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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召开了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形成了
《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和发展的建议》（即《贵阳建议》）。 



1、鉴于村落文化景观的性质和特征，我们倡导保护村落文化景观，应当注重保

护村落赖以生存的田地、山林、川泽及其生态环境，保护村落的居住环境，保护

村落文化记忆，保持村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实现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

历史和现时的整体保护。 

    2、鉴于村落文化景观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仍然在继续发展和

不断变化，我们倡导尊重村落文化景观的演变特性，延续村落的文化脉络，维护

现代社会文化多样性。 

    3、鉴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和发展的复杂性，我们倡导政府在政策导向、法

律体系构建、技术保障与资金筹措、资源整合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引导。村民是村

落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护的主要力量，重视村落发展诉求，维护村落文

化景观发展途径的多样性。 

1 《贵阳建议》2008 
村落文化景观 

Cultural Landscape of Village 



2         价值认识   Understanding of Value  

1.  社区的集体价值 Collectivism Value of Community 
 
 乡村社区是乡村文化景观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价值认识 

2.  村民的个体价值      Individual Values of Villagers 
 
     村民是乡村文化的主体。 











 



        价值认识 

 

 
3.  区域的资源价值   Resource Value of Region 
 
      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不仅仅是村落和社区，应

包括周边的自然资源和城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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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扪侗寨 



        价值认识 

 

 
4.   村落的生活价值   Living Values of Village 
 
      村落宜居化的重点是民居的宜居化。 









活态属性 

Living 
Heritage 

•  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生长与变化是其活力所在，是当代依然
充满活力的遗产。 

•  是一个时刻进行生产与生活活动的场所，承载着村民及村民创造的丰
富的文化、生活事项。 

挑战  Challenge---- 变化 Changing 

3         困境再认识 Recognition of  Challenges 



1、 传统民居改造 

  

  

小黄村的现代砖房 

堂安村民居被随意改造 

2、 新民居建设 

  

堂安民居改扩建原因统计 





•自上而下 
 

•村民被动接受 
 

•村民等、靠、要 
 







贵州地扪：村民在自家承包地中建造住房 

3.  村落扩展与新民居布局 

 满足村民的建房需求 



  

•规模化，商业化，点状景点 
 

 
•社区会分化吗？ 
•村寨农业生产性机制会被损坏吗？ 
•田园景观会消失吗？ 
•传统文化会被商业异化吗？ 
 

  

  

景区打造 

村民与外来人员经商 

商业化的旅游项目 

4.  乡村遗产旅游的风险 





破坏性建设 

贵州肇兴 







丹寨石桥项目启动村民代表大会

  
 

 
 

贞丰纳蝉村民看社区组织名单公示

  
 

 
 

在丹寨石桥开展村民培训  
 

 
 

1. 社区参与是保护乡村遗产的基本路径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4      路径建议       Suggestions 





村民参与博物馆管理、就业，参与讨论
社区发展，共享博物馆部分资源 

2. 鼓励“乡村精英”与村民共同建立新的机制 

   Rural Elite with Villager基本策略 



组织村民开
展 
传统造纸、
纺织、 
酿酒和种茶 



当地产品限量\ 限制进入市场 



与业主协商后的修缮结果 

3. 引导村民采用适宜的措施实现宜居化 

  Guidance  and Practice 



贵州地扪：与社区共同选定的建房布局 

“新居定点”规划 
 

 满足村民个体化的建房需求是保护村落景
观的积极性策略 







贵州堂安：乡村生态博物馆 















地捫侗族人的生產生活·放牛遛鳥的村民 

借助参与式乡村遗产保护路径，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5 目标   Obi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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