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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省传统村落保护的基本情况

浙江省在传统村落保有数量上排在全国

前列，根据2012年完成的全国传统村落摸底

调查及2013年初的补充调查，纳入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的2 555个传统村落中，浙江省有

176个（浙江省行政村总数为24 666个，占

其中的7.14‰），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中排名第3，仅次于云南省和贵州省。这些传

统村落大部分集中在浙东北、浙南和浙江中

西部3个区域（图1），所处的地理环境复杂，

山河湖海无所不有。历史上，浙江省的传统农

业社会逐步形成了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

会结构，也产生了农村社会特有的生活观念、

浙江省传统村落风貌控制的非建筑核心要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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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传统村落的整体环境和建筑周边环境，重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从单一的文物本体保护上升到对整个建筑群体及其

周边环境的保护，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已有的传统建筑保护的基础上，明确传统村落的环境构成并对其

进行有效保护成为一个必要和迫切的问题。以浙江省为例，通过对省内传统村落的现状调查分析，总结传统村落非建筑要

素的构成和类型，并通过要素与村落价值关系的探讨，提出与村落价值相关联的核心要素筛选方法，从而为传统村落全面

系统的价值认知和整体保护提供借鉴。

It’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to focus on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and building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chitecture and environment, and to raise the protection mode from single cultural 

relics to the whole building groups and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buildings, it’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clarify the environment constit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m effectively. This paper takes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e attempt to summarize the composition 

and type of the non-architectural elements.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s and the village value, we aim to propose 

a selection method to figure out the core elements relating to the village valu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value cognition and overall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价值态度、民俗风习、文化心理和审美态度，

几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浙江的传统村落展

现出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地域特色突出、历

史文化信息量厚重的特点。

21世纪以来，浙江省农村进入了剧烈的

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工业化（乡镇企业）的

快速发展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改变了

传统村落的面貌。人多地少的发展现实，使得

传统村落保护的矛盾凸显。传统村落受到了

“农业现代化、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和

“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开发、城乡统筹发展”

的多重冲击。一方面，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向城

镇转移，导致不少村落丧失了生机和活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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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老龄化、空巢化，许多老建筑因闲置无人居

住而加速倒塌。而另一些村落的发展则表现

出城镇化的倾向，城镇型的规划布局和建筑

形式成为广大村落的模板，村民的生活标准

和传统审美也受到外界文化的冲击，突出表

现在新建和修缮房屋的外观与传统民居不协

调，出现了城市住宅区的翻版，新的建筑、街

道、空间等与传统风貌格格不入（图2），破坏

了传统村落的整体形象。

2012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做出保护利

用历史文化村落的战略决策，出台《关于加

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浙委

办〔2012〕38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明确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

