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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侨乡传统村落可持续保护
传承路径与实践*——以中山市为例

唐  劼   周  俭    TANG Jie, ZHOU Jian

侨乡传统村落是我国地域传统村落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如何在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实现侨乡传统村落的可持

续保护传承，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通过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抽样问卷调研、抽样深度访谈及综合文本分

析等）、软件模拟（ContextCapture）等研究方法，在分析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转型要求、现实困境及侨乡传统村落保护

的症结难点的基础上，从时间—空间—社会3个层面构建了侨乡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传承策略体系，兼顾了物质保

护、时空流动与人本需求。同时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探析了侨乡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传承技术路径，涉及宏观机制

完善—中观体系构建—微观项目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可持续影响评估。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are a special kind of region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How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become a scientific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rough field researc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sample questionnaire survey, sample in-depth interview, comprehensive 
text analysis, etc.), software simulation (ContextCapture),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 
requirement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in China, as well as sticking poin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in the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a sustainabl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trategy system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is constructed, including three levels: time, space, and society,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material protection, spatial and temporal mobility, and human needs. Meanwhile, taking Zhongshan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sustainabl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echnology path is explored, involving improving macro 
mechanisms, constructing middle-level systems, implementing micro-level projects, and conducting sustainable impact 
assessment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侨乡传统村落；可持续性；保护传承；策略体系；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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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进一步重视其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

位。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及发展是近年来城

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极为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之一[2]，相关理论研究与在地实践较为丰

富，同时也引发了学界对于传统的静态化保护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并将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未来发展的主

线[1]。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作为支撑高质量

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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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及方法的反思。因此，在新时期中国式现

代化背景下，我们不得不从动态化保护视角

出发，深入研究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传承路

径。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村落保护

传承，是指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进程中，针对传统村落这一特定文化载

体，所采取的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时代性、整体

性与局部性、传承性与创新性、本土性与国际

性的保护传承方式。

侨乡传统村落是我国地域传统村落中较

为特殊的一类，其形成及发展变迁与“侨文

化”关系密切[3]1019。作为典型的侨乡地区，广

东省中山市分布着大量侨乡传统村落，且呈

现出乡镇发展规模远超城区的特点，保留着

丰富的侨乡文化遗产资源。因此，以中山市为

例探索侨乡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与创新性

传承路径，支撑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村

落空间转型及治理优化，兼具探索价值与实

践意义。 

1  转型要求与现实困境

1.1   新时期传统村落可持续保护传承转型

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

的5个基本特征[1]，这为新时期城乡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城乡发

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已进

入4.0阶段（见表1），尤其是部分村落在经历

过数轮保护规划后，其物质空间层面的保护要

素与保护框架已较为成熟。这类传统村落数量

在不断增加且未来可能成为我国传统村落中

的主流。

因此，笔者认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时

代背景，传统村落面对的是全新的、更为复杂

综合的目标，即可持续保护与创新性传承。值

得注意的是，这一目标实现不应局限于横向的

数量扩展，即少量保护对象名录的增减、遗产

类型的增补（如目前正逐步认定的农业文化

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等）、保护范围的区域尺度

扩展等，而应从根本上实现动态保护传承替代

静态保护控制的路径转变。不仅关注现世的需

求利益，还须考虑未来的发展变化，包括但不

限于对传统村落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传承机

制的持续优化、当地村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

等方面，确保传统村落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得

到延续。

1.2   传统村落保护的应对模式及现实困境

自20世纪90年代末同济大学阮仪三等[4]

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引入国内，时至

今日，以原真性为核心的遗产保护基本原则已

形成共识[5]，然而在实际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

实践过程中往往各方利益交织，使得实施成效

与基本原则南辕北辙[6]。纵观我国自改革开放

以来40余年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及发展实践，

可总结为3种最为常见的应对模式（见表2），

即固旧型模式（Traditional Mode，以下简称

“T模式”）、破坏型模式（Destruction Mode，

以下简称“D模式”）和消极型模式（Passive 

Mode，以下简称“P模式”）。上述3种应对模

式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均有一定现实问题，导致

“维新派”与“固旧派”之间针对侨乡传统村

落保护利用一直存在争议[7]。

聚焦侨乡地区，针对文化遗产资源量大

物广的侨乡传统村落，采用T模式全然地保护

与修复客观上显然不切实际，对政府财政及地

区发展亦造成负担[8]；而在我国城乡历史文化

保护相关法规体系及日常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的过程中，近年来D模式也为各地所警惕、逐

