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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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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中讨论了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关注古村镇的社会性热潮。在指出古村镇热潮的全球化、都

市化发展之大背景的同时，分析了古村镇在当前中国社会中得以“再发现”的意义，以及古村镇之被

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古村镇的热潮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动向，反映了都市居民对于“乡土中国”

的眷恋，意味着现当代中国社会对于“传统”的某种回归，以及对于文化“故乡”的重新认同。此外，

还对古村镇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以及在旅游开发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指出了古

村镇同时也作为现代村镇可能会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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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长达 30 年之久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代中国，各种新的社会与文化动向

非常活跃而又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动向既是已有的社会与文化变迁在当代中国社会逐渐积累起来

的结果，同时，也在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新发展与变迁的方向性。近年来

出现的关注古村落与古镇（以下简称“古村镇”）的社会性热潮，正是上述无数社会与文化新动

向中的一种。本文拟对古村镇热潮的大背景亦即都市化的发展，对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得以

被“再发现”的意义，对古村镇之被赋予的历史与文化价值等问题予以初步的述评。同时，还将

对古村镇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运动及旅游开发中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古村镇（同时也作

为现代村镇）正在发生的变迁及其机制。 

一、都市化与古村镇的“再发现” 

中国学术界对村落或乡镇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方面是以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研究最为著名

和最具影响力。学者们关注村落或乡镇，主要是因为村落或乡镇一向被视为中国社会之基层社区

的典型单元，因而对村落或乡镇进行深入探究，自然也就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或文化之最基础的部

分进行解析。“乡土中国”的基层社区单位便是聚族而居的村落[1]。因此，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和当

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村落共同体”便往往很自然地成为研究者们最重要的观察对象[2-3]。 

尽管新兴的古村镇热未必和上述学术界的关注有多么直接的关联，但毫无疑问，学术界持续

性地调查与研究确实对这股热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先是在长江

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进而在全国各地均普遍地兴起了关注古镇和古村落的社会性热潮。古村落

与古镇的价值与魅力，事实上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地被全社会“重新发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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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众多的艺术家和所谓“文化人”的“寻根”与“采风”实践、乡土建筑传统的价值逐渐

得到重新的评估、草根或民间民俗文化的陆续回潮与复活、与古村镇有关的书籍画册或出版物的

不断涌现[4-5]、各类大众媒体（包括新兴的网络媒体）持续不断地聚焦古村镇、地方乡土或古村镇

的风情纪录片的广泛流行、各级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区”和“历史文化名村（镇）”的认定和

命名、全社会怀旧思潮与乡愁情绪的蔓延、古村镇“自助游”的异军突起（最近，更有大量图文

并茂的自助游手册或指南陆续问世）、新兴的城郊型“农家乐”与“田园行”观光模式的出现，

特别是近年来全国上下正在大力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运动，都和本文所谓古

村镇的“再发现”密切相关，说明有关古村镇的热潮确乎已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醒目、不容

忽视的文化发展趋势。但由于它的深刻影响远远地超越了学术界的边际，目前，我们尚很难给它

一个简单、明晰的定义。 

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否定“传统文化”、把它看

作是“现代化”的阻碍、因此视其为革命对象的话语体系。甚至“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

可被看作是这类以“传统”为革除对象的最为激进的又一轮社会实践。这个话语体系的影响非常

深远，至今余脉不断，如把以村落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它

是“沉重的”、“封闭的”和“狭隘的”，因而也是需要“变革”的[6]。但是，那些曾经给人以“封

建”、“落后”的印象，甚或作为“负面”价值的物质载体而成为“破四旧、立四新”之革命对象

的古村镇及其民间的各种乡土文化，如今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甚一日地变成了不可多得的文

化财富，变成了抢救和保护的对象，变成了可供开发的资源、可供欣赏的景观和需要予以发扬光

大的传统，其间的转变即便说是天翻地覆也不为过。 

对于全国范围的古村镇热背后所涌动的多种社会因素和文化动向，我们还很难一下子就作出

详细的描述和精当的分析，但无疑，它确实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功、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有日、

人民生活实现温饱和初步富足、人民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7]、市民社会的闲暇生活方式逐渐确

立[8]、全体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空前高涨、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等

一系列大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围绕着古村镇热的社会动向与文化趋势，基本上可以用费孝

