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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Semantics of Terraced Villages in Samaba, 
Yunnan

郝  晶   任  洁   杨贵庆    HAO Jing, REN Jie, YANG Guiqing

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是以村民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载体，其背后蕴含着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宗族意识等丰富

的社会文化内涵。云南撒玛坝梯田村寨空间的整体性特征背后反映了其特定的社会语义：其“林、水、田、村”四要素同构的

协调性，源自哈尼族原始自然崇拜的生态意识；其生产与生活空间组合的有机性，源自特定历史阶段下哈尼人对资源承载

力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集体认知；其住宅建筑群空间的聚合性，源自村寨内血缘和亲缘脉络的体现；其村寨风貌特色的一

致性，源自同根同源的民族文化内涵；其公共场所的功能性与标识性，源自哈尼族精神生活的吸引和归属。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村寨空间的社会语义发生了诸多变迁，村庄规划需要充分认识原有的空间特征、社会语义，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The material spa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the carrier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with the villagers as the main body，behind it is the 

rich soci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rural society's production relations, lifestyle, and clan consciousness. Behind the ho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rraced village space of Samaba in Yunnan, it reflects its specific social semantics. Specifically,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four elements of "forest, water, field and village" is derived from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original natural worship of the 

Hani people. The organic of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 is derived from the collective perception of the Hani people's 

level of resource carrying capacity and productivity at a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 The aggregation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s derived from 

the blood and kinship of the villag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is derived from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Hani 

people with the same roots. The functionality and identity of public places derive from the attraction and attribution of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Hani people. In the new era, the social semantics of the village space has undergone many changes. Village planning need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semantics in order to better inherit and develop.

1   问题的提出

传统村落因其丰富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

和社会价值，成为我国人居环境的重要类型和

文明瑰宝。然而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

传统村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传统村

落处于衰落的困境，甚至面临逐渐消亡的严峻

挑战。在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城镇化水

平相较于其他发达地区还比较滞后，因而尚幸

云南撒玛坝梯田村寨空间特征及其社会语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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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不少传统村落，其中不乏风貌特色鲜明的

少数民族村寨。它们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值得

保护利用、传承发展。但是如果缺乏对其空间

内涵的把握，那么规划建设的干预将可能产生

负面影响。因此，深入认识少数民族村寨的空

间特征和社会内涵，对于当前科学合理规划村

庄、实施乡村振兴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语义”是传统村落物质空间背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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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乡村社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宗族意

识、社会秩序，以及场所精神等内容。社会语义

是空间形式的内在成因，空间形式是社会语义

的外在表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

构建了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塑造了空间关

系。因此，留存至今的传统村落与农耕时代生

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间，具有特定的

逻辑关联。本文选取受外界干扰较少、原生态

保持良好的云南红河县撒玛坝梯田村寨群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城乡规划学和社会学相互交

