文化与遗产的传承保护。

地方性既反映景观的自然属性，又反映

景观的文化属性，后者是古村落景观遗产地

方性的核心体现[23]。地方性是每一处传统村

落风貌的独特印记。从地理区位、文化区位的

不同，到山水相隔和姓氏渊源等，每个传统村

落都存在个体差异，都需要人们在实践中进

行观察并艺术地表现出这种差异，以延续其

特有的地方性。

在桃源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针对风貌

要素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整体协调，使得村落

本体得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风貌；针对部分

建筑、景观等节点（如：宀屋、三联书店和悬岸

飞桥等）进行最小干预下的微更新，使得村落

的发展实现有机延续；同时通过建筑与景观的

细节刻画、人文活动的加强，进一步强化桃源村

的在地性。基于风貌保护与发展中的山水画境

的整体塑造，带动桃源村的文旅产业发展，使得

空间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助力乡村振兴。

3.4  多场景呈现与数字平台展示

数字技术从硬件平台和场景体验等多方

面，为人们感受传统村落风貌中的山水画境提

供了多种可能。从全局到局部，从人文到自然，

从二维展示到多维感知，变实地探访为虚拟感

知，变静态展示为动态体验。

中国传统山水画论中“可行可望、可游

可居”的美学意境，实质上就是人融其中，拥

有多重环境体验和无限想象空间，实现人与

自然的跨时空交流[24]。村民们每日的生产、生

活及娱乐活动的集合是动态的、多样的，可以

成为传统村落风貌特色内容中更具吸引力的

要素；同时还包含村民、游客、商人和研究者

等群体与村落之间产生的互动联系。这些活

动的集合将形成山水画境更多的子场景，可

借助数字技术跳出传统载体的限制，助力传

统村落风貌山水画境的多场景呈现。

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旅游，可以减少人

们对濒危文物建筑的接触与破坏，也能使游客

更加深入地了解景点的具体细节，促进传统聚

落旅游资源的宣传、保护与开发[25]。同时，这项

技术减少了人流、车流和物流等成本，助力实

践中的低碳发展。以AR等为代表的增强现实

技术，可以拓宽传统村落风貌特色内容的展示

方式，也为游客的沉浸式体验提供了平台，从

而使得他们更加深入地感受时空的广度与文

图15 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发展中山水画境重塑的总体框架图
Fig.15  Overall framework of landscape painting reconstruction i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features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7]121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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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厚度，达到深度体验的效果。

桃源村正依托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这一

优质平台，借力5G和区块链等现代互联网技

术，与周边同一文化圈层的其他徽州传统村落

进行深度联系，并将村落的山水画境通过全新

的展示与体验方式，实现更为广阔与深厚的文

化叙事，以呈现出良好的活化传承效果。

4  传统村落风貌山水画境重塑的实施

建议

4.1  整体上加强对风貌核心内容的管控

在对建筑的修复上，要加强管控，对于历

史建筑更是要强化保护工作。（1）要素上：通

过最少干预下的微更新，使得建筑的新建、改

造过程有序可控，修复传统村落的格局与肌

理，保留并延续传统村落风貌本真的状态，使

之传达出完整的、符合历史的信息。对于老建

筑，应以微更新为主，尽可能保留建筑本身。

对于老建设的新建部分，要与周边建筑的空

间尺度、建筑材料、屋顶形式和建筑色彩等要

素保持协调。（2）格局上：涉及视点分布、视

线组织和视域控制的内容，要予以严格管控。

同时，在保证风貌整体性的前提下，为某一风

貌要素的合理创新表现提供可能，不断为风

貌保护与发展注入活力。（3）体验上：控制游

客容量，抑制过度商业开发，保证本地居民保

持原有的归属感，也使得外来游客有着真实

的画境在地体验。在这一过程中，可引入责任

规划师或责任建筑师制度，在设计与实施端

对传统村落风貌的山水画境进行统筹，从而

保证传统村落风貌处在一个稳定的、可延续

的发展框架中。

4.2  细节上展现传统技艺的应用

在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发展的实践中，

应尽可能地采用与该传统村落相适应的传统

技艺，包括乡村工匠的传统技艺、特有的传统

建筑营造技法和约定俗成的样式等。而这些带

有历史人文与地方特征的传统技艺与其所处

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它保留了最

富地方特色的基因和细节，是最易被游客所感

知到的，可以使每个传统村落给人以不一样的

山水画境体验。推进传统技艺的数据化工作，

加强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传统技艺内容的展示，

将有助于丰富传统村落风貌给人带来的细节

感知与扩展内容的获取。

4.3  内核上注重乡土文化的呈现

正是乡土文化使山水画境有了“画外之

音”，使山水画境的层次更为丰富。因此，要将

山水画境中体现的乡土观加以总结和提炼，形

成文化传承上的自觉与担当[26]。关注非物质文

化遗产，发挥非遗传承人的作用，在挖掘其内

在价值的同时实现代际传承。一方面，策划和

组织优秀传统文化的演出活动，特别是在重大

节庆期间，以增强年轻一代人的乡土文化记

忆，同时使乡土文化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得到

更为广泛的传播。另一方面，随着农村老一辈

人的日渐减少，构成乡土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

部分——村民口口相传的历史，正面临湮灭的

危险，亟需建立传统村落档案，并进行数字化

处理。还要加强中小学乡土文化教育，使得乡

土文化基因得以传承与发扬。

4.4  展示上提供多层面感知路径

传统村落的价值体现于其静态的建筑与

景观呈现，以及动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延续。

要做到在深度感知传统村落风貌的基础上进

行保护与发展，就要强化对传统村落风貌展示

的管理，为不同人群感知风貌提供途径。首先，

保持本地居民的生活状态。控制游客数量，使

游客对村民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干扰降至最低

限度。这既能给游客较好的体验，又不干扰村

民的生产生活，更是避免了因过度商业化倾向

而改变本地人口的比重。其次，为更多人的参

与提供可能。对于传统村落以外的人，可以通

过乡村旅游、乡村文创等形式，以保护者、传承

人或志愿者等身份，投入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

发展中。这是今天保持传统村落活力的一个重

要方面。最后，保存传统村落的口述历史，展示

村落生活的历史变迁，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资

料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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