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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in village planning. By analyzing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cases, study the importance and strategies of village planning in protec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The paper focuses on protecting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nd style, exploring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nd 
techniques, promoting local festival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integrating cultural resources to promote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case analysis, look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in future village planning. 
These discussions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future village planning,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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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中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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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深入探讨村庄规划中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研究与实践。通过分析相关文献和实践案例，研究村庄规划在保护传统文
化、促进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性和策略。论文重点关注保护传统建筑与风貌、挖掘传统手工艺与技艺、促进当地节庆与文
化活动、整合文化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等方面。通过案例分析，展望未来村庄规划中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发展方向。这些探
讨将为未来村庄规划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以实现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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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村庄规划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是一项涉及历史、文化、

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课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和现代化的发展，许多传统村落面临着文化传统的消失和城

乡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因此，如何在村庄规划中有效保护和

传承文化遗产，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2 村庄规划的重要性

村庄规划不仅是对乡村土地利用产业布局的规划，更

应该考虑到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村落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底蕴，是乡村振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合

理规划村庄布局能有效保护当地的文化遗产，推动乡村经济

的发展。例如，通过整合当地文化资源开展文化旅游体验等

项目，能够增强村庄的文化魅力提升生活水平。因此，在村

庄规划中注重文化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

关键途径 [1]。

3 村庄规划中的文化传承策略

在村庄规划中，应该制定相应的文化传承策略，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3.1 保护传统建筑与风貌
村庄规划中的文化传承策略，保护传统建筑与风貌策

略是核心内容之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对村庄内的历史建

筑进行全面调查，需要形成详细的建筑档案。依据这些档案

制定出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对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实施修缮

保持其原有风貌，对于一些破损严重的建筑，则采取加固或

适度修复的方式。在保护传统风貌的过程中，应重视对传统

村落的整体风貌的保护。对于村庄的道路、水系、田园等进

行合理规划，使其既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又保持村庄的传

统特色。在新建筑的设计上与周围的传统建筑风格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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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维护整个村庄的和谐统一。

在保护传统建筑与风貌的同时，还要考虑村庄居民的

生活需求。所以，在规划时应与当地居民充分沟通了解他们

的意见，确保保护措施既能保护传统文化，又能提高居民的

生活质量。为村庄带来经济收益，进一步激发村民对传统文

化的保护热情 [2]。

3.2 挖掘传统手工艺与技艺
传统手工艺与技艺是村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

丰富的民族智慧，在村庄规划中挖掘传统手工艺与技艺，不

仅是为了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为了促进乡村振兴。

通过挖掘传统手工艺与技艺帮助当地手工艺人传承技

艺，例如通过成立手工艺协会或工坊，为手工艺人提供一个

展示技艺的平台，为年轻一代提供学习传统手工艺的机会。

采用举办手工艺展览、比赛和培训班等活动，提高传统手工

艺的知名度，吸引更多人参与到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例如，

中国的扎染、刺绣、剪纸等传统手工艺在当地村庄得到传承，

成为当地的特色文化产业。又如，云南的苗族扎染以其独特

的工艺而闻名成为当地的文化标志，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

前来体验。江苏的苏绣以其精美的工艺和细腻的图案而受到

人们的喜爱，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典范。山西的剪

纸以其独特的风格的题材而闻名，成为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装

饰艺术。为了进一步挖掘传统手工艺与技艺的潜力，还可以

结合当地的自然资源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如利

用当地的竹子、藤条等天然材料制作工艺品，或结合当地的

民间故事和传说创作图案的设计，使传统手工艺与技艺更具

现代感 [3]。

总之，挖掘传统手工艺与技艺是村庄规划中的文化传

承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保护和传承传统手工艺与技

艺，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因此，应加大对传统手工艺与

技艺的挖掘，使之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3.3 促进当地节庆与文化活动
在村庄规划中，促进当地节庆与文化活动来增强村民

的文化认同感，还能促进活跃氛围。例如，举办传统节庆让

当地居民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春节庙会上设置各种传统游

戏，让村民和游客体验传统习俗。又例如，端午龙舟节则举

办龙舟比赛，吸引周边地区的参与增强节日的吸引力。龙舟

比赛是一项传统的体育活动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比赛

中，各队伍的龙舟装饰色彩鲜艳，鼓声震天，选手们奋力划

桨，展现出团队合作的精神。观众们沿岸欢呼助威整个赛事

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氛围。通过这些传统节庆活动的举办有效

地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也为村庄带来了经济效益，也增进了

村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另外，政府部门应提供活动资金支持、场地保障等政

策措施，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例如设立文化发展基

金，用于资助村庄的文化活动提供公共场所作为活动场地减

少组织者的负担。同时，建立文化活动的长效机制加强文化

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可以成立文化活动组织委员会，由村委

会、文化馆、教育机构等多方面的代表组成，负责活动的策

划组织宣传。委员会可以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制定文化活动

计划，主要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提升村庄的知名度吸引更

多外地游客前来参与，促进村庄经济的发展，推动村庄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

3.4 整合文化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
在村庄规划中充分整合文化资源，设计文化旅游线路

