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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es on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 villages and towns comple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Village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ut they face many chal-

lenges.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preservation stages and existing researches done

in China,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content and mainstream viewpoints in vil-

lage and town preservation in terms of ontological cognition, conservation interven-

tion and heritage util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researches on preservation are multi-dis-

ciplinary, and driven by diverse concepts and methods.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ree major factors in the preservation practice, such 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dus-

trial restructuring, and space-time compression. Finally, the paper projects the trend

and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es on villages and towns preservation from three as-

pects, namely content expansion, methodological depth and practical improvement.

Keywords: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 villages and towns；overview；basic content；typ-

ical viewpoints；trend and prospect

历史文化村镇作为城镇体系中一种具有时间跨度的聚居形式，是乡土文明的空间载

体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复兴地域文化是

新时代树立和坚定文化自信的一项重大课题，亟待获得包括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在内

的理论助力和实践支持。截止目前，我国颁布的七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数量已分

别达到312个和487个，这些村镇的保护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将从广度与深度两个维度进

一步推动保护研究。本文聚焦历史文化村镇研究的整体格局，通过相关研究的内容观点

梳理，归纳理论研究特点，分析研究影响因素，探讨未来研究工作的方向与热点。

1 研究阶段梳理

历史文化村镇在我国最早是以“小镇、村寨”等提法出现于1986年国务院批转建

设部、文化部的《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后分别

经由200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和2003年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村）”的评选，通过“保护概念明确”到“内容体系完善”才初步建立起历史文化名

镇（村）保护制度的。从整个过程来看，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概念、原则、技术和方法

等理论探索始终与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情势需求相呼应，基本符合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传统村落保护、特色小镇评选、美

丽乡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也呈现出推陈出新、

百花齐放的繁荣态势（表1）。

提 要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是当前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科研工作，面

临着复杂的发展态势。通过我国历史文化

村镇保护阶段及研究情况的整体梳理，从

本体认知、保护干预和利用发展三个层面

系统归纳了我国村镇保护研究的基本内容

和典型观点，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多学科

参与、多理念驱动、多方法介入”等三大

研究特点，并探讨了“城乡一体、产业更

替、时空压缩”等影响当前村镇保护的三

大驱动因素，最后从内容拓展、方法深入

和实践改良三个方面提出历史文化村镇保

护研究的趋势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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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属研究阶段（2001年以前）

我国历史文化村镇的研究与建筑学科的关系密切，它肇始

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正式设立，脱胎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理

论框架，因此本阶段的研究著述基本都是归附于上述方向的相

关内容。

1.1.1 乡土建筑环境的分散研究

关于历史文化村镇中的地方民居建筑和乡土聚落景观是传

统建筑学的核心研究对象，学者们基于认识论角度，通过历史

文化村镇的田野调查，聚焦其中的地域建筑和聚落环境的类型

特征、空间形态、营造技术、文化渊源、审美价值与环境融合

等内容的研究（彭一刚，1991；单启德，1994；陈志华，1999），

强调对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传统建筑价值挖掘。

1.1.2 历史文化名城的框架建构

1982年首部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制度的建立，国内学者基于平遥、丽江等具体实践，对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归纳，确立了城镇保护意义、工

作原则、对象界定、空间结构、保护方法、资金筹措、制度建

设等内容构成的研究体系（吴良镛，1983；王瑞珠，1992；王

景慧，1994），为后来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搭建了基础的理论

框架。

1.1.3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设立推动

1986年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设立，促进了包含历史文化村镇

等中观尺度文化区域研究的重大发展。通过安徽屯溪历史街区、

北京国子监、苏州平江历史街区等保护实践，国内学者们从历

史文化保护区的基本原则确定、保护方法建构、实际问题应对、

空间设计引入、市场机制影响进行了理论探索，建构了一个较

为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理论体系（肖竞，等，2017）。

1.2 独立研究阶段（2002—2007年）
2002年我国颁布了修订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历史文化保护区”逐渐分化为适用于城市范围的“历史