强管理”的方针，提出到2015年，历史文化村

落得到基本修复和保护，彻底改变一些历史

文化村落整体风貌毁损、周边环境恶化的状

况。随着保护工作的开展，保护历史建筑，复

兴农村社会已经成为政府、专业人士和广大

村民的共识，但是从实际的工作中发现，单纯

的老建筑保护并不能保证传统村落整体风貌

的延续，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保护

的对象。

2　重新认识传统村落价值

传统村落记录并保存了在特定的地理环

境、人居条件下人与自然长期互动的过程，其

表现多元、形态多样，展现了我们这个农业文

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精髓，也是在这

个地区生活过的人们共同的空间记忆。传统

建筑作为传统村落中显形具象的载体，是村

落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全部。村落

赖以生存的山体、植被、水系和农田等周边环

境系统，村落的空间形态，以及其中生活的人

们的生活形态、劳作方式、民俗信仰、道德、价

值取向、观念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都是村落

的构成要素，都参与了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

也是村落价值的全面呈现。

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对保护对象的

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建筑到整体环境、再

从整体环境到构成要素逐步扩展的过程。国

内对传统村落的研究过去往往集中在传统民

居上，其重点是对单体建筑以及建筑形制的

研究、继承与创新，忽视了与居民生活密切相

关的整体环境[1]。近年来，学界已经逐步认识

到“对保护对象的认识不到位，重单体轻群

体关系，重建筑轻环境因素”已经成为传统

村落保护和研究工作的重大缺环。如何界定

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除传统建筑之外的那些

对象，是近年来探讨的热点之一。在近年相关

学者的研究和法律法规中，我们基本可以看

到，对于传统村落保护的要素初步分类中，对

于非物质文化和传统建筑大家认识比较一致，

而其他要素则说法不一（表1）。

在村落保护的实际工作中，针对对象无非

是两类：作为整体形象的存在和作为个体的局

部。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村落整体格

局和空间形态的控制性要素，与村落的选址和

发展紧密关联，其形成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

涉及到山形水势、地形地貌、村落形状、主要道

路和水系格局肌理、重要公共空间、重要建筑

界面等。而后者则与村落的整体格局和空间形

态关联较少，主要反映村落历史风貌和构成村

落特征。因此，将传统村落的要素分为选址与

格局要素、传统建筑要素、环境要素和非物质

要素4个大类，更容易分别阐述相关定义。而本

文探讨的重点，集中在选址与格局要素和环境

要素，在日常保护工作中常被称为传统村落的

非建筑要素。

图1   浙江省传统村落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建德市上吴方村（与传统风貌格格不入的建筑、街道和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学术研究和法律法规 传统村落构成要素
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

护法》 布局、环境和历史风貌

2014年清华大学《世界文化遗产中的村
落遗产调研报告》

村落与周边景观联系的构成要素、村落本体的构成要
素、非物质的构成要素

2012年7月住建部《关于做好2013年中国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通知》及附件

《中国传统村落档案制作要求》

村域环境、选址与格局、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
非物质文化

2012年11月住建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

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及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
境、历史文化街区和其他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巷、传
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优秀传
统文化

2014年4月住建部《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
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

村落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表1  近年学术研究和法律法规对传统村落构成要素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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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非建筑要素具有3个基本的特点：（1）

构成非常之多，种类庞杂。既有村落外围的山、

水、农田、林地及其他作业场所等，又有村落内

部的街巷网络、公共中心、沟渠池塘、桥梁码

头、河埠堰坝、树木古井、街门巷门、寨墙壕沟、

牌坊碑刻等。（2）并不是每个村落都包含所有

的这些要素。（3）不同的村落类型、不同类型

的非建筑要素对于村落风貌和形象的影响是

不同的。

3　相关要素的进一步分类

3.1　选址与格局要素

选址与格局在聚落环境空间结构的构建过

程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其主要的作用点

有背景、领域、轴线和中心几个方面。其中背景

表现为外围的山形水势；领域表现为以“面”