方式能提升乡村的知名度，还能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

展，为当地经济增添新的活力。

以中国江苏苏州的周庄古镇、云南丽江古城等文化名

镇为例，它们通过有效整合文化资源成功打造了具有地方特

色的旅游品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在村庄规划

中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制定相应的文化旅游发展策略，挖掘

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另外，还可以利用现代传媒技术，例如，网络直播、

社交媒体等平台，将村庄的文化活动推广到更广泛的受众。

其一，在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活动预告

介绍活动的主题、内容、时间等信息吸引网友的关注。在活

动进行中发布活动现场的视频，记录精彩瞬间分享活动的亮

点，吸引网友的点赞和转发增加活动的曝光度。其二，利用

网络直播技术，将文化活动实时直播到互联网上，让无法到

场的观众也能在线上观看。直播内容可以包括传统节庆的庆

典仪式、民俗表演、文化讲座、艺术展览等，通过直播平台

的互动功能，观众可以实时评论增加了活动的互动性。注意，

为了提高直播的质量事先进行技术准备和彩排，保证直播过

程中的画面清晰声音清楚，直播结束后将录播视频上传到互

联网上，供更多人回看延长活动的影响时间 [4]。

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整合村庄的文化资

源，促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为村庄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

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4 实践案例分析

以中国焦作市中站区府城街道办事处北朱村村庄规划

为例，该村庄的规划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现代发展的

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实践案例。

北朱村规划了林果种植区这一区域主要用于种植各类

果树，如苹果、梨、桃等，形成了一个以林果种植为主的农

业生产基地丰富了村民的生产生活，还为村庄的经济发展提

供了支撑。村庄规划中的民俗文化园是北朱村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园区内展示了当地的民俗文化吸引了游客前来体验

和学习，成为推动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项目。

传统文化展示区则专注于展示北朱村的历史文化。通

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春节庙会展示了村庄深厚的文化底

蕴，如豫剧、背桩、红拳等文化表演，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



110

文化艺术创新·第 07卷·第 03 期·2024 年 06 月

豪感。

农业观光区是北朱村融合农业生产与旅游观光的创新

之举。该区域通过展示传统的农耕方式和现代农业技术，让

游客亲身体验农业生产过程，增强了游客对农业的认知。

仓储加工区的规划目的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建

设仓储设施和加工厂，对当地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开发出具

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拓宽了村庄的经济收入来源。

在建筑规划方面，北朱村既保护了传统建筑，又引入

了现代建筑元素。传统建筑以清朝建筑为主，建筑风格为北

方典型的四合院民居建筑群。通过对部分年久失修的建筑进

行修缮，保留了村庄的历史风貌。现代建筑则延续了传统建

筑的部分风格，同时引入了现代设计元素，如坡屋顶和墙体

装饰，使村庄既保持了传统特色，又适应了现代生活需求。

北朱村的村庄规划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对

现代发展的追求。通过合理规划各功能区域和建筑风格，北

朱村实现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为

其他乡村的规划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5 展望未来发展方向

5.1 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在村庄规划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传统

村落往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而社区居民是这一文化传

承的关键参与者。他们对村庄的历史和价值观念有着独特的

认知，因此他们的参与可以促进文化传承的深入发展。社区

参与让居民参与到规划决策中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种

共同责任感。通过社区教育和文化活动激发他们的文化自豪

感，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文化保护工作中来。

5.2 创新科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创新科技在村庄规划中的应用

也变得愈发重要。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虚拟

现实等，为村庄规划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可以有效提升规划

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在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创

新科技可以帮助规划者更好地保护建筑、文物，数字化保存

传统文化资料，甚至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让人

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通过智能化的城

市规划设计软件，可以更好地模拟规划效果，为规划者提供

更直观、客观的参考，从而制定更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例

如，安顺市鲍屯村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利用创新科技对传统村

落文化空间进行营造与发展策略的案例，充分展示了科技在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科技手段，可以实

现文化传承与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为村庄规划注入新的活

力和创意 [5]。

5.3 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是推动村庄规划中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保

障。政府在规划制定、资源配置、监督管理等方面都应当加

大对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法

规，明确规划目标和责任主体，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有效推

动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开展。

例如，法国通过设立文化遗产部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

对古村落进行保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未来在村庄规

划中，政府应当更加重视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为规划的实施提供坚实保障。

5.4 国际交流
国际交流也是促进村庄规划中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重要

途径，可以借鉴他国的经验拓宽思路，提高规划水平，推动

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国际化发展。

国际交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共同探讨村庄规划

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问题共同寻求解决之道。在国际交流

中，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自己在村庄规划中文化传承与保护

方面的成就，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同时学习借鉴其他国

家的成功经验，引进先进理念推动中国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

的不断进步。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

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划交流推动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向更

高水平迈进。

6 结语

村庄规划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和广大居民的共同努力。通过合理

规划和有效实践，可以实现村庄的可持续发展，传承乡土文

化，促进乡村振兴，为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

献力量。愿我们的乡村在文化传承与保护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广，绽放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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