文化街区”和乡村范围的“历史文化村镇”两个法定概念（刘

渌璐，等，2012）。2003年，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颁布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正式提出“历史文化名

镇（名村）”这一概念，并公布了第一批入选的村镇名录。由

此开始，历史文化村镇逐渐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综合研究中脱

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

1.2.1 本体构成：保护对象的全面认知

历史文化村镇与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因此对本体构成的讨论必然成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立

足于对前两者本体显著差异的认知，国内学者主要从村镇的概

念辨析、资源梳理、价值认定、生成演进、空间格局、风貌景

观、非物遗产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讨，建构了一个较为

完整的历史文化村镇对象体系。

1.2.2 保护方法：维护价值的系统干预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方法源自于历史文化名城，经由历史文

化保护区的理论界分，又结合了村镇自身特点进行了针对性的

修正优化，逐渐形成了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适应性方法体系。

它以维护价值为目标，提出了多学科参与、地域化精进、保护

发展一体化、全民共同参与等总体方法原则，以及资源调查评

价、保护范围划定、整体格局/街巷/建筑保护与整治、非物文化

保护、基础设施改建、开发利用协同的具体方法路径（赵勇，

2008）。

1.2.3 发展策略：促进开发的专题探索

自2001年11月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对内对外开放力度和节

奏显著加大，资本力量进一步介入遗产保护领域，以“利用促

复兴”迅速成为各级责任主体开展村镇保护的原动力，有关历

史文化村镇的开发利用研究也进入了系统化阶段。基于历史资

源的价值提炼与加工，相关的发展策略拟定涉及了旅游开发、

居民调控、政策配套、生态协同、新区建设等专题内容。

1.3 精明探索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国家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开始进入全面法制化和专业化的轨道。随着

近年来科学技术发展，以数理模型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介质与

平台迅速改变了传统城乡规划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路径。在历史

表1 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研究阶段梳理
Tab.1 Combing on historic village & town preservation study stages in China

发展阶段

附属研究阶段

（2001年以前）

独立研究阶段

（2002—2007年）

精明探索阶段

（2008至今）

主题内容

乡土建筑环境

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保护区

本体构成

保护方法

发展策略

精明保护规划

精明保护评价

精明保护管理

主要内容

类型特征、空间形态、营造技术、文化渊源、审美价值、环境融合

保护意义、工作原则、对象界定、空间结构、保护方法、资金筹措、制度建设

基本原则确定、保护方法建构、实际问题应对、空间设计引入、市场机制影响

概念辨析、资源梳理、价值认定、生成演进、空间格局、风貌景观、非物遗产

多学科参与、地域化精进、保护发展一体化、全民共同参与等总体方法原则，以及资源调查评价、

保护范围划定、整体格局/街巷/建筑保护与整治、非物文化保护、基础设施改建、开发利用协同

旅游开发、居民调控、政策配套、生态协同、新区建设

保护范围划分、新旧镇村关系研判、镇村街巷体系存续、空间轮廓尺度界定、新旧文化景观织补、

建筑分类保护整治

本体价值大小、预警干预时机、保护绩效高低

文化保护与地方发展、遗产问题专业决策与日常事务及时处置

研究意义

强调建筑本体价值

为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搭建理论框架

促进中观尺度文化区域研究

保护对象的全面认知

维护价值的系统干预

促进开发的专题探索

强调规划科学与客观

实现精准认知与判别

提高管理精度与效率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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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村镇保护领域，依托精准技术的辅助，保护研究具有了理