的形态构建具有明显边界的封闭性空间，即

聚落形态；轴线表现为以“线”的形态组织

空间结构脉络和空间走向，即街巷水系；中心

则表现为以“点”的形态构建空间核心，即

公共空间[2]。因此，选址与格局要素可以进一

步分为山形水势、聚落形态、街巷水系和公共

空间4类（图3）。

山形水势指在村落建立之前即已存在的

自然的、宏观的山和水（也包含相关地貌遗

迹），强调的是其原始、自然的属性。其中自然

山体可构成村落内向隐蔽的大环境，并有助于

形成良好的小气候，对居住安全和居住品质都

有积极的意义，自然水体则为生产生活提供水

源，二者均为村落选址的重要因素，古代与山

水格局相关的堪舆风水之说也极为活跃。

聚落形态包括村落的方位、形状、边界、

轴线、中心、朝向等特征，上述内容往往因自

然、地理、人文、历史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

成，一些村落的聚落形态在选址的同时即被

确定下来，并决定了村落未来发展的潜在可

能性。例如因耕地紧张而选择依山势建造、沿

坡地、山脚或山凹地带发展，为靠近水源而选

择沿河岸或河谷阶地发展，为满足商品交易

和流通的需要而选择依重要交通线路（道路

或河流）发展等[3]。

街巷水系包括街巷和水系两部分，是村

落规划和建设的起点。其中街巷指在村落建

立和发展过程中经过规划和建设的道路街巷

体系，按照功能、尺度和铺装有主街、次街和

巷子之分。主街的方向大多与村子的总朝向

相垂直，可贯穿全村，次街与主街垂直，次街

之间以更小一级的巷子连接，巷子的间距则

是住宅通常的总进深。主街具有公共性，承载

着较多的人流物流，重要建筑和公共空间也

集中在主街上，一些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上的

村落其主街也可兼有驿道或商道的性质，次

街和巷子具有半私密性，主要服务于居住区，

并起着分散人流的交通联系作用[4]。

水系指在村落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经过规

划和建设的人工水体以及经过人工改造的自

然水体，区别于山形水势中的水，按照形态有

点（井泉）、线（人工河道、沟渠）、面（池塘）

之分。人工水系进一步提高了日常生活用水

的便利性，方便居民饮食、洗涤、农产品加工、

家庭手工业和火灾救援用水，同时也具有防

洪排涝、改善小气候和美化环境的功能，是村

落重要的环境因素。

公共空间也称场院，指供村民交往、集聚

的公共场所，可用于休息、乘凉、洗涤、晾晒、

儿童嬉戏等，也可扩大到街巷环境中进行公

共活动的积极空间（如位于街巷交会处、转

角处的放大空间）。按照功能可将场院分为礼

制性和休闲性两类，二者又常常有所交叉，礼

制性的场院多与祠堂、寺庙相邻，可供聚集、

议事、祭祀及演出活动使用，浙江地区的礼制

性场院常表现为以宗祠为中心的布局形式，形

成一个开敞的公共景观与公共生活的区域中

心；休闲性的场院按照规模又分为两类，小型

场院由街巷局部的放大空间或建筑间的夹缝

空间形成，形状不规则，一般设有石墩和石板，

主要供休憩，大型场院则经过一定的规划设

计，宽阔整齐，设有池塘、亭榭并栽植树木等，

可供休憩、娱乐和商业服务。此外也有一些场

院因原有建筑物损毁后场地空置而形成，可能

存有台基、柱础等建筑遗迹。

3.2　环境要素

环境要素在村落生产生活环境中的地位

和作用主要有生产、设施和景观3类，因此可以

归纳为生产性环境要素、设施性环境要素和其

他环境要素3类（图4）。

生产性环境要素主要表现为某种生产资

料，与村落的物质产出和经济来源直接相关，

其中融入了村民的生产劳动和劳动成果，包含

人对自然的生产改造（如农业生产）和对自

然资源的再加工（如工业生产），容纳生产过

程的场所和生产过程发生后的遗存都属于该

要素的范畴[5]。

根据产出物资的不同，可将生产性环境

图3   传统村落选址与格局要素举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a）   山形水势 b）   街巷水系 c）   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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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分为农业相关要素和手工业、商业相关