叉的研究方式，从空间特征与社会语义关系的

视角，探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村寨空间的社

会语义能够为村庄规划带来哪些启示。这种对

“空间特征和社会语义关系”的研究，目的是

从功能再生和社会动力上去深层思考传统村

落应如何与时俱进地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

2   文献研究概述

我国早期的乡村研究多关注乡村民居和

乡村的周边环境状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结

合地方气候条件、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对乡村

民居的建筑形态进行分析，对乡村民居建筑的

形成和发展开展了大量研究。早期对乡村的分

类多基于功能及其所处地理位置[1-3]，深层次的

文化探讨尚显不足。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

文化人类学方面探索传统村落空间表象背后的

文化含义，深入文化和社会的层面。例如，彭一

刚在其专著《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中分析

乡村形态时，不仅考虑了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且

从社会层面进行了论述，认为传统的宗法伦理

道德观念、血缘关系、宗教信仰、风水理论、交往

交易习俗等都会对乡村的形态产生影响[4]。梁琍

在分析徽州乡村时，从整体观念、生态理念、阴

阳平衡观解释了乡村形态的“自然秩序”，对景

观意象的研究则触及社会学的意义[5]。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正经历着急剧的

社会结构变化，乡村与城市的落差愈发明显，

乡村的规划与建设引起了国家和学者的广泛

关注，乡村之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意

义不断被认识，乡村振兴被提到了新的历史高

度[6-8]。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了乡村规划建设的实践项目，使得传统村落

在规划实践和规划方法方面得到了快速的发

展[9-11]。其中，杨贵庆等通过浙江黄岩美丽乡

村规划实践和乌岩古村再生实践，提出“新

乡土主义”乡村规划理论，“从城乡规划学和

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视角对我国传统村落进行

空间分析，不仅可以更为深入地认识乡村存

在的社会本质，而且，这对于我国传统村落保

护和再生的规划设计理论和方法也具有重要

的启发意义”[12-15]。部分实践项目从乡村主体

性视角介入，认为“乡村复兴”应包括内部结

构重组与对外价值输出两方面内涵，提出通过

构建城乡要素互通系统，重振乡村产业活力、

重塑乡村文化魅力、重组乡村治理结构、重构

乡城平等互补格局、重建乡村政策保障机制，

让乡村主动向价值回归、自身造血、繁荣复兴

的方向转型[16]。

综合文献分析可知，学术界对传统村落

的探索由表及里、由外部环境到内部意义、由

学术价值到现实价值，研究不断深入，且大量

研究成果集中于乡村的选址、与周围环境的关

系、形态特征、建筑单体、旅游发展等方面，从

社会学的视角来探索传统村落规划发展的研

究也不断涌现，在城乡规划层面为乡村振兴提

供了广泛的理论指导。

3   撒玛坝梯田村寨的实践

3.1   案例区位特点

撒玛坝梯田位于云南省红河县宝华乡高

山地带的梁子山地（见图1）。梯田依山势集中

成片展开，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梯田，已成功

申报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其源远流长的造田

史和壮观的场景被认为是哈尼梯田的优秀代

表。撒玛坝梯田包围下的山腰区域分布着20余

个哈尼族村寨，形成撒玛坝梯田背景下的村寨

群，基本是以哈尼族为主要居民的传统村寨，

并且属于落恐土司当年的管辖范围（见图2）。

这里的村寨因离城市较远，而且交通不便，受

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小，村寨整体格局保持很

好，村寨和梯田稻作系统之间的关系仍然密

图1　撒玛坝梯田所在地区位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撒玛坝梯田背景下的村寨群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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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且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积累和变迁，