性决策的视野，开始朝着“精明保护”的方向转型。

1.3.1 精明保护规划：手段——介入精准

2013年住建部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

制要求（试行）》，规定了保护规划的具体技术内容，明确提出

要“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范围的划分、新

旧镇村关系的研判、镇村街巷体系的存续、空间轮廓尺度的界

定、新旧文化景观的织补、建筑的分类保护整治等内容，在传

统技术方法运用的基础上开始纷纷引入新技术运用的探讨，涉

及到ArcGIS、空间句法、拓扑模型、结构方程模型、虚拟现实

等技术手段，突显了保护规划的精明特征，显著提高了保护规

划的科学性。

1.3.2 精明保护评价：对象——研判精准

随着保护实践的深入，关于本体价值大小、预警干预时机

及保护绩效高低的掌握仅凭经验定性判断已略显信度不足，借

助定量的技术手段去辅助研判则可精准认知。国内学者大量结

合管理学科与信息技术进行了跨学科研究，例如早期的AHP

法、FoxPro-Spss软件混合分析、模糊评价方法、后评价方法，

以及近年来的动态模拟方法、大数据深度分析等技术途径引入

使得保护评价具有了精明认知的特点。

1.3.3 精明保护管理：过程——管控精准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作为一种长期性的行政管理行为，涉及

到复杂的管理因素和过程，既需统筹文化保护与地方发展的双

重任务，又要平衡遗产问题专业决策与日常事务及时处置的管

护要求，因此对管理人员的技术背景和管理平台就有特定的考

量。近年来的研究和实践证明，基于ArcGIS的管理平台可以便

捷而准确地分类和管护海量的历史信息，能够大幅提高管理效

率；而借助大数据采集手段实现动态监测，又有利于建设保护

管理的快速反馈机制，已成为镇村保护研究的热点方向。

2 内容特点研究

2.1 内容观点归纳

目前我国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属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

