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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镇：在生活与生意之间 

作者：宋瑞 2008-10-31 1:13:09  

这些年，随着旅游业，特别是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从江苏周庄、浙江乌镇到安徽西递、宏村、江西婺源……，古村镇旅游

成为一大热点；与此同时，古村镇作为生活场所和文化空间的功能却面临诸多挑战。居民生活与旅游生意之间的矛盾日益明

显。 

具体来说，这种矛盾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家园”与“景区”的冲突。从其存在来看，古村镇首先是当地人的生活空间，其首要功能是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

需要，是其家园所在。然而在现实中，当这些古村镇被转化为供人游览的景点时，各种矛盾就出现了。作为“家园”来说，

吃喝拉撒，养猪喂牛，走街串巷……村落或者小镇应该呈现最自然的生活状态；而作为“景点”来说，服务设施、游览线

路、景观环境、空间布局都要力求规范、有序。显然，二者之间难以一致。在很多古村镇的经营者看来，满足游客需求，加

强景区管理，是头等大事，而如何满足居民需求，完善社区管理，似乎并不重要。比如在有些古村镇，为了景区评级，要求

老百姓不要在临街的房间晾晒衣服；为了求得美观，居民安装在自家屋顶的太阳能热水器只能拆除；为了保持环境，村民不

得不放弃原本的养殖生产或者挪至他处；为了收取门票，正常的走亲访友受到限制，甚至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家也须家人到景

区门口去“认领”。 

其次，是“载体”与“灵魂”的背离。对于游客来说，到古村镇旅游，除了欣赏古老的建筑和村落格局外，也希望能体验与

之相关的生活方式。然而在许多已经开发旅游的古村镇，旅游者所能见到的，是一个渐渐失去灵魂的、静态的、空壳化的建

筑群落：古村镇内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改造为商铺，人人皆商，不仅使得古朴民风难以寻觅，而且真实的传统生活场景也荡然

无存；对房屋建筑的各种限制，难以满足当地人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因此大部分年轻人纷纷搬出古村镇，目前留在古村镇

里的，除了老人，就是外地经营者，人口置换所带来的文化异化和文化断裂日益突出；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为了降低管理

难度，干脆将居民全部或者部分搬迁到新村居住，白天再让其回到古村镇工作，彻底将古村镇变成一个提供“真实建筑，虚

假生活”的主题公园，成为只有载体而失去文化灵魂的空壳。 

最后，是“主人”与“管家”的矛盾。在一些古村镇，旅游开发是由外来企业经营的，这些企业大多通过与当地政府签署协

议，获得若干年限的经营权。作为“管家”的旅游企业与作为“主人”的当地居民之间，由于利益分配、管理方式等常常出

现矛盾。以安徽某世界遗产地来看，从最初解雇本村导游到后来村民连续几年状告公司，从旅游收入的分配比例到古建筑维

修资金的承担，从集贸市场摊位的招标到村民及其亲属进出村庄，各类纷争接连不断，且不断升级。随着开发旅游的古村镇

数量越来越多，类似矛盾越来越普遍，而往往是旅游越发达的地方，其矛盾就越发明显。 

古村镇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也是传统文化的最好容器，是“小桥、流水、人家”。它不是单独的文物，也不仅仅是古老

的建筑。保护古村镇实际上是要保护一个文化空间，一个活的文化肌体。然而，文化的存续依赖于一定的土壤，当社会前进

的潮流席卷到这些古老村镇的时候，如何引导本地人继续沿袭其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如何说服、鼓励年轻人抵挡住

现代生活方式和设施的诱惑而留守在历史价值远远大于居住舒适性的传统建筑内？当家园被变成了景区，当生活居所成为供

人参观的场所，还有多少人愿意居住于此？又有多少管理者能够处理好居民生活与企业生意之间的平衡？这些问题，不仅值

得我们深思，而且亟需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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