通教授所提示的“文化自觉”来概括①。换言之，当代中国社会对于古村镇之价值和魅力的全民

性的“再发现”，同时也可被看作是一个全民、全社会逐渐实践“文化自觉”之伟大过程的重要

侧面之一。“文化自觉”主要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拥有“自知之明”，明白和了

解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及其未来发展的趋向。“文化自觉”并不带有任何“复古”

之意，所谓“自知之明”主要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以便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

时代时自己文化的自主地位[9]。由于古村镇的“再发现”意味着中国社会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之

“根”即以村落、村镇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重新认识，因此，从“文化自

觉”的角度去理解颇为合适。 

古村镇常被人们视为一种新兴的观光旅游“目的地”，这其中伴随着观光与旅游开发等表面

性、功利性以及经济性的动机。诸如“民族风情旅游村”、“民俗文化村寨”、“民俗旅游村”[10]、

“历史文化名镇（村）”、“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种各样以古村镇为基本资源、同时也以古村镇

为目的地的旅游开发项目层出不穷，它们确实为全社会关注古村镇的热潮增添了很多动机和动

                                                        
① 转引自: 周星. 文化自觉与古村镇的“再发现” [C] // 李友梅. 江村调查与新农村建设研究. 上海: 上海大学出

版社, 2006: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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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们可以从古村镇旅游的大规模开发热潮中，窥得当代中国因为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所带来

的种种新的文化动态。古村镇所在的基层地方政府，往往也把古村镇的开发看作是提升地方知名

度、增强地方竞争力、型塑和建构甚或突出强调地方经济和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路径。根据中国

村社发展促进会提供的最新调查数据，截至 2007 年 11 月，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亿元的行政村已超

过 8 000 个，在这些“亿元村”中，除了各具特色的种养业、生态村建设、农工商企业集团、城

郊型经济等之外，“古村文化开发”也被视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1]。此处所谓古村镇的文化开发，

最为常见的路径不外乎发展古村镇的旅游及相关服务性产业。显然，如果把旅游观光看作市民闲

暇时间增加之后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消费，那么，古村镇很自然地就成为此种文化消费的对象。 

在中国，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以及都市型生活方式的急速和大面积的普及，已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虽然眼下仍有户籍制度、收入差距等城乡之间的壁垒存在，但在都市化进程中，很多传统

的乡村生活方式，至少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逐步走向了式微。乡镇企业的大规模

成长、小城镇建设的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全面开花[12]，加上眼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均已经和正在使全国各地的村落、乡镇的容貌日甚一日地发生着深刻的变

化[13]。例如，著名的华西村、向阳村、江村都可被看作是村镇传统风貌已不复存在的“现代化”

了的例子。那个曾经反映了中国社会之基本结构的乡土社会已初步趋于解体，它渐行渐远地离我

们而去。但是，在以“除旧布新”为基调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中，那些尚存的传统生活方式的痕迹

和生活节奏从外部世界看来依旧悠然舒缓的古村镇，一方面，迅速地解体、凋敝和消失，日渐变

得稀缺；另一方面，其价值也开始逐渐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古村镇曾经负载或内涵的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自然分工、自给自足、自成体系）、深植

于中国农耕文明土壤的儒教式（农商、儒商、儒农）“耕读”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理念、天人和谐

的人居空间与文化景观[14]、恬淡而平和的民居乡情和生活态度、与风水美学密切相关的田园环境

和乡村生活形态等，几乎被中国人淡忘殆尽的文化及其氛围和记忆最终是在中国社会日益走向都

市化这一大趋势的背景下，不断地被“重新”发现和确认，并不断地得到了各阶层有识之士与广

大民众的认同。有趣的是，此类“发现”常常需要来自慧眼识珠的“外人”视角的刺激，远的如

美国学者洛克对丽江的发现、德国建筑学家布鲁诺·塔伍特对日本“合掌式民居”的发现等，近

的如画家陈逸飞对周庄之“美”的发现、日本建筑学家青木正夫对陕西党家村民居“瑰宝”的发

现、湖南省文物局的“湖湘发现之旅”调查组不久前对新田县谈文溪村和龙秀村等古村落的发现

等[15-16]。眼下，此类发现或再发现似乎仍在中国各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和深化之中。 

古村镇价值的“再发现”，从根本上重塑了民众以村镇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正面形象。

古村镇的魅力、价值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夕阳西下却又无限美好的乡土文化及其传统的生活方