细分研究，基本围绕本体认知、保护干预和利用发展三个层面，

按照“认识论——方法论”的体系进行了全覆盖展开（表2）。

2.1.1 本体认知：实现保护对象的全面理解

本体认知是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的起点，包括了概念、

价值、生成和构成四个领域的研究内容。

①概念研究：刘沛林 （1996）、麦燕屏 （2002）、赵勇等

（2004），认为历史文化村镇在概念标准上应满足物质保存完好、

年代久远、价值较高等条件，具有历史性、典型性、完整性、

客观性和可用性等特征，与名城和历史街区在聚居规模、地理

单元、空间形态与主体文化方面有较大区别。②价值研究：阮

仪三等（2002）、邵甬等（2012）等基于地域性样本的研究，站

在发展的角度系统总结了历史文化村镇蕴含的价值包括历史文

化价值、空间艺术价值、游憩体验价值、经济发展价值、内在

审美价值、科学教育价值和工程参考价值等内容，尤其强调有

利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和中国哲学观念的理解价值。③生成

研究：刘沛林（1998）、熊健吾（2012）认为历史文化村镇的生

成发展与环境资源语境、产业经济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息息相

关，普遍受到资源条件、区位优势、行政变迁、宗族礼制、宗

教信仰、风水观念、防御意识和诗画境界等自然人文因素的支

配，最终由“人的相关活动”通过“自组织、自适应”而成。

④构成研究：赵勇 （2008）、吴必虎等 （2012） 和陈征等

（2013）认为我国的历史文化村镇在分布上呈现出东部多、西部

少、南方多、北方少的特点，高密度区为苏浙沪皖交界古村镇

群、川黔渝交界古村镇群、晋中南古村镇群和粤中古村镇群，

这种分布与现代经济活动关系并不紧密，反而其在历史时期的

核心板块

本体认知

保护干预

利用发展

研究领域

概念研究

价值研究

生成研究

构成研究

范围划定

格局延续

建筑保存

风貌协调

设施支撑

保护预警

非物保护

制度保障

开发策略

旅游规划

产业形态

内容主题

保存状态、年代价值、五元特征、遗产区别

内生价值、衍生价值

生成语境、促成因素、生成路径

分布差异、构成规律、文化影响

人工环境范围、自然环境范围

自然环境结合、形态肌理保存、用地布局整治、立面形象控制

分类分级保护

视觉协调、心理协调、需求结合

设施建设与保护一体化

发现、分析、排除警况，要素构建格局

社会结构存续、方式记录展示、事件故居保护

理顺土地产权、保障资金筹措、理顺管理运作、建立考评机制

社区激活、整体保护、平衡发展、据实经营

提出旅游规划模型、确定游客容量、旅游线路策划、旅游空间组织

旅游商业化、旅游布景化

基本特征

多学科参与：核心与外围

的联动

多理念驱动：微观到宏观

的嬗变

多方法介入：定性与定量

的互补

存在不足

核心学科与外围学科之间的界

线过于分明，缺乏研究融合

理念实现度较差，专属保护理

念不足

缺乏定性与定量的校核综合研

究、适用性方法选择

表2 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基本内容与典型观点归纳
Tab.2 The basic contents and typical viewpoints of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 village & town in China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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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段进等（2002）认为历

史村镇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是城镇物质空间整体特征的主要构

成方面，与人的心理行为之间存在联系与互动关系；张杰等

（2010）认为无论是“规整形态”还是“有机形态”的村落，它

们都是在“礼”文化体系下精心选址、规划设计而成的。

2.1.2 保护干预：聚焦存废问题的方法应对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的技术流程可综合概括为“战略导

向型”、“价值引导型”、“问题推导型”、“条件归纳型”四种类

型（罗瑜斌，等，2010），其规划模式包括文物保护规划模式、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模式、城市规划模式、景观规划模式、