步整改和取缔，在当前背景下这些侨乡传统村

落更多的是被迫选择采用P模式来消极应对。

笔者认为侨乡传统村落在4.0阶段应当考虑实

事求是地管控变化而非阻止进化，在保护过程

中实现历史再生与活态传承，探索可持续模式

（Sustainable Mode，以下简称“S模式”），最

终形成以S模式为主导带动T模式发展的创新

模式。

2  侨乡传统村落可持续保护传承的难

点及路径

侨乡传统村落与“侨文化”这一概念紧

密相关，侨文化形成于华侨群体在海外及归国

的生活过程中，是一种融合祖籍地传统文化和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2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应对模式

Tab.2  Coping mod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in China

表1 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阶段与特点

Tab.1  Protection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ㅸ段 㬒间 㲹点
政⥀⥄面 实㬊⥄面

1.0保护起⤞ㅸ段 2000年以前 保护政⥀⡂㧖，文化ゼ䐖
⡜⽗㬴

城䎓化建设⭝䐣㿎多传㵔村㕅⡜
㠧〓改建

2.0保护㲞㰘ㅸ段 20002011年 䑑⤞强⮘䐹要性，发布㼁
ⳉ㔪ⳉ规

部获取㪎⳾的䐹点村㕅⡜保护
㾿㩪，䄦产保护资㆑投入有㰚䋗加

3.0保护发展⤃䐹ㅸ段 20122020年 公布保护㘜㔝，强⮘保护
发展平⽃

⧷续㵧进传㵔村㕅的㦰定与保护
实践工作，保㒕㏛㬘风貌的同㬒提
升人㈴㈔㠘质

4.0』㲍传承ㅸ段 2021年至㆒ 㲞㰘㚄㬞创新，强⮘传㵔
村㕅与㻷⫛社会㦻合发展

人⡟⭝㼓，同㬒㲞㰘㭞䓷䐹建、㿊
㛃展㬟等新技术在传㵔村㕅保护
中的䇇用

䇇ⰵ㚄㬞 㚄㬞㲹点 㚄㬞优点 ⫇在㸫㳃

7㚄㬞 ⢋⡟保⫇
㈓㲍保护

㬫用于㩺部具有⢋⡟ゼ䐖的䊎有建䑟，
㬚㡅成为承䊹文化エ䅅的䊎真性㹐质䊹体

极Ⱙ䄡㎖政ⶏ⤧政，一定程Ⱙ上造成资
源⫎㞅

'㚄㬞 ⭮质Ⳏ新
大⥑大建

Ⱝ㠻内⪭ゅ地方经イ发展，䋗加地方⤧政
㬶入，人㈴㈔㠘质㩵有提升

过Ⱙ㩭业化产㪛大量“ⳣ㎍〙”，⭝䐣
文化㲹㩌⮓㒄，造成新的资源㎬Ⳳ

3㚄㬞 整体㯆➽
㘒㪛⮓⡷

Ⱝ㠻内ォ能保㒕大部㹐质文化䄦产，䇷
不ⷙ地方⤧政㬶入造成⭄

放㦯䎅⺔䄦产资源䔀㼓㯆㶗，造成传㵔
ㅔ作技䄶㬈传、风土文化エ䅅㩆㬈等

S㚄㬞 ㏛㬘䊺㪛
』㲍传承

保⧷传㵔村㕅的』力与㪛㘝力，实㻷文化
传承和社会㿉求的Ⱀ㲍平⽃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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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居国海外文化所形成的综合文化[3]1018。侨乡