式，也就日渐深受人们的流连与眷恋，并日益被视为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故土”或其流脉连

绵的源泉，进而成为依托历史文化传统、建设新的国民文化的基础性的依据。特别是在丽江（大

研镇）、平遥等古城镇和宏村、西递等古村落先后经国家申报被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后，

古村镇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在世俗的意义上，古村镇目前确实是正在日渐

成为观光客的文化消费对象，成为古村镇所在地方政府的“摇钱树”，成为都市市民或准市民们

缓解社会竞争压力、排遣焦虑心绪、获得精神慰籍、发思古之幽情、转换生活节奏和充电加油的

一种文化设施或社会装置；但在另一方面，在“文化自觉”和“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古村镇既

是祖国传统文化的标本和基因库，也是乡土社会之历史记忆的载体，同时，它们还是“传统”与

“历史”有可能得以再生、再现与再体验的场所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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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农村建设与古村镇保护 

中国政府长期面临着严峻的“三农问题”，而新一轮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努力便是当

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推进小城镇的发展和城市的规划与建

设事业，与此同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及一些地方政府共同为保护为数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

以及不久前刚被认定的“历史文化名村（镇）”发布了很多法规和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

明，关注和“重新”发现古村镇的社会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有国家行政的介入与推动，其背后更

深刻的原因体现了经济建设、现代化发展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之间密切而又复杂的关联。截至目

前，业经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先后于 2003 年和 2005 年公布的两批共计 44 个历史文化名镇和 36

个历史文化名村，都是得到国家确认的；至于各级地方政府公布和列入其保护名录的历史文化名

村、名镇也还有很多[17]。应该说，它们都是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在认定历史文化名村（镇）时，设定了一些基本的条件。能够被认定为“历史文化名村

（镇）”的古村镇，通常均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历史文物古迹或传统文化，往往可以较为完整

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有的还保存有民国或以前时代建造的成

片的传统建筑群，并且整个社区的基本风貌也保存完好，被认为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

学价值。 

那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对推动全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全国或某

个区域内有重要影响的；作为水陆路交通枢纽，并曾是闻名的客流、货流、物流的集散地的；历

史上曾有过重大的建设工程，对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或改善生态环境有重大效益，且

其效益延续至今的；在中国革命史上曾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曾经作为革命政权驻在地的；在

历史上曾有过抗击外来侵略或经历过改变战局之重大战役，或曾作为战役指挥机关之驻在地的；

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选址与规划布局的经典理论，或反映了中国经典的营造法式和精湛的建造技

艺，或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某一地区的特色风情及民族特色的传统建筑技术的古镇、古村，就可

获得认定。显然，“历史”是古村镇得以成立的基本依据，它们确实也大都拥有绵长深厚的历史

沉积和背景[18]。 

但本文所谓“古村落”，除上述被国家认定的“历史文化名村（镇）”之外，还可泛指那些为

数众多、虽尚未被政府认定、却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上述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村落与乡镇。笔

者认为，所谓历史与文化的价值不应仅限于它们之对于国家或某一区域而言，更重要的还应表现

为对于居住在古村镇里的社群居民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古村镇除了它对于某一时期、某一族群或

国家、地域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风貌所具备的代表性意义之外，还有另外一层，亦即它对于该村镇

居民所具有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例如，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八卦村，它于 1992 年被列为兰溪市

的“历史文化名村”，1996 年作为全国首个古村落整体保护的特例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进而还被媒体评论成“中国十大古村”之一。应该说，村民们（自称诸葛孔明后裔）对自

己村落历史的珍视，他们从“自发”逐渐到“自觉”地保护自己古村落的实践，当然还有地方政

府的鼓励、重视和认定以及媒体的造势和渲染，这些都是促使该村落日渐著名，并最终被政府所

认定的原因。同在兰溪市的姚村，它虽然不及诸葛八卦村那么有名，也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定程序，

外界似乎也并不怎么知道它，但在笔者看来，姚村依然可以说是一个古村落，因为姚村也在不同

程度上，符合或者接近于符合上述历史和文化价值之条件中的一部分；同时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

姚村还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文字、符号和物态象征的民俗意义的世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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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历史文化名村（镇）”的界定，目前较多关注了其物化形态亦即有形的侧面，诸如建

筑群、纪念物、文物古迹等，可是对于古村镇或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所负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亦即其文化景观、民风习惯、传统节庆仪式、表演艺术、口承文化等则较少关注[20]。古村镇在“修