历史建筑修缮设计模式和旅游规划模式（黄家平，等，2012）。

目前的保护干预研究以问题为导向，集中在范围划定、格局延

续、建筑保存、风貌协调、设施支撑、保护预警、非物遗产保

护、制度保障等领域。

①范围划定：历史文化村镇的空间保护范围由人工环境和

自然环境叠合而成，人工环境范围可沿袭名城的划分方式，包

括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和环境协调区，而自然环境范围则

建议从区域景观、自然生态、历史文脉等方面通过综合分析来

划定（阮仪三，等，2002；赵勇，2008；戴彦，2010）；②格局

延续：基于历史演变和景观构成的认知基础，村镇空间格局延

续应强调整体自然要素的维育协调、街巷形态及街区肌理的保

存、用地布局的保护整治、传统标志物以及空间轮廓的保护

（赵勇，2008）；③建筑保存：与名城保护要求基本一致，根据

文物建筑、历史建筑（重要历史建筑、一般历史建筑）、一般建

筑、新建建筑的等级划分，按照保存、修复、更改、更新、再

生等方式进行分类分级保护（阮仪三，等，2010）；④风貌协

调：强调结合自身景观基底，注重城乡景观协调、三维景观效

果、视觉体验心理特点和城镇建筑色彩控制等要求，尽力将生

态审美需求与物质生活需要相契合（施维克，等，2002；姚亦

锋，等，2013）；⑤设施支撑：将居民生活设施、村镇产业提

升、市政基础建设、社区活动组织与历史保护积极融合，通过

发挥历史文化价值的内生活力，为历史村镇保护开辟新途径

（黄数敏，2017）；⑥保护预警：包括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

析警兆、预报警度和排除警情的几个技术环节，强调从外部空

间格局、构成及容量三个要素方面来建构预警要素集（赵勇

2008；冷泠，等，2011；周乾松，2015）；⑦非物遗产保护：应

通过村镇原住民社会结构保护，维持文化传统的整体传承，对

部分传统生活生产方式进行选择性记述或展示，重大事件和名

人故居应尽量保护，并宣传和彰显其价值（赵勇，2008）；⑧制

度保障：要处理好土地整理、宅基地使用、民居产权界定以及

筹集保护资金、开展保护教育、继承传统文化等问题（朱光亚，

等，1998）。充分发挥经济规律与杠杆的作用，通过国家专项资

金、地方部门资金、银行贷款、个人捐赠、社会融资、招标拍

卖资金、公益彩票、开发商资金等多途径筹措保护经费，同时

设立历史文化村镇专项保护资金机构和运用公益信托制度来保

障经费的管理运作（张万玲，2011；罗瑜斌，2009）。此外，应

进一步充实完善和严格执行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创建合同与

伦理约束，强化政府、专家和公众的保护监督，建立地方政府

遗产保护的绩效考评监督机制（周乾松，2015）。

2.1.3 利用发展：提出复兴实现的发展举措

有别于普通村镇，历史文化村镇往往发展的现实条件更差，

其长远复兴仍必须依赖自身遗产资源开发，通过住民需求满足

与文化旅游开发来实现。历史文化村镇的利用发展研究可归纳

为开发策略、旅游规划、产业形态等几方面内容。

①开发策略：袁媛等（2014）基于“激活”手段，建议从

社区营造层面对历史文化村镇进行人员的调动和汇集，并运用

建筑手段对场所进行利用，创造社区交流和活动空间，最后达

到村镇活力提升的目标。谢崇实（2011）建议通过采取城市或

景区依附、平衡保护发展、生态与安全容量控制等手段来促进

历史文化村镇的旅游开发。何仲禹等（2003）对历史文化村落

旅游开发的集体经营模式、企业经营模式和政府经营模式进行

优劣势比较，认为不是所有的历史文化村镇都适合发展旅游

业，它取决于古村镇的区位、交通条件、文化资源的优劣和机

遇；②旅游规划：邹统钎等（2005）提出旅游规划的ASES模

型，认为文化遗产旅游规划要考虑的四要素是原真性、舞台化、

体验和可持续。原真性是基础，舞台化是手段，通过舞台化的

原真性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文化遗产旅游体验，四者构成一个完

整的有机体。熊侠仙等（2002）建议通过整体规划和协调组织，

确定合理的旅游容量，寻找历史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平衡；古

镇内应提供更多的开放空间进行传统节目的演出和无形的遗产

的展示，使保护区内有“更多的容量”。微观上则可以采取组织

好旅游线路，分散游客服务设施等措施来解决旅游开发后的历

史文化村镇普遍存在的旅游容量过饱和问题；③产业形态：保

继刚等（2004，2014）认为在缺乏外来预见性的干预下旅游商

业化出现在历史城镇中不可避免，在历史城镇的旅游开发过程

中政府的干预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政府的前瞻性措施能够控

制旅游商业化。单军等（2013）认为布景化是历史文化村镇于当

前时代下客观的必然的生存状态，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和利用

应该是在客观的心态下对其布景化现状进行的理性管理。

2.2 研究特点归纳

2.2.1 多学科参与：核心与外围的联动

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是人居环境系统研究的重要板块，涉及

到建筑学、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社

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其中，建筑学、规

划学、风景园林学是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的核心主导学科，在

“本体认知”和“保护干预”两个研究板块呈现度较高，主要针

对村镇保护的基本概念界定、保护范围讨论、建构思想剖析、聚

落构成阐释、建筑技艺分解、整体空间保护、文化景观协调等开

展系列研究。而历史学、地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管

理学则构成了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外围关联学科，在“本体认知”

和“利用发展”两个研究板块中呈现度较高，分别围绕村镇的

生成演进考证、人地关系阐释、人文传统剖析、住民社群解构、

开发途径探索、公众参与机制及保护实施管护等内容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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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核心主导学科在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研究中

的支配地位不可动摇，外围关联学科参与研究的程度也呈现不

断增强之势，但核心学科与外围学科之间参与的界线过于分明，

各自的研究关切也不尽相同，导致学科的深度交叉不足，研究

成果的融合程度较差，这些问题还有待未来逐步解决。

2.2.2 多理念驱动：微观到宏观的嬗变

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主导思想是随着世界范围内遗产

保护理念及实践的推进而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建筑保护

拓展理念——物质遗产保护理念——全要素保护理念——可持

续发展理念”几个阶段。“建筑保护拓展”是早期村镇遗产保护

的主导理念，其本质是将村镇作为放大的建筑来看待，强调对

于传统建筑聚落和单体历史建筑研究保护，对推动建筑的“本

体认知”和“保护干预”研究发挥了较大作用。1980年代后，

历史文化村镇被纳入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任务开始扩展。由

于普遍存在着物质性老化与功能性衰退的紧迫问题，这个时期

的保护研究主要基于抢救的目的，关注如何运用名城保护方法

尽快把历史村镇空间保护起来，体现出明显的“物质遗产保护”