传统村落作为承载侨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之

一，深刻反映了华侨及后代、侨乡村民的社会

实践、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变迁历程。侨乡

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传承目前仍存在很多

亟待突破、解决的症结难点。国际上相关研究

较为有限，主要集中于环境可持续影响[9-10]、

历史建筑再利用[11]等方面的研究，研究对象

多为历史建筑、历史城镇、历史遗址等而较少

关注传统村落；且国外在机制保障、产权归属

上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根据在中

山市多年以来的研究与实践经验，提出适合

国内侨乡地区现状特征的传统村落可持续保

护传承的策略体系和技术路径。

2.1   可持续保护传承症结难点

2.1.1    侨房建筑遗产的产权流散问题

侨乡地区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在宗族移民

与“下南洋”的双重影响下，当地乡土建筑也

呈现出传统岭南风格与西洋南洋风格相互交

汇的特点[12]333。侨房建筑，即房屋所有人具有

华侨、外籍华人、归侨、侨眷身份的建筑[13]166，

是构成侨乡建筑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些侨房建筑广泛分布于侨乡传统村落，存在时

间—空间—情感三重维度的“产权流散”特

征（见图1）。大量侨房建筑遗产虽为私人所有，

但由于产权人久居境外，实际上无法充分行使

对于侨房建筑的占有权及使用权，造成产权的

实际情况与理论上的私有产权有所偏离[14]。侨

房建筑的产权流散问题对于侨乡传统村落的

保护传承造成了极大挑战，一方面产权状态的

不清晰导致政府开展侨房保育工作推进乏力，

这些侨房长期空置、年久失修，不仅对周边村

民的生活及周边地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

时也是对于珍贵的侨乡建筑文化遗产资源的

浪费；另一方面由于权、责、利的不清晰也将导

致一系列的其他产权问题[15]，如产权的争夺、

产权的流转困境等[16]，进一步加剧了侨乡传统

村落保护传承的复杂性。

2.1.2    遗产保护与振兴发展的矛盾问题

由于我国整体的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体系

（即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框架体系）仍侧重于

物质空间维度的静态化保护，导致遗产保护

的静态性与城乡发展的动态性之间存在一定

矛盾。这种矛盾在侨乡地区暴露得尤为明显，

较为典型的有以下3类：一是将村落内重点历

史建筑活化为文化场所。该举措循规遵矩，然

而实际运营过程中却人气不足，未充分发挥

再利用潜力。二是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侨乡传

统村落保护工作如侨房修缮等，然而实施过

程中鲜有村民主动参与。村民对于传统村落

保护的认知不足且积极性不高，对于政府的

遗产保护工作开展并不认可。三是驱逐经济

利益的整体商业化[17]，将“祠堂”改为商业会

所、“书院”改为商业酒吧、“故居”改为商业

餐厅等，致使侨乡文化特色凋零、侨乡文化精

神难以传承。

2.1.3    侨乡社会空间的自主性消解问题

随着我国对传统村落保护意识的增强，

相应的管控体系及制度建设也在持续完善，在

这一过程中，不少侨乡传统村落尤其是已经取

得身份的传统村落逐渐走向“规程化”。这种

规程化的保护与管控对于物质空间层面的促

进尤为明显[12]333。以往开展的侨乡传统村落保

护实践过度聚焦于物质空间，忽视了对社会空

间的深入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导致民间力量

在参与侨乡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的“社会自

主性”不断削弱。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仍

有部分华侨及其后代自发形成寻根谒祖的社

会组织积极返回故乡，投身于侨房祖居的修缮

工作，并主动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宗族人。这种

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民间行动某种意义上也

是侨乡社会不断发展壮大、保持活力的重要源

泉。然而在如今的侨乡传统村落中，这种民间

自发的村落保护与治理行动及其背后的社会

自主性力量却日渐式微。

2.2  可持续保护传承策略体系

经过40余年的保护实践探索后，传统的

保护方法对于当前部分侨乡传统村落已明显

失灵。其保护对象的身份认定和全域空间保护

体系的构建已基本完成，这也意味着大规模的

修缮整治工作已不再必要，同时典型的破坏性

行为也基本得到有效遏制，传统的以物质空间

层面为主的保护利用方式的效能极为有限。因

此，新时期侨乡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须涉及物

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两个维度，回归“人”的核

心需求；同时聚焦遗产保护的S模式转型，又

叠加了时间性这一新的维度。在综合考虑物

质保护、时空流动和人本需求的基础上，构建

“时间—空间—社会”三位一体的可持续保护

传承策略体系（见图2）。

2.3  可持续保护传承技术路径

不同于既往局限在物质空间的传统村落

保护，面向可持续性的侨乡传统村落保护传承

涉及时间、物质、社会3个维度，因此技术路径

更长、要素更丰富，整个技术路径需从宏观机

制完善—中观体系构建—微观项目实施3个

层面进行综合考量（见图3）。并在实施过程中

图1 侨房建筑的产权流散特征 
Fig.1  Characteristics of property rights dispersion of 
