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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 and Prospect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陈  晨   金连生   CHEN Chen, JIN Liansheng

伴随中国传统村落的基础普查、公布名录工作的推行，承载传统农耕文明、地方珍贵民俗特征的村落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

视。以剖析辽宁省传统村落保护现状与必要性为基础，从法制体系缺失、城镇化推进迅速、民众保护意识淡薄、活态遗产保

护法制薄弱等方面，重点分析村落保护困境，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保护策略与途径，从健全法制体系、深入挖掘文化、完

善名城体系、编制专项规划、加强公众参与等方面具体落实，进而推动实现保护传统村落遗产、延续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最终

目标。

With the practices of the gener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published lis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more concerns and attentions 

are paid to the issues of village protections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and precious folk-custom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he necess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focuses on the dilemma of village prote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incomplete legal system, the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the inadequate public awareness, and the weak living heritage protection law.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the scientific protection 

strategies and approaches are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by completing legal system, deeply discover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mproving 

well-known city system, formulating specialized plans, enhanc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etc. Thereby,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ntangible culture inheritance will be achieved.

辽宁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困境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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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活力的若干意见》下发，面

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央1号文件强调：“制

定专门规划，启动专项工程，加大力度保护有

历史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域元素的传统村落和

民居。”这是传统村落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

国家的重要文件中，标志着国家正式启动“中

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中央城镇化会议特别

指出，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应当“让居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要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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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历史文脉”。习近平总

书记更是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提高历史文化的

保护水平，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

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2013年，住建部要

求各地方对已登记传统村落补充调查，并按

“一村一档”建立档案，上报住建部，这也是国

家层面首次发布关于传统村落建档保护的要

求 [1] 。

保护传统村落之所以得到如此高度的重

视，就在于传统村落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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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农耕文明，事关传承文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

辽宁省经济发展长期秉承统一性、计划性

原则，导致产业结构与城市形态发展单一化、模

式化，而且长期推行的城镇化建设使地方村落

的特色与个性淡化。

1　合理保护辽宁省传统村落势在必行

1.1　传统村落的概念及特性

关于传统村落的概念，在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印发的

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传统村

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

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

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这是国家层面给予传

统村落内涵的解读，也是组织开展传统村落调

查、遴选、评价、界定、登录和制定保护发展措施

的重要依据。也有常用概念如“古村落或乡土

建筑”，指历史遗存下来的村庄聚落，与传统村

落含义类似。

传统村落是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的人口居

住聚落，先民秉持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

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因地制宜地选址、营造，形

成了山、水、人和谐共存的生态人文环境大格

局。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上体现出一村一貌、地域

乡土特色和人文环境的多样性。

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按照它的历史文化内

涵，分为3大构成要素：

（1）村落传统建筑评价指标。包括传统

建筑主要集中修建年代、建筑种类、风貌特征、

用地面积、占保护区建筑总用地比例、整体保

护程度。

（2）村落选址和格局评价指标。包括村落

始建年代、历史环境要素、传统格局保存程度、

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状况、典型传统文化、民族

文化、地域文化特征。

（3）村落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评价指

标。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级别、传承方式、

活动规模、代表性传承人[1]。

1.2　辽宁省传统村落保护现状

辽宁省层面对于传统村落保护问题的关注

始于2015年，在推进传统村落普查、建档的同

时，展开《辽宁省传统村落评选方法》的制订，

旨在对村落传统建筑、传统格局等要素进行定

性评价，进而将村落划为“推荐”、“暂缓”、“不

推荐”3种级别，分而治之。2016年辽宁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培育辽宁特色艺术精