旧如初（新）”等硬件方面的改造，大都是为了重新构筑比较符合中国文化理想的宜居空间；但

在“软件”方面，比起那些可以直接放进博物馆里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说，民俗文化、人文景观和

地方风情之类非物质文化的抢救、发掘和保护则要困难得多。2006 年 2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其中涉及“历史文化名村（镇）”的要求是，“在城镇化过程

中，要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环境，把保护优秀的乡土建筑等文化遗产作为城镇发展战略的重要内

容”。这里所谓的“历史文化环境”，多少内涵着“非物质文化”的一些因素，它大体上可以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界定的“文化空间”（或译“文化场所”）相当，

也与学术界经常使用的“文化景观”、“历史风貌区”等概念较为相近。 

“文化景观”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在自然景观之上叠加或浸润其中的人为创造的景观，它是由

多种复杂要素构成的综合性的整体，能够反映出古村镇基本的经济生业、文化和生活的状况。例

如，浙江省宁海县的前童古村，1998 年被评为浙江的省级旅游镇，1999 年成为省政府确认的“历

史文化保护区”，2001 年再次被浙江省确定为“历史文化名镇”，其作为古村镇的价值被认为是较

为完整地延续了古代生活的空间与场景[21]。类似前童古村那样，不少古村镇的文化价值，在相当

程度上都是由于它们以微缩或样本的形态，保存了中国乡土社会生活中具有整体性的空间意象、

文化景观、生活世界、宗族文化传承等[22]。在我国南方一些地方，民间向有“三里一路亭，五里

一茶亭”的良俗，那些点 于青山、绿水和田园中、路径畔的路亭、茶亭，自然都是当地古村落

景观的重要方面。再比如，北方山西大寨一带的旱地梯田，还有西南哈尼族山区的稻作梯田等，

都是属于环绕村落周围的典型的“文化景观”。环绕古村镇的环境不仅是自然的生态环境，它同

时也早已是人为的自然，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与人文环境，要想很好地保护古村镇，自然就应

同时保护好它周边的文化景观。强调保护“历史文化环境”，也就意味着对“历史文化名村（镇）”

及古村镇的保护，不仅应重视那些建筑群和文物古迹，还应重视环绕整个古村镇的环境、生态、

氛围和景观[23]。我国大多数古村镇的建筑、环境和景观几乎都已经被历史化和人文化了，同时它

们也大都进入了“聚落”进化史的“生命晚期”。对此类“文化景观”的保护分外重要，也格外

困难。城市的某些历史街区如此，绝大部分的古村镇也如此。在小城镇建设和古村镇保护的实践

中，孤立和具体的古建筑或物质遗存相对而言较易得到保护，而古村镇整体的风貌和“文化景观”

则很容易遭致破坏。如何保护好古村镇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是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运动”

中很容易被忽视的大问题。 

2006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村庄治理要突出

“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把古村落保护也

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江西省婺源县，保护古村落和“建设新农村”在某种

意义上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截至目前，该县已有 12 个古村落被评为“中国民俗文化

村”，有 10 个古村落成为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其中理坑还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这些不仅是婺源县地方政府引以为自豪的成绩，也实实在在提高了地方的知名度和竞争力。然而，

长期以来，全国各地的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等，确实是大面积地出现了主动或被动拆除、改

变旧有风貌和向现代城镇迅速变迁的发展走向。老百姓渴望现代化的生活，不少地方的基层政府

和村镇干部擅长和习惯于“形象”、“政绩”工程，于是，把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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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仅仅简化为“村容整洁”，由此出现一味求

新、进一步大拆大建的倾向并非全无可能。对此，确实是有提高警惕的必要。 

除了那些物化的建筑和遗存，除了环绕古村镇的文化景观，古村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在他们

中间传承的生活文化及其各种各样的民俗传统等，甚至可以说是古村镇的价值和魅力中更加应该

引起重视的内容。“新农村建设运动”不仅需要保护古村镇及其“文化景观”，某种程度上，还需

关照到古村镇里民俗文化的传承，这是因为民俗文化不仅是古村镇民众的生活方式，它同时也能

够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古村镇乃至地方发展的源泉和基础。 

三、古村镇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主义 

笔者认为，当前对于古村镇的理解通常存在着两个基本不同的层面。一是前来参观和旅游的

“观光客”视野中的古村镇，另是直接生活于其中的古村镇居民们所体认和感受的古村镇。前者

对古村镇的感觉是好奇、怀旧，后者对于古村镇的感觉是亲切，但往往会熟视无睹，甚至很多时

候需要外部视野的刺激才可以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思。一般而言，前者对于古村镇有很多浪漫的误