overseas Chinese housing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3]169改绘。

图2 可持续保护传承策略体系
Fig.2  Sustainabl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trategy 
system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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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可持续保护传承技术路径 
Fig.3  Sustainabl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techno-
logical path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香山县域范围（清代） 
Fig.4  Scope of Xiangshan County (Qing Dynasty)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山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进行动态影响评估，从而形成完整的侨乡传统

村落可持续保护传承技术路径。

3 侨乡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传承实践

3.1   案例概况与数据来源

3.1.1    案例概况

广东省中山市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

山先生的故乡，于2011年3月获批“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中山古称香山，宋绍兴二十二年

（公元 1152 年）香山设县，县治位于今中山

市石歧区，原县境辖今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特

别行政区及广州市番禺区、佛山市顺德区的部

分地区（见图4）。中山原为孤悬于珠江口外伶

仃洋上的岛屿（即香山岛）①，其历史最早可

上溯至新石器中晚期[18]。唐朝始，珠江水挟大

量泥沙在香山海域沉积，渐成冲积平原，并连

接低山丘陵形成三角洲。此后唐宋、明清、民国

时期，移民大量入迁，中山村落次第显现（见

图5）。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见图6），其从

“其地最狭，其民最贫”的海岛逐渐演变为今

天的中山[19]。

纵观历史变迁，独特的地理环境导致中

山市域并非以城区为主、乡镇为辅的层级结

构，而是呈现出多中心、一体化的城乡结构。

近代以来华侨归国反哺家乡建设，城区外围

的乡镇进一步发展壮大，最终塑造出中山“城

乡一体，一轴多点”的市域空间格局并稳定

至今[20]。这也意味着中山不仅拥有历史悠久

的中心历史城区，还拥有众多底蕴深厚的侨

乡传统村落，其中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主要分布于环五桂山的村镇（见图7）。综上，

以中山地区侨乡传统村落为例，不仅能够为

其他侨乡地区的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提供直

接的经验借鉴，同时也能为共建香山文化圈、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保护与发展提供一些

支撑依据。

3.1.2   数据来源

研究团队长期扎根于中山传统村落的研

究，目前已完成中山市全域村镇的摸底调研和

数据收集（见图8）。数据来源渠道主要为实地

调研及软件模拟：

（1）实地调研部分，在中山开展传统村

图5 中山村落形成次第
Fig.5  Sequence of the formation of villages in 
Zhongshan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① 据宋《太平环宇记》中记载：“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明代《永乐大典》中亦有所佐证：“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注释：

图6 沧海桑田的格局演变
Fig.6  Pattern evolution of the sea and the land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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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村镇文化遗存核密度分布
Fig.7  Kerne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villages and towns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图8 中山全域村镇遗产资源摸底
Fig.8  Mapping of heritage resources in towns across 
Zhongshan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图9 镇街文化特色的公众认知和村落推荐（以黄圃为例）
Fig.9  Public awareness of towns' cultural valu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villages (taking Huangpu as an examp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落保护实践的过程中，与中山当地政府、村镇

干部、村民、商户、文旅企业、施工单位等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多元信息手段了解中山