但村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生活、生产状态。这

些条件使其成为研究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和

其背后社会语义的理想选地。

3.2   村寨空间特征及其社会语义分析

撒玛坝梯田村寨在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

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共性。总结下来主要有5

个方面的特征，其背后又反映出特定的社会

语义。

（1）“林、水、田、村”四要素同构的协调性

撒玛坝梯田区域海拔在600—1 800 m，

普遍是山高谷深的自然地形地貌，缺乏大规模

集中开敞的用地。撒玛坝梯田包围下的村寨规

模、海拔和朝向不一，但均选址在地势向阳的

山梁凹地或缓坡山地上，且至少两面环绕密

林，有清泉流过，并面向梯田自然展开（见图

3），形成“林、水、田、村”四要素同构的基本

生态格局（见图4）。

这一空间格局的特征源自哈尼先民的择

址智慧。哈尼人择定寨址的方法与中原地区传

统的堪舆理论有所不同，其主要建立在哈尼族

传统的“万物有灵”理论之上[17]。哈尼族人认

为山水、植物、动物、祭祀物件都可以带给他们

趋利避害的自然信息，哈尼族人视这种自然信

息为“神灵的启示”。因此，寨址选择基于一系

列带有宗教色彩的占卜仪式，由此产生哈尼人

的居住哲学：既有神灵崇拜的精神观念，又有

生存发展的实用主义哲学。由此可见，撒玛坝

梯田村寨从选址、空间布局上所体现的“林、

水、田、村”四要素同构的协调性，是源自哈尼

先民原始朴素的“万物有灵”观念，也是哈尼

人尊崇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意识。这

种共存不仅是生存层面的共存，更是精神层面

的共存。

（2）生产与生活空间组合的有机性

撒玛坝梯田包围下的村寨与梯田在空间

上具有一定的分离性，同时也具备空间邻近性

的特点，形成统一的整体单元。梯田既是村民

生产劳作的场所，也是村民娱乐、歌唱、交流和

联系的场所；农业劳作既是村民主要的生产

活动，也穿插着村民们祭祀和庆祝等一系列活

动。因此，撒玛坝梯田村寨的生活与生产空间

有机组合、不可分割。

这种生产与生活空间的组合关系源自哈

尼人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对资源承载力水平和

生产力水平的集体认知。哈尼族在漫长艰苦的

迁徙过程中开创并总结了自成系统的一套农

耕文化，其中对于农业生产空间资源承载力的

认知非常精细和科学。例如，哈尼人可精确计

算出每块梯田的用水量，并根据村寨的水源流

量精确计算出丰欠水年，从而得知他们能灌溉

多大面积的梯田。由此，哈尼人可以确定每个

村寨能种植的梯田规模有多大。另外，在传统

农耕生产力条件和梯田地形的限制下，村民往

返梯田基本依靠步行，考虑到步行距离和行走

时间，兼顾效率和平衡，一个村寨梯田的耕地

面积不宜超过800亩（约53.33 hm²）。由此可

见，撒玛坝梯田村寨对生产空间规模的确定是

建立在哈尼人对水资源承载力水平和生产力

水平集体认知的基础上的。生产空间的规模又

进一步影响村寨人口的上限，当村寨人口繁

衍到一定的水平，哈尼人会另立新寨、另辟新

田。长此以来，创造出气势磅礴的万亩撒玛坝

梯田，撒玛坝梯田中又点缀着星罗棋布的村寨

群，由此形成了一幅村寨与梯田有机共融的空

间画面（见图5）。

（3）住宅建筑群的空间聚合性

从撒玛坝梯田村寨所处的山地、林地环

境来看，聚落建筑普遍顺应山地地形，随等高

线的延展，建筑的朝向随之做出相对位置的调

整，使得建筑与山体走势的契合度极高。村寨

聚落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边界明显，整体呈背山

面田的群簇形态（见图6）。

图3　“林、水、田、村”的空间共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4　四要素同构的空间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自摄。

a 龙马村 b 苏红老村 c 架龙村 d 大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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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筑群空间聚合性的特征源自村寨

社会结构中血缘和亲缘的脉络构成。《哈尼阿

培聪坡坡》[18]中写道：“大寨生出小寨，小寨生

出新寨，大寨是小寨的阿哥，小寨是新寨的新

娘，哈尼寨子布满哀牢山，像数不清的星星缀

在天上。”由此可见，撒玛坝梯田村寨群起初

是由少数几个村寨、几个家族繁衍而来的，村

寨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村寨内部更是

由一系列血缘和亲缘纽带联系的小家庭构成。

这种血缘亲缘关系的纽带，以及稳定的社会形

态，其外在表现就是村寨资源的公平分配体制

以及建筑空间的聚合形态。其一，神圣的龙潭

大水井一般设置在村寨中部，住宅在大水井周

边延展布置，围绕水源展开以生产生活、文化

交流为中心的空间格局，呈现整体聚合的村寨

形态。其二，村寨户与户之间都预留一定的菜

地和空地。当家庭中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会

在老宅旁边的菜地辟出新的宅基地。这种邻近

建造新宅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家族的日常联系

更为便捷，另一方面使得住宅的空间肌理越来

越密集（见图7），空间形态越来越聚合。其三，

明确的村寨边界使得村寨可以有效抵御野兽

和外族的入侵，也使得村寨在空间上表现出强

烈的组团感和内向聚合性。由此可见，撒玛坝

梯田村寨群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村寨

内部血缘和亲缘关系的脉络延续使得村寨内

部社会结构稳定，空间布局呈现出强烈的内向

聚合感。

（4）村寨风貌特色的一致性

撒玛坝梯田村寨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定

比例的传统哈尼土掌房（见图8），且传统建筑

的色彩、体量和形式基本一致。现存的传统哈

尼土掌房大多建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其形式

在传统哈尼蘑菇房的基础上改良而成，具有百

越族群干栏式建筑的原型（见图9）。

这种风貌特色的一致性特征归因于撒玛

坝梯田内的大部分村寨都是哈尼族村寨，村寨

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村寨的宗教信仰

和民俗生活如出一辙。这种同根同源的民族文

化内涵，使得村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需求较为

相似，由此表现出传统建筑的形式、色彩、细节

和功能较为一致，村寨的整体风貌也较为协

调，村寨的公共空间属性较为明显。

（5）公共场所的功能性与标识性

在撒玛坝梯田村寨中，通常受用地条件限

制，不易组织大尺度的场地。因此，公共活动空

间的规模较小，公共场所和普通住宅建筑外部

空间肌理差异不大。村民公共聚会活动的地方

大多集中在村寨中部的龙潭水井周边（见图

图6　撒玛坝梯田村寨建筑群的空间聚合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7　撒玛坝梯田村寨建筑群的空间肌理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5　撒玛坝梯田与内部村寨群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单元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b 架龙村

d 大科寨

a 龙甲村

c 苏红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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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神寨林的边缘和寨门周边一带。这几处公

共空间是哈尼人祭祀祖先和神灵的重要场地。

信仰是哈尼人精神的根基，由此衍生出一

系列少数民族独有的祭祀和节庆活动。这些活

动是哈尼人联系和交往的精神纽带，增强了村

寨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也使得村寨公共空

图8　撒玛坝梯田村寨现存的传统民居风貌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9　撒玛坝梯田村寨传统民居模型示例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空间整体性特征 社会语义
“林、水、田、村”四要素同构的协调性 哈尼族原始自然崇拜的生态意识