读与想象，例如，把古村镇看作是“世外桃源”，或者是可以“诗意地栖居”的世界，他们羡慕

乡民们“全村同在画中居”或“桃花源里人家”的感觉；后者则是更加切实地知晓古村镇所面临

的种种现实的困扰和问题。显然，这里的差异不仅涉及到民居使用者与参观者在审美方面的矛盾，

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区别。 

前已述及，古村镇以种种不同的路径在当代中国社会被“再发现”出来的意义，首先应该在

不可逆转的都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之下，亦即在包括古村镇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大格

局之中去理解。古村镇之被赋予的诸多价值和魅力，也必须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格局中才能够愈益

显得突出。在笔者看来，古村镇和观光客所由来的外部世界，多少处于两个极端，或是处于既冲

突对峙又相互补完的关系。这是因为在很多场合下，古村镇正是因为其（或被想象成的那种）“世

外桃源”式的生活方式的存续，才具备了“现代性”或某些“后现代性”。古村镇里较为缓慢的

日常节律和生活文化的逻辑与原理，常常被认为（或误解为）是完全不同于外部世界那压倒一切

并导致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原理。简单地说，古村镇是都市人的非日常空间，它被认为具备了来

自都市的游客们所愿意探访的非日常性。 

但我们必须指出，古村镇也是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古村镇的“古”，主要是因为它被

认为承载着社区、地域、族群甚或国家的部分历史，或是因为它还较多地保存着村落或乡镇的历

史遗存与口碑记忆。即便是如此，古村镇不仅可以而且也应该同时就是现代村镇。虽然我们看到

有很多乡土建筑专家能够为古村镇及其建筑群罗列出为数众多的优点，可是，实际居住和生活在

古村镇里的居民却经常因为交通、采光、照明、卫生、隔音、隐私、社区服务等诸多方面的不便

而抱怨不已。古村镇的居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也非常渴望外部世界那样的都市型和现代化的

生活，这不仅涉及到物质的层面，自然还包括感性和精神的需求。不断传入的新观念和新的信息、

行为及生活方式，自然会逐渐地促使古村镇的面貌悄悄地发生改变，也会不断促使其地域或族群

的特色多少会出现淡化或被稀释的趋向。古村镇里居民的生活文化，从来都一直是处于变迁之中，

古村镇里的人们也有权利去追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 

有一种试图把居民生活连同古村镇一起同时“定格”在“过去”某一瞬间并予以“保护”的

观念，但看起来就像是缘木求鱼一样困难。显而易见，古村镇的保护，同样也会面临费孝通教授

曾经提出过的那个有关“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10]。就是说，古村镇的居民是很难连同那些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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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一起被“保护”起来的，观光客和外来者大多希望古村镇及其居民维持一种旧时传统的生活文

化状态，以便在其中寄托自己怀旧之类的情感或心绪，那么，他们又该如何尊重当地居民的发展

意愿呢？这其间的紧张或不协同的关系确实时有发生。例如，前来周庄寻找“清静”的游客过多

地涌入，使得古镇变成了热闹的大市场，以致于有人不无讽刺地说，这里只有在清晨和傍晚游客

较少时才觉得像是一个古镇。在云南省丽江的大研镇，为了获得出租铺面房的利益和躲避游客的

骚扰，当地居民不断外迁，甚至使得古镇出现了“空壳化”和居民“大逃亡”的趋势[24]。再以拥

有了各种头衔（“历史文化保护区”、“十大历史文化名镇”、“全国文明镇”、“AAAA 级旅游风景

区”）并因此获益匪浅的浙江省西塘古镇为例，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认为是较好地保

存了传统的生活场景，但由于各种保护的规则对居民的实际生活有所干预和限制，却也引起了一

些人们的不满。类似这样的悖论现象，已经和正在全国各地发生着。 

在旅游开发的很多具体场景下，古村镇的居民往往需要为外来观光客提供供其“发现”或“探

险”的“文化菜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就会为应对外部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不断地“再发现”

或重新解释自己的村镇历史传统。在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过程当中，人们一方面津津乐道地叙说