传统村落情况，并于2023年6月至8月再次前

往中山，对其中部分典型村落进行重点调研。

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参与式观察、抽样问卷

调研、抽样深度访谈和综合文本分析等。

（2）软件模拟部分，以无人机采集的空间

倾斜影像数据为基准，采用ContextCapture

软件对传统村落进行三维空间建模，既能更

直观地分析、比较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同时

又能弥补实测数据由于时空环境、人力物力

等条件的制约所存在的局限性，将其与实地

调研资料进行相互印证和补充。

3.2  宏观机制健全

3.2.1    完善“市域统筹—属地管理”的传导

机制

侨乡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是一项较为专

业且涉及面很广的工作，政府各职能部门需明

确各自职责，并在不同空间尺度进行有效传

导，全面促进形成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

的侨乡传统村落保护传承体系。以中山市为例：

（1）市域层面，完善管理规范和管理机

构，在既有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传统

村落保护传承工作协调领导小组、专家小组、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对侨乡传统村落实施统

一规划、统一保护、统一管理和定期研究以指

导工作开展。

（2）镇街层面，基本建立属地管理动态机

制，将侨乡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纳入各属地发

展计划中。通过问卷调研（发放问卷共3 500

份，回收有效问卷2 961份）及实地勘察等方

式明确各镇街尤其是环五桂山文化遗产圈层

的镇街保护重点（见图9），并制定镇街保护名

录、保护图集（见图10）；同时，落实各属地管

理职责，制定相应的保护传承目标及近期行动

计划，围绕主题文化特色指导属地开展相应的

侨乡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及与展示利用工作等。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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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探索侨乡传统村落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因此目前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传统村落资金

保障的长效机制建设，主要包括：

（1）设立政府专项资金，加大政府对传统

村落保护传承的引导与财政投入力度[21]，用于

保护规划编制、基础设施提升和人居环境改善

以及文物建筑、历史建筑的保护、修复等工作。

（2）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通过制定政策

法规、税收减免、资金补助、贷款优惠等方式，

多渠道筹措保护修复资金（含村民自筹资金、

企业投资资金、社会资助资金等）[22]。

（3）提供保护专项基金，用于村民自行

修缮房屋的补助或贷款，鼓励小规模、渐进式

的传统民居进行符合规划要求的自修自建。

此外，针对侨乡地区的特殊现状情况，中

山市为解决侨乡传统村落资金筹措问题，还进

行了相关探索创新，主要包括：

（1）提高保护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允

许乡村振兴资金与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保护

区保护专项资金叠加使用，解决村民自负50%

的问题；

（2）制定侨房代管保育利用专项资金管

理方法，解决侨房建筑遗产因产权流散而无法

进行保护修缮及活化利用的问题；

（3）建立侨乡传统村落保护传承专项资

金长效投入机制，明确侨乡传统村落保护传承

的策略项目库及行动计划的编制、实施、监管

流程。

3.3  中观体系构建

3.3.1    建立“重点—一般”两级体系

研究团队与中山市城市更新局（现由市

自然资源局统一领导和管理）共同合作，于

2020年完成对全市900余个自然村落的历史

文化资源情况的摸底工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重点—一般”侨乡传统村落两级体系。具体

认定方法为：在参考《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

体系（试行）》 《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镇、

名村评选办法》等官方传统村落认定办法的

基础上，对各项因子进行逐一评分，并基于多

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方法，得出综合评价分值，

计算公式为：

式中：S表示村落评价认定总得分，wi为

单项评价体系第i项体系的权重，Ai为单项评

价体系i的评分值。

将目前中山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中

国传统村落、广东省传统村落（南朗翠亨村等

8个村落）带入指标体系进行计算，以结果作

为认定标准参照，取值S≥70分为重点传统村

落，50分≤S＜70分为一般传统村落，S＜50

分则未被列入传统村落。根据评分结果，确定

重点传统村落41个、一般传统村落38个，共计

79个侨乡传统村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3.3.2    编制传统村落“一村一则”