要素两类。农业是传统村落的基础产业，也是

浙江省大部分传统村落的主导产业，包含农、

林、牧、副、渔等范畴，手工业则是对农业初级

产品的再加工，在村落中主要表现为以家庭

为单位的小作坊生产（如制瓷、造纸和酿酒

作坊等），少量具有资源优势的传统村落以手

工业为主导产业，如苍南县福德湾村（矾矿

开采和治炼）、碗窑村（制瓷），龙泉市大窑村

（制瓷）、金村（制瓷），定海区里钓山村（石

材开采）等。

设施性环境要素主要表现为某种工程设

施，能够为村落的生存发展和村民的经济社

会活动提供便利或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根

据具体作用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防御（防火、

防匪、防盗等）、水利和交通设施等。

其它环境要素指除生产性和设施性要素

之外的其它要素，主要具有景观作用，包含构

筑物、散置建筑构件、散置生活物件和绿植等

（表2）。

4　不同要素在不同类型村落中具有不

     同的重要性

虽然非建筑要素只有两大类，7个小类，

但每种类型下具体形式如此众多，且并不是

同时出现在各个村落中。而在不同的村落类

型中，不同类型的非建筑要素对于村落风貌

和形象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处于浙中南山

地形中的建德新叶村和浙北平原水乡的南浔

荻港村，其外围自然环境、交通环境的不同形

成了完全不同的聚落形态和文化生活形态，

其包涵的要素也有很大差别。即使同是位于

山区地形中的新叶村与芝堰村也有较大不

同，新叶村远离交通干道，村落分布以宗族团

块聚居形成，以农业生产为主；芝堰村因地处

寿昌到兰溪的要道谷口，村落布局以驿道为

轴发展，村民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村中商旅

繁茂。滨海海岛地区靠海为生的村落和内陆

地区所涵盖的要素也均有较大差异。

由于不同要素在不同类型村落中具有不

同的重要性，今后的工作中该如何找到影响

村落风貌的非建筑要素保护重点呢？本文认

为，应根据影响村落形成的主导因素对村落

进行类型的划分，把村落按照一个或几个主

导因素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并找到影响主导

村落形成的因素。然后，寻找不同的主导因素

所对应的非建筑要素，从而归纳出与传统村

落核心价值相关的、需要重点保护的非建筑

要素，即传统村落的核心要素。

5　村落类型

那么如何对浙江省的传统村落进行分类

呢？返回到村落初建的状态，找到影响主导村

落形成的因素，根据影响村落形成的主导因素

对村落进行类型的划分，或许是比较可行的方

法。而返回到村落初建的状态，找到影响主导村

落形成的因素，就必须回答几个问题：

（1）“什么人来建设的村落？”

关注人口的构成，人口结构对浙江地区聚

a）   生产性环境要素 b）   设施性环境要素  c）   其他环境要素

图4   传统村落环境要素举例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分类 内容

选
址
与
格
局
要
素

山形
水势

山形 自然山体，地势起伏特征
水势 自然水体

聚落形态 村落方位、朝向、形状、边界、轴线、中心、建筑密度、高度、
天际线等

街巷
水系

街巷 道路、街巷系统
水系 人工河道、井泉、沟渠、池塘等水系系统

公共
空间 场院 水口、村口、街口空间、桥头空间、井台空间、建筑前场、

开敞庭院、洗涤场、屠宰场、建筑遗址等

环
境
要
素

生产
性环

境要素

农业 农田、谷场、菜地、果园、林地、草场、鱼塘、晒场、渔场、
盐场等，含水车、水碓、水碾、水磨、石碾、石磨等农业设施

手工业、商业 市场、石宕、矿场、窑场及相关遗址等，含轨道、煅烧炉、烟囱等工
业设施

设施
性环

境要素

防御 寨墙、壕沟、街门、巷门等
水利 堤坝、涵洞、水闸等
交通 桥梁、矴步、码头、渡口、港口、河埠、栈道、纤道、避塘等

其他环
境要素

构筑物、构件
和物件

碑刻、旗杆、石狮子、上马石、拴马桩、柴草垛、棚架、墓葬等
构筑物；

牌坊石、门枕石、旗杆石、柱础、条石、石板等散置建筑构件；
石缸、石臼、石槽、碾盘石和磨盘石等生活物件

绿植 树木、盆栽、花圃等
注：1.要素间具有功能和空间上的从属关系时，保护工作应当统筹兼顾考虑。

      2.围墙、围栏、栏杆等围护设施作为附属物归入上述具体的要素之内。

表2  浙江省传统村落非建筑要素构成和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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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发展形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人口迁移是

浙江传统聚落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浙江的大

部分聚落于历史上3次大移民时期形成。第一次

是在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浙江带来 

按照人口结构，浙江省的传统村落中有

很大一部分是以单一姓氏为主的血缘村落，

此外则是在经济较发达或是物产较丰富的地

区以业缘聚集起来的混居村落。

（2）“村落建在什么地方？”