品，加大辽宁历史文化保护开发力度”，再次为

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提供助推力。

辽宁省广泛开展传统村落普查与评估，

积极申报中国传统村落，目前在册中国传统

村落名单的有8个，均为2014年第三批村落

（表1）。辽宁省正大力推动地区传统村落认定

序号 村落名称 村落风貌 序号 村落名称 村落风貌

1
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

图阿拉村
5 朝阳市朝阳县西五家子乡三道沟村

2
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

腰站村
6

朝阳市朝阳县北四家子乡唐杖子
村八盘沟

3
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佛寺镇

佛寺村
7 葫芦岛市绥中县永安乡西沟村

4 朝阳市朝阳县柳城镇西大杖子村 8 葫芦岛市绥中县李家堡乡新堡子村

表1  中国传统村落中辽宁省在册名录

资料来源：中国传统村落网，http://www.chuantongcunluo.com/Gjml.asp?id=587&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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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制订，开展省级传统村落评审认定并

建立省级名录，加快推行传统村落的建档与

保护工作①。

1.3　辽宁省传统村落保护的必要性

辽宁地区由于历史上经历了北部少数民

族南下、南方汉族北上多次迁徙活动，形成了满

族、锡伯族、汉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等多民

族融合的现状，部分地区传统村落延续民族特

有的风俗习惯及传统，拥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具

有较高价值。传统村落是承载着农耕文明以及

地方风俗文化延续的活体单元，是地方文明经

过长期时间积淀遗留下的文化瑰宝。

传统村落作为活态遗产，处于不断更新发

展的状态，是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的人文

景观。传统村落承载特有的民俗风情，正是由生

活在村落中的村民所赋予和延续的，使村落保

持着富有生命力的生产、生活方式和鲜活的起

居形态，以及依托传统氛围而历经世代所形成

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并以身口相传作为传承方式。正因如

此，村落也处于活态更新的过程中，对其科学合

理的保护显得尤为必要和关键。

辽宁省地区长期以统一规划、计划发展为

主，缺少灵活性、自主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

方文化与多样性的淡化，为传统村落特色的保

留与传承造成阻碍，也直接导致了区域内传统

村落文化同化现象严重、特色村落缺失、传统村

落备选名录匮乏的结果。

目前国家公布的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辽宁仅在第三批公布名录中占8个，总量仅领

先吉林、黑龙江、宁夏3个省份；已公布的一至六

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辽宁省仅有4个在册

（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辽宁省海城市

牛庄镇、辽宁省东港市孤山镇、辽宁省绥中县前

所镇），占总数（528个）不到1%[2] （图1）。

2　辽宁省传统村落保护困境

2.1　困境成因分析

辽宁地区伴随自然村数量的减少，一些承

载传统文化的村落随之消失。近些年关于保护

传统村落价值的观念逐渐受到重视，欲推进保

护工作进展，做到切实有效保护传统村落价值、

形成可持续良性发展状态。然而保护工作面临

诸多困境，其成因主要有以下3方面。

首先，受到历史遗留因素影响，辽宁地区远

离中原腹地，往往远离政治中心，历史文化发展

并非中原主流传统文化，遗留下的历史遗存不

及关内地区，造成有价值的传统村落及传承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限。

其次，辽宁地区建国以来作为全国发展的

工业支撑，二、三产业发展不足，造成整体经济

发展滞后，保护工作的力度相应较弱。村落更是

经济发展的末端单元，其经济的落后往往形成

整体环境颓败的恶性循环。加之村落的青壮年

进城务工，一定程度上造成“空心化”问题，传

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缺乏载体，导致村落整体价

值的逐步丧失。

最后，保护观念落后，地方及民众针对传统

村落的价值认识不足，对于未确定法定身份的具

有价值的传统村落，会造成自然或人为的破坏。

2.2　困境特殊性体现

2.2.1　现有法律法规缺失，配套保护政策缺乏

国家层面目前建立了《城乡规划法》、《文

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三法一条例”，奠定

了基本法律法规的名镇名村保护框架，但缺乏

专门针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法律法规，存在概念

不明晰、保护体系不完善等问题，目前法规体系

只能起到选择性参考的作用。而在此情况下，国

务院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由于缺失上位法律法

规，导致文件时效性有余、强制性不足。

辽宁省具备地域特殊性，对于宏观性条文

难以落实，且受到地方观念束缚，村落保护指令

的落实不免滞后。目前辽宁省关于传统村落保

护的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仍呈现缺失状

态，省级层面正在起草的《辽宁省传统村落评

选方法》建议稿，不能对当下的传统村落评价、

保护起到作用，只能对远期的村落保护工作起

到推动作用。

2.2.2　辽宁平原地区有利于加速城镇化进程，

             传统村落文化同化明显

辽宁省属于东北平原地区，由东部长白山

余脉和西部山地丘陵围绕而成，村落地势上较

少受到自然阻隔，交通便利，有利于城镇化推

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江南地区，广泛分布

丘陵，形成村落本土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天