在构建“重点—一般”侨乡传统村落两

级体系的基础上，针对79个侨乡传统村落制

定了“一村一则”，明确正面引导要求和负面

清单（见图11）。“一村一则”的制定应充分考

虑侨乡传统村落保护传承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需根据村落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和

完善，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的管控系统而非一个

静态的名录图集。对于“一村一则”的探索，

既有助于推动相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及拓展，同

时也为全国范围内其他侨乡地区传统村落保

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3.4  微观项目实施

3.4.1    明确保护传承主题目标分类

根据上文针对中山市域范围内侨乡传统

村落的认定，本文重点对79个侨乡传统村落

进行探析。既往研究多从空间维度出发对传统

村落进行分类（如村落形态、边界范围、空间

组织等）[23]，针对侨乡地区错综复杂的症结难

点问题，如果局限于物质空间的村落分类，那

么对于村落保护传承实践的指导性和参考性

图10 镇街保护示意图（以南朗为例）
Fig.10  Map of town protection (taking Nanlang as an example)

资料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山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0—203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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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3 传承主题及目标分类

Tab.3  Theme and target classification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村㕅㏁㾮 村㕅㲹䎘 保护传承主㳃 保护传承目⢋ ⫛⢎性村㕅

㏁㾮1
保⫇有Ⱑ㲹的建䑟风ⷒ、传㵔的㪛』方
㬞、多䂚的㘒㯸文化，具有ㅰ高㏛㬘文
化、社会人文、㗡学䄶术等方面的ゼ䐖

㲹㩌提升 㵻㉓ゼ䐖㲹㩌，
构䑟文化⼬心

⫅⽁（㚰㎫）、安㲤（大
䇠）、䇛㚍（三乡）等

㏁㾮2
保㒕有大量䊎䓂㘒㈴䓂，传㵔的㣩乡
村㘒㪛』方㬞䁴续性ㅰ强，社会网㕈
系ㅰ为ⶕ䊴

传㵔䁴续 䁴续㪛』功能，
㎷㼎村㪛』

㚰㎫（㚰㎫）、㒛㵘
（㩔㻋）、北㲉（㚰区）等

㏁㾮3 ㏛㬘文化ゼ䐖㦶㤘㯆㕅、人㈴㪛』
㈔㠘质ㅰ⥏、村㕅发展』力䁰䐹不䔄 创新㏜用 㦻入㻷⫛文化，

实㻷㏛㬘䊺㪛
㒛䁉（㚰㎫）、平Ⰼ（三
乡）、大䇠（大䇠）等

是极为有限的。因此本文从保护传承主题出

发，兼顾空间与社会双重维度，将这些侨乡传

统村落大致分为3类：特色提升类、传统延续

类、创新利用类（见表3）。值得注意的是，这3

种类型与村落之间并非绝对单一的对应关系，

部分村落可能兼具双重甚至多重特征，在研究

过程中应保留一定的弹性。

在对上述3类侨乡传统村落确定保护传

承主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类村落提出细

化的目标要求。针对特色提升类，应加强历史

文化价值特色的挖掘，强调多元化的保护利

用方式，培育资源特色类及文化旅游类产业，

塑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形象。针对

传统延续类，应保留延续居住生活功能，合理

适度利用遗产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相关产业，

持续加强村落建设管理，杜绝避免建设破坏

行为。针对创新利用类，应在保护村落整体格

局和建筑肌理的基础上，开展系统性保护探

索；引入社会资本，融入现代文化要素，创新

产业发展类型。

3.4.2    打造保护传承策略项目平台

通过对不同类型侨乡传统村落保护传承

主题、目标的分析和整理，本文从空间和社会

两个维度总结归纳指导策略实施的项目技术

库，以供不同类型的村落选定适宜自身可持续

保护传承的策略（见表4），不同的保护传承策