它“原汁原味”，把它说成是“原生态”的，总是不厌其烦地美化古村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节律；可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同时对古村镇进行大规模的硬件改造，以迎合居民现代生

活的追求和为游客提供多种便利。例如，在江浙各地，以保护古村镇风貌和改善居民生活品质为

目标的综合治理，诸如河川清淤、古桥维修、街巷的景观整治、门面刷新、改良上下水系统和公

厕、三电（电力、电信、有线电视）入地、路面交通改良等等，均程度不等地重塑了古村镇的风

貌，或优化了古村镇的功能和结构布局，其目的都是要让古村镇既适合于向游客开放和进行某些

民俗文化或地方风情的展示，同时也能够满足古村镇居民自身的现代化生活及其对发展的需求。

有的时候，甚至还不得不对观光区和生活区加以区隔，例如，在浙江“历史文化名镇”安昌，就

是把“街河”开辟为旅游观光区，以便和人们的生活、生产有所区隔。安昌古镇为了区别于周庄

等其他水乡古镇的开发模式，还特别建设了“师爷馆”，以进一步突出和强调地方文化的个性[25-26]。

不过，另辟新区的方法，固然可以使古村镇免遭城市新兴建筑浪潮的侵蚀，却又会割裂了居民们

的日常生活。因为当把本地的民俗风情等非物质文化也作为资源予以开发时，古村镇的居民们就

被赋予了对其随时进行现场演绎、“重现”和担负起表演角色的责任。当他们从新区回到古村镇

里向游客展示或解说其过往的“生活”时，正如任何一个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去上班一样。而当

他们同时成为自己生活的展示者和表演者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原先自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质

的变迁。 

无论是保护，还是开发，古村镇都首先是一个现代的人居社区，其次，才是游客可以进入的

景区。对此，如果本末倒置，反倒会带来破坏，从而背离它被“再发现”出来的初衷。特别是在

以经济效益为“铁则”的当代中国，直接把古村镇作为“文化资源”予以过度开发，就有可能导

致产生影响古村镇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诸种危机。向外来游客展示古村镇风貌，现在已是大多

数古村镇的文化遗产之能够直接地成为经济发展资源的路径之一。近些年来，以地方经济、文化

开发为导向的古村镇旅游热，仅在江南就有广受民间和媒体追捧的所谓“十大水乡古镇”。眼下，

在乌镇、周庄、同里、西塘、诸葛八卦村、前童、安昌、理坑、杨柳青、暖泉村、党家村等为数

众多的古村镇，它们所寻求的发展之路大都是发展旅游业，但在把古村镇作为“旅游商品”营销

的时候，必须特别谨慎以避免市场经济这面双刃剑对古村镇的伤害。 

由于古村镇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世界对它的定义、需求和期待，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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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似乎就应该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一个在外部的人们看来是非日常的生活世界；而当它

无法保持或具备那种非日常性之时，它的社区居民就得学会以表演的方式展示那样的生活方式。

正是在此类文化展示之中，必然地就会出现各种“民俗主义”的动向，进而其居民们的日常生活、

文化观念甚至社会结构，也就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革[27]。这里所谓的“民俗主义”，主要是指传

统民俗文化或其要素在现当代社会里得以存续的方式或状态。那些被认定为传统民俗的要素，可

以在脱离原先“语境”（例如既定的时间和空间）与“脉络”（例如特定的仪式和节祭等）之后，

而被人为地任意组合或“嫁接”进现当代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之中[28]。就像在餐厅里安放一座石

磨，在宾馆大堂设置一架水车，在传统节日里添加新的意涵（如把七夕解释成中国的情人节），

在时装秀上演示乡土的粗布，在城里的闹市开一家土菜馆，或是在水乡小镇开一家怀念民国时光

的咖啡屋等等，在诸如此类的组合中，所有那些传统的民俗要素均被认为传递了某些意义，并由

此酿就了某种乡土、乡愁或怀旧的氛围，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同时又都是现代或后现代生活的要素。 

民俗主义的手法或状态，在人们将民俗文化或地方风情作为表演节目或展示的对象时，总是

会有颇为活跃和突出的表现，当其分寸恰到好处，当它被受众乐于接受时，就会被赞美为古朴而

典雅或是传统田园牧歌与现代社会时尚的结合等，但当它们过犹不及，就会被指责为胡编乱造，

是人为拼凑的“伪民俗”和“假景观”。民俗主义的上述两个面向，反映在古村镇的保护与开发

当中，既可能是保护与建设性的发展，也有可能是破坏或不可挽回的损失，而最终的一切均取决

于古村镇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选择以及他们是如何与外来“他者”进行交流的。 

 