然屏障，促成村落在“重城轻乡”和“总量控

制、增减挂钩”国家层面推动的开发建设步伐

下，得以处在消极、被动遗留的状态。辽宁城镇

图1　第一、二、三批中国传统村落总数分析柱状图
资料来源：中国传统村落网http://www.chuantongcunluo.com/Gjml.asp?id=587&page=3。

①中国传统村落网. http://www.chuantongcunluo.com/Index.asp。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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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导致村落传统文化特色淡

化，现阶段急需深入挖掘村落特色、维护延续

地区传统（图2）。

2.2.3　对传统村落价值认定不重视，保护意识

             淡薄

辽宁地区普遍价值观仍把村庄与落后、环

境品质低下等同，对于村落缺乏正确的认知，概

念认识存在误区。在这种意识状态下，难以形成

重视、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大环境。在城镇化推

进进程中，受到国家层面在农村土地确权、农村

土地流转方面的鼓励与推动的影响，城镇建设

思想仍倾向于变现农村土地价值、推动农业人

口城镇化进程，而忽视了村落本土整体价值的

重视与评估、传统文化的发扬与传承，普遍存在

对于传统村落特色文化保护意识不强甚至歧视

的现象。

2.2.4　对活态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不完善，缺

             乏有针对性的保护依据

在2011年，国家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之后，辽宁省于2014年颁布《辽宁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条例》（以下称“条例”），提出推荐代表

性名录、保护代表性传承人以及保护措施，包括

口头文学、美术、书法等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

其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条例》的颁布时间距离

当下仅有3年，对于活态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稍

显滞后。

自2006年开始至今，辽宁省已经公布一至

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包

括246项。《条例》的公布对于日后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发现、评估、公布、保护起到

纲领性的指导作用，但相关法规尚未出台，“一

条例”的规范、指导作用尚显薄弱。

3　辽宁省传统村落保护策略与途径

3.1　完善传统村落登记分级制度， 健全法规

         体系

借鉴云南、贵州等省的传统村落保护经

验，出台传统村落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性文件，

填补法规管理空白，为传统村落提供法定保

护身份。传统村落的保护责任主体需要进一

步明确，目前沈阳市出台颁布《沈阳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条例》，明确市人民政府是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与监督的责任主体，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是规划与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明

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保护职责。正在

编制的《沈阳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

护管理办法》中将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

的保护职责具体落实。关于传统村落的保护，

未能落实到具体职能部门，为保护管理工作

的开展造成严重阻碍。

建立以市人民政府为统一领导，市城乡

规划部门、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落实的

职责框架，就村落保护与管理工作相关内容

划清权责，明确村落认定公布、日常维护、抢

救修缮、禁止行为等主要内容。针对重点保护

村落需编制保护规划，不破坏核心价值并发

挥经济价值，并注重保护村民正常生活生产

与文化传统，维护村落活态传承。对遗产的改

造行为均需要经过专家论证、公示等一系列

程序方可执行（图3）。

3.2　加大辽宁地区传统文化特色挖掘与保

        护力度

辽宁地区是满清文化的源头、清朝发祥地，

同时也是民国文化典型、军阀割据时期的中心

地区。中国原始的第一古国出现在东北地区，辽

宁地处古代炎黄始祖先期活动地的边缘地带，

并形成了尊儒拜孔、多民族融合的东北汉文化，

滋养着广大辽沈平原的世代子孙，具有包容性、

开放性的多元文化，通过融合儒家文化、汲取野

性精华，造就独特的醇和质朴、豪爽粗犷的东北

精神。辽宁地区广泛分布满族秧歌、海城高跷、

金州龙舞、本溪鲜族农乐舞等体现浓郁辽宁地

方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村落保留着原

始祭祀传统，有待深入挖掘 [3-4] 。

2017年5月，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辽宁

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

三十八条款明确指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

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所在地市、县级人民政

府应当组织力量，加强对当地历史沿革、风物特

产、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风民俗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省级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和历史文化街区所在地