略在开展过程中存在重要程度、难易程度和实

施成效的差异。其中：（1）重要程度与政策支

持力度和村落开展力度等因素相关，如传统建

筑活化利用、重点区域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分

区提升等受政策加持且在村落内已自发开展

的项目为重点策略；（2）难易程度与村民接受

度、资金来源、维护难度和施工难度等因素相

关，如名人故居修缮布展、周边交通改线通车、

侨乡特色业态植入等既需要征得村民同意，也

需要政府或外界资金支持，还需要持续养护，

推行难度很大；（3）实施成效与项目类型和项

目规模有关，如面向居民群体的、位于重点区

域的项目成效更为明显。

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问卷数据分析研

究，对中山地区侨乡传统村落保护传承项目技

术库中各策略的重要程度、难易程度和实施成

效进行了评价，以期对其他侨乡传统村落的保

护传承提供一些创新性参考。

3.5  动态实施评估

在实施过程中，从时间维度出发，对中山

地区侨乡传统村落的保护传承策略项目实施

进行可持续影响评估。该评估体系涉及横、纵

两个维度，横向为项目的时间阶段指标体系，

纵向为可持续影响特征指标体系。其中：（1）

横向体系的指标选取应重点考虑项目源的所

有阶段（规划、建设、运营、退役、恢复），以准

确了解整个生命周期（过去、现在、未来）将

产生何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如何影响、何时发

生影响等；（2）纵向体系的指标选取应包括

影响强度、影响类型、影响范围、影响持续性、

影响频率、影响可逆性等。由于可持续影响评

估所涉及的拟议行动、影响预测等环节具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针对侨乡传统村落的

可持续影响评估，应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评估方法。

4 结语

本文基于可持续性视角探析侨乡传统

村落的创新保护传承，这一思路的转变是对

以往侨乡传统村落保护所面临现实困境的一

种反思，既是对于侨乡传统村落保护体系的

提升完善，更是针对国内传统保护思路的历

图11 一村一则示意（以南朗村为例）
Fig.11  Sampl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ing Nanla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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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跨越转型。研究表明：①针对侨乡传统村

落，全然地保护、消极地应对、破坏性拆建都

无法解决其症结难点问题，需探索可持续保

护传承模式；②侨乡传统村落的可持续保护

传承策略体系是从时间—空间—社会3个层

面构建的多维耦合模型，兼顾了物质保护、时

空流动和人本需求；③侨乡传统村落的可持

续保护传承技术路径涉及宏观机制完善—中

观体系构建—微观项目实施，并在实施过程

中进行可持续影响评估；④宏观层面，完善

“市域统筹—属地管理”的传导机制，探索侨

乡传统村落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⑤中观层

面，建立“重点—一般”两级体系，编制传统

村落“一村一则”，探索未取得身份的传统村

落法定化保护形式；⑥微观层面，明确保护传

承主题目标分类，打造保护传承策略项目平

台；⑦实施期间，从时间维度出发，对保护传承

策略项目实施进行可持续影响评估，关注不同

影响所对应的应对措施和后续跟进。然而，本

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由于我国乡镇体系

的特殊性，“传统村落”的行政界定和外延范

围并不清晰，存在行政村、自然村、自然村旧村

等不同类型和规模、不同空间尺度的侨乡传统

村落，其保护传承的要求、目标差异很大，在后

㋪⧷续保护传承⥀略
㬫用传㵔村㕅㏁㾮 䐹要

程Ⱙ
㚲易
程Ⱙ

实㬊
成㾈㲹㩌

提升
传㵔
䁴续

创新
㏜用

空
间
㸍
Ⱙ

䄦
产
⡟
体

点
㣩乡传㵔建䑟整㾿：㘒㈴、䓻哕、㝧Ⳝ等  ᱭ ᱭ Გ Დ Გ
传㵔建䑟』化㏜用：㝊家㭊㸾、㋈⳩㳝、文化等 ᱭ ᱭ  Გ Დ Გ
㘜人㈴㾿㩪布展 ᱭ ᱭ ᱭ Ბ Გ Დ