生活与生产空间组合的有机性 特定历史阶段资源承载力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
集体认知

住宅建筑群的空间聚合性 血缘和亲缘的脉络体现
村寨风貌特色的一致性 同根同源的民族文化内涵

公共场所的功能性与标识性 精神生活的吸引和归属

表1  撒玛坝梯田村寨的空间特征与社会语义的关联表

资源来源：笔者自制。

间成为这一系列宗教活动的载体，其对哈尼人

具有天然的精神吸引力。公共空间的功能性背

后是村民精神生活的需求。这种精神生活使得

世代哈尼人依赖村寨、依赖民族传统。

3.3   村寨空间特征及其社会语义的关联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撒玛坝梯田村寨的

空间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在这些表象特征

之下，蕴含着相应的社会语义。空间整体性特

征能够准确表达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语义，

也就是说，物质空间和社会语义之间可以建立

相互承载和表达的关联，即社会语义是物质空

间的内在成因，物质空间是社会语义的外在表

达。由此，我们可以在村寨空间整体性特征和

社会语义之间建立相应的关联（见表1）。

4   社会语义的变化与思考

基于前述分析，村寨空间特征和社会语义

关联性的构建是基于村寨历史上所形成的宗

族意识、社会秩序、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等因素。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多元文化交流加剧的时代

背景下，这些因素均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如

果从空间特征与社会语义的关联性来认识，旧

的“物质空间”势必不能满足新的社会语义

所表达的诉求，那么撒玛坝梯田村寨群在当今

的时代背景下，其社会语义发生了哪些变化？

作者深入村寨实地，感受和认识村民日常的生

产、生活方式，并对村民进行问卷访谈来了解

村寨当下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态，以及

村民未来的发展意愿，以此揭示传统村寨“社

会语义”的变迁特点。

4.1   村寨内部生产关系的变化

随着乡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

整体转型，村民的生活不再仅仅局限于温饱问

题，对教育、医疗、通讯等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

高，村民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类型增加，传统农

业的收入再也无法满足社会化后膨胀的家庭

消费。在土地无法增收、投资缺乏资本的背景

下，为了解决货币支付等需求，农民必须依靠

自身作为劳动力资源，拓展货币获取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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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龙潭水井空间的功能性和标识性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由此，一部分农民必然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去从

事其他行业。长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能满

足村民多元化的生活需求，村民需要更高的产

出经济收益。问卷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

者表示传统农业的经济收益过低，甚至不希望

下一代从事传统农耕。部分受访者已经从传统

农业中脱离出来，从事小规模养殖或农家乐经

营等工作。由此可见，农民对土地和农业的依

赖性不再那么显著，村寨的生产方式也必将由

单一依赖农业向依赖更广阔的多元产业转变；

村寨与集体从单一封闭的组织单元向多元开

放的社会转变，村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平行

生产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更多合作、服务和雇

佣等内涵。这种生产关系的系列转变必然会引

发乡村的地权关系、村民关系日益复杂化，社

会利益和社会群体逐渐分化，价值观念及村民

需求日益多元化。

应对这一变化发展的趋势，需要提高传

统村落的生产效率，将乡村封闭的、个体的生

产关系引导为开放的、公共合作的生产关系。

结合村寨自身的资源实际，统一规划产业发展

类型和发展用地，从而建立适合的多元产业结

构，创新产业空间和生活空间的组织形式，促

进人口、企业和产业的合理集聚与扩散，弱化

家庭资源差异，以企业化的运营思路来整体盘

活乡村资源和劳动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4.2   村寨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

历史上，当一个哈尼村寨的人口增加到一

定数量，村寨的水源和耕地不足以支撑这个村

寨生存的时候，哈尼先民会带领一部分村民到

附近区域选定新的寨址，然后开山筑田，形成

新的村寨。但如今的土地政策不允许这种发展

模式，因此，乡村人地关系愈发紧张。调研结果

显示，撒玛坝梯田村寨中，外出打工人口占村

寨总人口的比例在10%左右，且流出人口以青

壮年村民为主。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

乡村失去了中坚力量，带来乡村社会凋敝、耕

地抛荒闲置、留守人群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而地方文化也因青壮年人口流出，导致代际之