理念主导。1990年代后，随着部分历史文化村镇进入旅游开发

阶段，村镇内部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扰动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承

袭，使得非物质文化保护显得十分必要，由此历史文化村镇物

质与非物质文化的“全要素保护”成为主导理念。以上这两种

理念对当时历史文化村镇的实质保护发挥了巨大的驱动作用，

至今仍是保护的主导理念。而到了本世纪，由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引入的“可持续发展”原则，逐渐充实了历史文化村镇的保

护内涵，“保护”被视为全局性发展的策略手段而具有了更丰富

的意义，切实引领了村镇的“利用发展”。

可见，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驱动理念一直在不断演进，

基本遵循着“单一（技术）——复合（战略）”的路径进行，

随之关联的对策也相应变化，这有力地支持了历史文化村镇保

护的科学展开，但也要看到目前保护措施对主导理念的实现度

较差，“人维”考量不足，且村镇保护的专属理念（与名城、历

史街区相区别）还较为缺乏，因此对村镇驱动理念下的实施对

策与条件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2.2.3 多方法介入：定性与定量的互补

我国历史文化村镇问题复杂，主要通过定性和定量两类研

究方法来获取对象认知。定性研究方法常用于历史村镇本体构

成的大略分析，典型方法包括了文献查证法、观察法、访谈法、

统计法、逻辑演绎法、空间模型法，这类方法基于经验和规律

可以快速获取历史文化村镇的对象信息及分析结论，研究效度

较好、易于操作，但也存在着信度不足的局限。定量研究方法

则主要应用于村镇本体及保护具体问题的精准验证，典型方法

包括了AHP法（保护价值及时序判断）、空间句法（街巷肌理

构成）、拓扑分析法（空间结构厘清）、ArcGIS技术（区域空间

结构、空间控制、智慧管理）、主观评价方法（保护绩效评估）、

人工神经网络法（保护预警模型建构）、社会网络分析法（住

民-功能空间分布）、TCM及CVM法（旅游游憩价值认知），这

类方法依托数据形态分析，可以精准研判特定问题，研究信度

较高，但也存在着过程复杂、效度不够的问题。

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支撑了现阶段我国历史文化村镇的保

护研究，但两种方法的运用都还存在着局限，表现为效度与信

度的相互不足，对同一问题缺乏交互综合研究，以及特定问题

的方法适用性考虑不够，因此在理解方法原理基础上，实现效

度与信度的结合研究是未来方法介入的主要优化方向。

3 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一些新的因素开

始影响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必然驱动保护理念、方法与路径产

生相应变革。

3.1 城乡一体

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

式发布，其重点是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重视城乡一体的

真正融合，以实现身份平等化、服务均等化、就业邻近化为目

标，从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可能影响历史文化村

镇的人员流动方向与设施建设进度，一方面由于就业机会增加

及配套设施完善，将会吸引部分务工人员返乡就（创）业，改

变村镇现状人口的数量及构成；另一方面，近年来为落实“服

务均等化”所推动的“乡村人居环境提升”建设实践，对村镇

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效果将逐渐显现，势必会提高历史文化村

镇的宜居水平。

3.2 产业更替

199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业开始成为历史文化村镇发展的

主要产业选择，其传统农业/手工业/商贸产业格局开始向文化产

业转型，这种业态的变化对历史文化村镇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空间功能和发展取向两个方面。其一，由旅游开发催生的商

业、旅馆业、餐饮业等服务行业将更替原来村镇的单一功能空

间，改变村镇的传统景观风貌；其二，在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一些有条件的历史文化村镇将利用自身