致谢：本文曾提交给 2009 年 3 月 6 – 7 日在德国 Bielefeld 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该研讨会由布莱菲

尔德大学多学科研究中心（ZiF）主办，会议主题为“传统的复兴与发明：当代中国的宗教遗址

与仪式的衰落和重构”。在此谨向王霄冰、傅玛瑞（Mareile Flitsch）、简涛等诸位友人致谢。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4. 

[2] 张思. 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 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1-29. 

[3] 毛丹: 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 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2000: 22-57. 

[4] 周銮书. 千古一村: 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7: 6-11. 

[5] 陈志华, 李玉祥. 乡土中国: 楠溪江中游古村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38. 

[6] 杨威. 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透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11, 93, 226. 

[7] 张广瑞, 魏小安, 刘德谦. 旅游绿皮书: 2000-2002 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2002: 112-115. 

[8]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报告(1994-1995): 从传统向现代快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M]. 北京: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309-312. 

[9]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C] // 马戎, 周星. 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 上.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8: 38-54. 

[10] 徐赣丽. 民俗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 桂北壮瑶三村考察[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64-74. 

[11] 曹凯 , 郭远明 . 中国 GDP 超亿元村突破 8000 个 [EB/OL]. [2007-11-04]. http://bbs1.people.com.cn/post 

Detail.do?id=83896622. 

[12] 李晓峰. 乡土建筑: 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78-81. 

[13] 常永青, 冯治. 江南水乡巨变: 向阳村工业化历程[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1: 12-13. 



 

周星：古村镇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再发现” 11

[14] 刘沛林. 古村落: 独特的人居文化空间[J]. 人文地理, 1998, 13(1): 34-37. 

[15] 李文英. 民居瑰宝党家村[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23. 

[16] 周若祁, 张光. 韩城村寨与党家村民居[M]. 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1-4. 

[17] 方明, 薛玉峰, 熊燕. 历史文化村镇继承与发展指南[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6: 28-40. 

[18] 刘石吉. 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1-72. 

[19] 周星. 姚村: 物态象征的民俗世界[C] // 陶立璠. 亚细亚民俗研究: 第 5辑.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5: 283-303. 

[20] 刘锡诚. 非物质遗产保护中的古村落[C] // 王恬. 古村落的沉思: 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59-65. 

[21] 顾希佳. 前童: 一个村落家族的民俗学考察[C] // 叶春生. 民俗学刊: 第 2辑. 澳门: 澳门出版社, 2002: 43-50. 

[22] 吕洪年. 楠溪江古村落的民俗风貌[C] // 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 中日文化

论丛: 1993.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5: 83-92. 

[23] 杨庆. 黑井古镇历史保护与开发[J]. 思想战线, 2002, (2): 49-52. 

[24] 宗晓莲. 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 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纳西族文化为例[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02: 

29-30. 

[25] 陈志勤. 中国江南地域における水の民俗誌: 紹興の「水郷民俗」を中心として―[D]. 日本: 名古屋大学, 

2006: 173-177. 

[26] 陈志勤. 江南水乡古镇和“水乡民俗”: 以绍兴市乡古镇安昌镇为例[C] // 王恬. 古村落的沉思: 中国古村落保

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论文集.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348-358. 

[27] 周星. 村寨博物馆: 民俗文化展示的突破与问题[J]. 博物馆学季刊, 2000, 14(1): 95-108. 

[28] 河野真.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C]. 周星, 译 // 周星.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403-414. 

 

Rediscovery of Ancient Bourg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ZHOU X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y Center, Aichi University, Aichi, Japan  441-8522)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ublic attention to ancient bourg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rediscovery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ancient bourgs have been analyzed. The urbanites’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rural China, which means that, to some extent, modern China has returned to pursue its 

traditions and to reassure its cultural hometowns, has been reflected in the fever of ancient bourgs and its 

rela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tendencies. In addition, some problems the ancient bourgs face in the process of 

the New Construction Campaign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have been reflected on. 

Meanwhile, some potential changes and their mechanisms of ancient bourg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ve 

been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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