关注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作为村落最直

接的物质基础，对其选址和布局形态往往有

着先天决定性的影响，也是村落体现其地方

性特征的根源所在。早期居民在选择聚居地

时，出于生存、发展和繁衍的实际考虑，多半

以水源充足、地力肥沃及避风御寒等条件为

基本标准，其选址通常讲求背山面水、山环水

抱的大环境。浙江省传统村落的分布点主要

有以下几类：①河阶谷地，丰富的水系两侧发

育着较为平坦的河阶谷地，土地资源较为丰

富，水源充足、有利于防止自然灾害，主要有

河网密布的杭嘉湖宁绍平原一带。②山间盆

地，盆地有一定海拔高度，不受海侵的影响，

地势较平坦且有天然屏障、防洪避风，利于人

类生产生活，浙江省内分布大小盆地30多处，

最密集的位于浙江中部，主要有金衢盆地、永

康盆地、仙居盆地、嵊新盆地、天台盆地、诸

暨盆地等。③山区丘陵地带，山区林地资源丰

富，背山面水是理想居住地形态，浙南温台一

带传统村落多是如此。④沿海村落，海洋提供

丰富的海运和渔牧盐业资源，这类村落主要

分布在宁台温沿海地区。

按照自然地形，可将浙江省传统村落分

为平原村落、山地村落和滨海村落，总体上与

浙江省北部平原、中南部山区和东部沿海丘

陵的地形相对应。

（3）“这些人从何而来？”“这些人以何为

生？”