的文化底蕴对接当今的产业发展热点，在旅游业的基础上向高

端的产业形态延展，如浙江乌镇不仅是一座富有历史积淀的旅

游度假名镇，现在也发展成为了一座信息服务之镇、文化展演

之镇。

3.3 时空压缩

随着工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高速铁路和公路为代表的

交通工程建设，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极大地

“拉近”了空间和时间距离，形成了所谓“时空压缩”效应。对

历史文化村镇而言，这种变化提高了物理和心理的可达性，便

利了村镇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进出，对历史文化村镇形成了

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偏远村镇的外部发展条件得以改善，开发

资本的进入与游客数量的增加将推动旅游业的繁荣，可能引发

村镇常住人员社会构成和原住民生活意识的突变；二是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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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时代中，微博、微信等手段可以迅速将偏远村镇的历史文化

信息呈现给世界，使其成为“网红镇村”，从而促进文化信息的

广泛传播，增强公众对村镇的了解关注。

4 研究工作前瞻

历史文化村镇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细分，目前已逐渐形

成了一套完整独立的体系，其研究包括本体认知、保护干预和

利用发展三大内容板块，具有多学科参与、多理念驱动、多方

法介入三大研究特点，涉及城乡一体、产业更替和时空压缩三

大影响因素。汇总上面的研究，笔者判断未来历史文化村镇保

护研究将在内容、方法和实践方面呈现如下趋势（图1）。

4.1 内容拓展：基于永续保护的理念牵引

作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专业体现，“永续保护”理念将

牵引未来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内容深化。主要包括：①促进历

史村镇与城市两级互动的政策调节、社群合作、经济介入、产

业设定、遗产经营和管控机制的理论研究，支撑学科包括经济

学、行政学和社会学等；②符合保护行为模式的主客体交互保

护机制、保护动机与情景体验、历史环境心理行为影响的理论

研究，支撑学科包括环境行为学、心理学、美学、语言分析学

等；③符合技术运用条件的历史过程还原、传统空间测度、保

护过程模拟、管控动态监测和实施绩效评价的原理研究，支撑

学科包括数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管理学等。

4.2 方法优化：基于精准知行的技术辅助

科学发展的巨大进步，将使得先进的技术手段更加深度地

嵌入到历史文化村镇的保护方法中，大幅度提高保护认知和行

为的信度与效度，从而有效优化原有的保护方法。主要包括：

①3S技术与历史舆图、文史资料结合研究，将实现历史村镇演

变过程的真实还原，解译其“衍生密码”成为可能；②全景空

间快速扫描与参数化设计结合研究，将使得村镇历史建筑保护

更加精准，空间真实性将得到最大保障；③大数据、移动互联

网的结合研究，能够更加精准快速地获取历史文化村镇的关联

数据，提升大众参与方式的便利和有效程度；④虚拟现实和AI

的结合研究，让公众对千里之外偏远村镇的空间场景进行“浸

入式”体验与感悟，激发社会的兴趣、关注和参与热情。

4.3 实践改良：基于整体保护的全民参与

保护实践作为理论指导下的保护活动，是为实现保护目标

而进行的一种技术——社会——行政复合行为。在永续保护理

念主导和先进技术方法的支持下，实践目标与程序将得到改良，

表现为实践主客体的积极变化：①从实践主体来看，当前由政

府完全主导、知识精英及开发实体参与的自上而下模式，将可

能由住民自主自治和公众广泛参与这种自下而上的模式补充进

来，从而使保护由重视“实物原真”过渡到强调“生活真实”。

②由实践客体来看，当前保护实践中重视实体保护、单一强调

物质规划，将真正转向重视物质-非物质的整体性保护耦合，突

出历史村镇发展的战略转型，强调通过提高镇村治理水平和改

善政策调节手段促进保护过程有效导控，从而实现“单极关注”

到“全局联动”的保护实践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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