㼀
传㵔ㅷ㼐风貌整䐯：㾿㩪、整㾿、ⶕ䊎等  ᱭ ᱭ Გ Დ Გ
䐹点ㅷ景提升㑢化 ᱭ ᱭ  Დ Დ Დ
㒌㚰水ㅷ优化提升 ᱭ ᱭ  Ბ Დ Დ

面 䐹点区域㈔整䐯：入㋻广⧂、㏛㬘公园等 ᱭ ᱭ  Გ Დ Გ
⢋㬗展㬟系㵔完善 ᱭ ᱭ  Გ Დ Გ

域 整体空间ⷒ局优化  ᱭ ᱭ Ბ Გ Ბ
㩞水㈔优化提升 ᱭ   Დ Გ Ბ

䐽
⢀
影
响

㈔ 䐽⢀㩞水㈔提升：⼴䇠䐯理、滨水公园、㔭化升级等 ᱭ ᱭ ᱭ Დ Გ Ბ
交通 䐽⢀交通㈔提升：改㼀、通⧖等 ᱭ ᱭ ᱭ Გ Გ Გ
设㬊 䐽⢀设㬊㞅套提升：临㬒㵄⧖、㬔㯿等 ᱭ ᱭ ᱭ Გ Გ Დ

社
会
㸍
Ⱙ

多
䊋
主
体

㈴
䓂
䎀

〚⪂设㬊区提升：三㼀、㼜ⳡ、㸡等 ᱭ ᱭ ᱭ Გ Დ Გ
㞅套设㬊更新完善：市⧂、㤓⧂、公⤿等  ᱭ ᱭ Გ Დ Გ
公共』Ⱀ中心建设：㑻㏐中心、公共㋮㳝、家风学㲤等  ᱭ ᱭ Დ Ბ Დ
㬫㎰化改造提升：䋗设㎰人』Ⱀ㬳、㎰人Ⳛ㲤等  ᱭ ᱭ Დ Ბ Დ
ⱚ㵐䇲⼤改造提升：䋗设ⱚ㵐㬳外』Ⱀ⧂地、ⱚ㵐㤓⧂等  ᱭ ᱭ Დ Ბ Დ
㳐园公园优化提升：㳐园䍜⭡、观景㲉、主㳃㈧⮋等 ᱭ  ᱭ Ბ Ბ Დ

⪴
业
䎀

㣩乡㲹㩌业㲍䐓入：䊢⤬㯞⨙、㚰䂔㘒㯿、大㬇工作㬳等 ᱭ  ᱭ Გ Დ Გ

㵔一䍱䔃平㲉打造 ᱭ   Დ Ბ Გ
体
验
䎀

㔤䇯设㬊建设完善：䇯㋮服务中心、公⤿、㵄⧖、⢋㬗等 ᱭ   Გ Ბ Გ

䇇を交通体系构建 ᱭ ᱭ ᱭ Დ Დ Ბ

Ⱀ
㲍
实
㬊

业㲍
提升

文化业㲍䍝⡩提高：文化体验、文化䄶术、文化创䅃等 ᱭ   Დ Დ Ბ
业㲍规㚄合理䅞⭝：㒄㬼、⤮䅜、㘒㯿等 ᱭ  ᱭ Გ Დ Დ
⳨䄦保护传承加强：㬶ゐ、整理、展㬟等 ᱭ ᱭ ᱭ Გ Დ Დ

社会
⤯与

传㵔村㕅㿜传⡉⭡：㣩乡文化、㣩乡事、⿋㣩㘜人等 ᱭ ᱭ ᱭ Დ Ბ Გ
传㵔村㕅主㳃』Ⱀ ᱭ ᱭ ᱭ Დ Ბ Გ

㦶⧄
チ管 䐽㠻性チ⥃与㠡：チ⥃体系、チ控设备、㠡㾂䔊等 ᱭ ᱭ ᱭ Დ Დ Დ

产㦉
㲞㰘 㣩Ⳡ建䑟产㦉协⮘：䓋䄧、交易、协⮘等 ᱭ ᱭ ᱭ Გ Გ Ბ

注：ᱭ代表适用， Ბ代表程度弱， Დ代表程度中， Გ代表程度强。

表4 保护传承策略项目技术库

Tab.4  Technology bank for the project of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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