关注交通方式和生产方式，明清以来浙

江地区的生产逐渐突破农业的局限，形成以市

镇为枢纽的庞大的市场网络，产业变成聚落发

展的命脉，发展了以桑蚕棉麻等经济作物为主

导的商品化种植业，并有制盐业、榨油业、造

纸业、矿产开采业、淡水养殖业、沿海渔业、运

输业等传统产业，促进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繁

荣。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市镇周围出现农商

混合型的村落。产业的发展诉求于交通资源，

古代交通主要依靠水运，人来货往无不借助于

船只，浙江依赖于8大水系，干支流遍布全省，

商业手工业发展的非常迅速，经济的发展促进

了浙江传统村落基本格局的形成。

按照交通方式，可将浙江省传统村落分

为依靠水路运输的水路村落和依靠南部山区

间盘根错综的陆路网络发展的陆路村落。按

照生产方式，又可分为以农业为主的农业村

落和农业、手工商业都有的农商混合村落。

将上述按照单一主导因素划分的村落类

型进行组合，并与浙江省传统村落的实际情

况相互印证，可以得出：“山地农耕血缘型”、

“山地陆路交通农商混居型”、“平原水乡农商混

居型”以及“滨海资源混居型”是浙江省现存

传统村落中比较典型和常见的4种类型（图5）。

6　核心要素与村落类型相关性

6.1　山地农耕血缘型

这类村落的农业社会特征也最明显，村

落生产基础以传统农业为主，山、水和田是影

响村落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元素。“背山面水、负

阴抱阳”的风水理念在村落规划中的运用，反

映了农耕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风水理念

通过精心的选择、规划与设计，外部空间成为

村落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与村民的物质生产生

活需求以及精神上的风俗习惯、价值审美密切

相关，在提供良好的空气、阳光、朝向和绿化的

同时，也具有了一定的心理和象征意义。另一

个显著特征是这类村落多是单一姓氏的血缘

村落，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建立在家族基础之

上，呈现出等级差序格局。宗族管理是维护社

会秩序的主要方式，族规乡约是道德约束的依

据。聚落空间结构通常是以宗祠为核心的团状

格局，房屋围绕在族内祠堂周边，扩张时先选

定分祠的位置，房派再环以分祠，形成“总祠—

分祠—各房派”的团状放射式布局。街巷即是

各房派之间的边界。宗祠是村内最重要的公共

空间，其朝向和位置往往都是精心挑选过，周

围通常会有广场、水池以营造村民聚会场所。

这类村落的核心要素主要有山形水势、与山地

环境和血缘关系相结合的聚落形态、礼制性

（宗族性）公共空间及相关环境要素、农业生产

性环境要素、防御和水利设施性环境要素等。

6.2　山地交通农商混合型

这类村落布局多是以驿道为轴，两侧发

展商业街，其余建筑再从主轴延伸出去。这种

村落不仅起到交易场所作用，还有驿站功能。

村落沿着商业街呈鱼骨状发展，大巷通往商业

街，小巷通向大巷，巷内为坊，坊多以祠堂为中

图5   浙江省4种典型价值类型的代表村落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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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浙江省典型价值类型村落及其核心要素构成表

分类 典型村落 与价值关联的核心要素

山地农耕血缘型 建德市新叶村 山形水势、与山地环境和血缘关系相结合的聚落形态、礼制性（宗族性）公共空间及相关
环境要素、农业生产性环境要素、防御和水利设施性环境要素

山地陆路交通农商混居型 兰溪市诸葛村 山形、与山地环境和陆路交通相结合的聚落形态、街巷、手工业和商业生产性环境要素、
交通设施性环境要素

平原水乡农商混居型 南浔区荻港村 水势、与平原水乡环境相结合的聚落形态、街巷水系、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生产性环境
要素、水利和交通设施性环境要素

滨海资源混居型 温岭市里箬村 山形水势、与滨海环境相结合的聚落形态、农渔业生产性环境要素

心，各屋延伸出去。也有发展成点面结合、纵横

结合的商业街，以十字街出现，金衢盆地上的

村落多属此类。这类村落的核心要素主要有山

形、与山地环境和陆路交通相结合的聚落形

态、街巷、手工业和商业生产性环境要素（商

贸集市场所等）、交通设施性环境要素等。

6.3　平原水乡混居型

水乡村落呈现出依河道布局的线性特

色，一般居于河流一侧或跨越河流发展，河道

成了重要的交通通道和组织布局的骨架。村

落中水陆两套交通系统共用，街坊、河道与街

巷的关系非常灵活多变，常见的有两街夹一

河并行、一街一河并行和街坊夹河两岸、之外

再设道路等几种类型[7]。为了运输和日常用

水的方便，无论是商店、作坊还是住宅，都力

争临河。房屋相互毗邻，朝向依河道的走向而

定。这类村落既有一般村落所具有的街和巷，

又有临水的街道和水巷，还有各种形式的桥

梁、码头、河埠，村落的景观内容十分丰富。这

类村落的核心要素主要有自然水势、与平原

水乡环境相结合的聚落形态、街巷水系、生产

性环境要素、水利和交通设施性环境要素等。

6.4　滨海资源混居型

浙江沿海地区除了宁绍平原、南部的温瑞

平原有较为平坦开阔的土地外，大多都是丘陵，

少有适合耕种的平地。为将农田让位于平地和

山凹，渔村多建在面海又避风的山坡上，聚落形

态多是沿海岸线、等高线分布，内部布局紧凑，

呈现集合式、附岩式形态，很像海礁上的牡蛎，

一群群攀附在礁石上。建筑材料多为石材，地面

环境也呈现多石的特点。滨海村落靠海吃海，多

以渔业、盐业或是沿海运输业为生，随着海上贸

易的兴衰而发展。海洋文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妈

祖庙、龙王庙比较多见，“渔民开洋、妈祖祭典”

等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活动。这类

村落的核心要素主要有山形水势、与滨海环境

相结合的聚落形态和农渔业生产性环境要素等

（表3）。

7　结语

现代农村发展与传统村落的风貌保护产

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究竟什么该保护，如

何发展一直困扰着学者、规划人员和基层的管

理人员，本研究聚焦古建筑以外的因素，探讨

它们与村落内在价值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对

于解开发展与保护的迷局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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