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社会力量对当地传

统文化艺术进行挖掘和整理，扶持有关专业人

才以及民间艺人传徒、授艺”②。

市级政府应按照暂行办法的指示精神，落

实市级职能部门具体负责挖掘工作（如市城乡

规划主管部门、文物行政部门等），并需向市政

府提交年度计划，同时省、市政府层面应设立专

项资金，为挖掘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3.3　将传统村落纳入名城体系，有针对性地

         保护

图2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及密度分区图
资料来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图3　管理权责及保护主要内容分析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②《辽宁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5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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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市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体

系，在名村保护体系下新增传统村落保护层次，

针对具有地域文化特色、传统文化价值的村落

重点保护。以沈阳市名城体系为例，加入传统村

落保护层级，提出保护策略（图4）。

建立整体空间格局、建筑遗产风貌、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多层次保护体系，按照历史发展脉

络线索合理保护村落，分别对空间格局、遗产单

体等保护要素采取科学的保护策略。

提出始建年代、历史意义、技术价值等遴选

要求，建立工业遗产普查及名录登记标准，为开

展全市遗产普查奠定基础并提供有力助推，将

遗产点进行分类，按照价值高低分为重点保护

遗产与一般保护遗产。

3.4　编制传统村落专项规划， 从整体风貌至

         特色文化建立全面保护框架

编制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或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保护规划，从宏观范围明确村落空间格局价

值与建筑遗产分布情况，并针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承载非物的场所、工具等实物进行详细调

查，评估后提出保护策略。

重点保护村落整体空间格局，以及依附的

自然山水环境，保护村落的传统格局与历史风

貌，维护村落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基于科学的

价值评估，合理对村落进行保护区划分级，划

定村落核心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分别针

对不同保护分区提出关于新建建筑高度、建筑

样式、整治建筑手法、基础设施改造等内容的

图4　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完善示意图
资料来源：沈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控制要求。

提出刚性规划策略，对于村落空间格局，体

现当地特色的建筑样式、做法、结构，承载非物

的实物等要素进行强制保护，对于建筑附属构

筑物、景观要素等，可为灵活改造行为预留发挥

空间。

3.5　加强公众参与， 发挥社会组织力量投身

         传统村落保护与宣传事业

2016年，辽宁省土木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专

业委员会在沈阳成立，借助委员会成立的东风，

大力调动相关领域热心人士、高校科研团队参

与的积极性，就辽宁省传统村落保护热点问题，

疑似村落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村落违规

改造、增建，村落遭受人为破坏等问题开通监督

检举绿色通道，发动公众力量，共同为传统村落

活态遗产的保护贡献所能。

4　结语

辽宁地区是中原文明与少数民族文明广泛

交流融合的区域，形成了独特的多元包容性文

化特点。辽宁省传统村落由于发展滞后性，一定

程度上保留了地域传统文化特色，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具有较高保护价值。

目前，辽宁地区关于传统村落的保护正处

于法律责任不明晰、法规依据不健全、社会关注

度不高的初级阶段，急需开展传统村落遗产普

查、价值评估、认定办法公布等基础性工作。

本文重点剖析了辽宁地区传统村落保护的

现状及必要性，理清传统村落保护困境的成因

及重点体现方面，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缺失、城

镇化推进影响、保护意识淡薄、活态遗产保护不

足等。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于辽宁地区传统村

落保护的策略与途径，包括健全法规体系、加大

传统文化挖掘力度、完善名城保护体系、编制专

项保护规划、加强公众参与等，以此推进传统村

落活态遗产的保护，从法制体系、规划指导、意

识增强等方面提升，达到延续非物质文化传承、

发挥遗产核心价值、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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