间缺乏传承，最终冲击和淡化了乡村原有的节

庆和民俗生活，使乡村的内生活力日益凋零。

因此，这种劳动力流失对乡村社会结构变化的

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另外，当地村寨已经出现

年轻男女性别失衡的状况，年轻女子一般在本

村没有房产和耕地，她们不愿从事繁重的农

业，更愿意在外面的城镇结婚，过上脱离农业、

相对轻松的生活。由此下去，撒玛坝梯田一带

的村寨，年轻男女的比例将更加失衡，这会造

成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应对这一趋势，需要科学地发展乡村多元

产业经济。通过新型农业、加工业、旅游业、创

意文化产业等多种产业组合，拓展有吸引力的

就业岗位，使得大量青壮年可以在家乡就近择

业，防止劳动力进一步流失。这种“离土不离

乡”的发展方式是缓和人地关系紧张的必然

途径，也是乡村良性发展的理性选择。

4.3   村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撒玛坝

梯田村寨告别闭塞的信息环境，村民的信息获

取渠道和认知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调研结果

显示，村民平时的休闲活动是闲聊、跳舞、唱歌

和看电视，部分年轻人热衷于上网。电视和网

络大多传达一种现代的、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

值理念，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出

现代舒适的生活状态和高品质的生活质量。这

导致村民对于城市现代生活方式的追求和模

仿。这种转变体现在村民对居住环境质量的要

求上。调研结果显示，撒玛坝梯田村寨的村民

非常重视修建住宅，会把多年的积蓄用于住宅

的翻新或重建。村民普遍认为砖混房屋比原来

的土坯房屋更现代、更时尚、更宜居，对于传统

建筑形式的价值没有足够的认可，更没有自觉

保护的意识。这也反映了村民对于传统生活方

式的逐渐疏离。另外，这种转变还体现在村民

对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上。如今村民的生

活需求不仅仅是满足温饱问题，对教育、医疗、

通讯、娱乐等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这造成村

寨更加依赖外部交通和集镇服务，致使村寨的

发展因交通区位的不同而呈现较大的差异。

应对这一趋势，需要积极提升村寨的居

住环境，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并引导村民认识

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以满足村民对现代的、

卫生的、便捷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提升村寨的

整体服务能力和内部吸引力，是增进村寨吸引

力、激发村寨内生活力的重要途径。

4.4   村寨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

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哈尼文化也不可幸

免地受到影响和侵蚀。其一，哈尼的传统农耕

文化受到很大冲击。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村

民不愿意自己的子女未来从事传统务农工作。

这对哈尼农耕文化的传承影响很大。其二，随

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对哈尼传统的宗

教祭祀和民俗节庆逐渐淡薄。其三，村寨的传

统风貌受到消极影响。村民对于新建民房是否

延续传统风貌并不关心，也不理解传统建筑的

特色所在，但他们认可“保护自己村寨特色”

这一说法。村寨的龙树林、龙潭水井等公共活

动区域依然保护得很好。其四，村寨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逐渐失传。村民基本都说哈尼民族语

言，仍然喜爱歌唱舞蹈，民风民俗也比较传统，

但还在从事传统工艺的能人巧匠已经比较少

见。有些领域的工匠在几个村寨才能找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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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大部分还是中老年人。由此可见，村寨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出现失传的端倪。

应对这一趋势，需要在新的历史背景下，

根植地方文化，保护传统文化。需严格保护村

寨的精神领地、保护村寨传统空间格局和原

有宜人的空间尺度，保护“村—田”共赏的风

土景观，保护传统民居的风貌特色。只有传统

文化得到了保护，乡村的灵魂内核才能得到保

护，才能维持和延续乡村的内生活力。

5   结论

云南撒玛坝梯田村寨的物质空间是哈尼

人生产和生活的载体，其空间特征背后蕴含

了传统农耕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生活方式

和宗族意识等丰富的社会语义。总体来看，其

“林、水、田、村”四要素同构的协调性反映了

哈尼族原始自然崇拜的生态意识，其生产与生

活空间组合的有机性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哈

尼人对资源承载力水平和生产力水平的集体

认知，其住宅建筑群空间的聚合性反映了村寨

内家族血缘和亲缘脉络关系，其村寨风貌特色

的一致性反映了同根同源的民族文化内涵，其

公共场所的功能性与标识性反映了哈尼族精

神生活的吸引和归属。

当然，还应当看到，村寨空间的社会语义

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趋势反过来

对物质空间产生新的需求。这些需求是村庄规

划和更新的动力。只有深入认知村寨的社会语

义、人文价值和变化趋势，正视新时代哈尼人

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并加以积极引导，才能科学

合理地对待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遗存，才能通

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村落的

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