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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景观表达 

——以舟山群岛为例 

苗振龙，李碧翔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 

[摘 要] 为改变现存古村落逐渐衰落、普遍呈现出空心化的现状，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出发，并结合海岛地域特

色，采用“景观基因法”研究海岛传统村落文化基因景观表达形式，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表达载体展开分

析。通过对舟山群岛新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提炼，提出适合海岛地域特色的传统村落保护策略和景观改造路径，

为尽早实现“两美浙江”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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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乡村的灵魂，各地传统村落景观之所以千差万别、迥然不同，究其根本在于影响传统村落的景观表达的文化基

因不同。传统村落景观表现是特定区域人地关系和地域系统不断协调的产物，面对海岛传统村落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对文

化基因的景观表达所产生的问题，要加强对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民俗风情村落、传统建筑村落和自然生态村落的修缮与保护力度。

从历史、现实、发展的角度而言，妥善处理好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留住历史记忆，既是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又

是彰显美丽群岛新区地方特色的需要，同样也是改善渔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需要。 

1 引言 

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加快，加强对海岛传统村落文化基因价值的保护与景观基因的利用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标志，传统村落蕴含丰富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景观。作为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

岛传统村落彰显了美丽海岛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传统村落正面临着难以扭转的“文化丧失”困局：传统建筑寿终正寝，全面铺

开的新建建筑在布局、形式及尺度上与传统村落整体环境和愈发改善的生活格格不入，传统村落在城乡转型中消失殆尽。以“文

化基因”为出发点，结合“景观基因法”对传统村落进行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通过对群岛新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提炼，

结合海岛地域特色，探讨传统村落文化基因内生的特有形态，完善对文化基因的的科学认知。创新研究体系，提出适合海岛地

域特色的传统村落保护策略和景观改造路径，为尽早实现“两美浙江”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用海岛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之不足来科学指导未来实践工作。 

                                                        

 [收稿日期]2016-08-24 

[作者简介] 苗振龙（1990—），男，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管理；李碧翔（1991—），男，浙

江舟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渔业经济。 



 

 2 

2 海岛传统村落的相关理论 

2.1 海岛传统村落的界定 

海岛作为广袤海洋的一种空间载体及海洋国土的重要成分，因所处海域的复杂因素的作用而形成诸多特殊区域。传统村落

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 

海岛传统村落是海岛的物化景观表达形式，是海岛地区人地关系和地域系统不断协调的产物，浓缩了海洋特色、海岛文明、

海岛风俗及海岛价值，是海洋区域自我发展完善的源动力。海岛传统村落是以耕海牧鱼为主的海洋风俗人文景观，较好传承了

特定时期较完整的建筑及环境风貌，富含浓郁、淳朴的渔民气息，彰显博大精深的海岛文化底蕴的村落。 

2.2 海岛传统村落的特征 

因海岛面积狭小，被海水阻隔，交通不便，呈现自闭型的发展态势。局限于特定的环境，逐渐演变为一个稳定的固态文化

空间。海岛传统村落或以渔业捕捞为主，或为遵从传统风水观念或为躲避灾害求得安宁为由，导致空间布局截然不同。同样受

限于海岛文化的影响，海岛传统村落形成了有别于陆域的家族聚落的空间结构，城居理学模式并不多见。海岛传统村落因其依

海而建、就海取材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其空间聚落组成中生产性空间远小于陆域传统村落。 

2.3 文化基因的景观表达的一般理论 

“文化基因”即文化“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一种文化传承单元。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景观表达则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

的遗传、变异和选择的外在物化的体现。文化基因的景观表达从形式上可划分为显性基因（即物质文化）和隐性基因（即非物

质文化）两种。 

传统村落景观以其浓郁的地域特色，高度概括与抽象地展示了地区的文化特质与客观物质世界。目前，传统村落文化基因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域文化、建筑文化和聚落形态。地域文化主要涉及风水环境、图腾崇拜、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装饰图案

结构及饮食文化等。建筑文化代表了一种文化类型，是建筑为社会所创造的总的生活情境与生活模式的人文写照，主要涉及乡

土建筑的建造模式、建筑原型与色彩、建造哲学及建造流程等。聚落形态的形成与演化往往受制于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作用而形

成较大反差。主要涉及用地状况、建筑形态、人口规模等，聚落的特有形态通常是由各种力量长期博弈的结果。 

3 海岛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景观表达 

3.1 舟山群岛传统村落现状 

作为中国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之一的舟山，群岛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较好地保

存着域内各具特色的传统村落。天人合一的人地和谐观贯穿传统村落的营建整个过程，合理利用原生态自然环境，具有依山、

傍海互融共生的层次感和序列感。舟山群岛传统村落从以石材木料为主建筑外观到古老而富含海洋特色的内部陈设，以及梯航

泛舟的生活方式都较好地保留着传统渔农村的特色。 

海岛传统村落文化基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显性基因即物质文化，主要包括建筑遗存、历史文物、生产工具、服饰文化、

各类文物的综合体以及乡村与城市遗址等；隐性基因即非物质文化，主要包括海岛音乐、礼仪习俗、岁时节令、民间的文学、

祭司活动、舞蹈及宗教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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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舟山群岛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景观表达 

3.2.1 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指凝集着人类的生产生活状态、思想水平的物质过程及其衍生物质的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文化。

包括建筑遗存、历史文物、生产工具、服饰文化、各类文物的综合体以及乡村与城市遗址等，是文化要素或者文化景观的物化

过程。 

作为海洋文化的桥头堡，舟山堪称海洋文化的活化石。舟山海岛多以石屋和渔舍著称，石头镌刻而成的窗花也成为一种海

岛文化的象征。饮食以海产品为主，素有“食鱼偏咸”的说法，因常年出海打渔，渔酒文化也融入到海岛生活的方方面面。受

每年四次渔汛的影响，舟山的渔事活动与传统农耕保持相同的步调。作为国内最大渔业捕捞区，舟山流传着众多的捕捞方式，

古老渔法作业方式以其悠久的历史闻名海内外。渔民日常着装以大襟衫、笼裤、布褴三种极具海岛渔文化特色的服饰为主，既

可便于渔业劳作，又有储藏收纳功效，可以很好的适应日常生活所需。 

截至2015 年底，舟山市现有传统村落33 个。其中民俗风情村落共9 个：叉河村、里钓山、西岙、杜庄、大石头村、中山、

莲花、南沙、司基村；传统建筑村落共19 个：柳行、马岙、光华、后岸、大鹏、东福山、横街、东极、前山、东沙、双合、倭

井潭、秀北村、石马岙、青沙、大王村、灯塔村（花鸟社区）、峙岙、后头湾；自然生态村共5 个：金山、紫薇、里岙、田岙、

龙泉。 

3.2.2 非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艺术审美价值，主要依附于人类的

代代相承得以延续留存下来。作为人类“活态”文明的延续，被深深地烙上了民族的印记。非物质文化主要包括海岛音乐、礼

仪习俗、岁时节令、民间的文学、祭司活动、舞蹈、曲艺、节日活动、宗教信仰及知识体系等。 

海岛作为海洋文化的载体，穿梭于其中的非物质文化被深深地烙上了渔文化的烙印。海岛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开阔的作

业环境、特殊的交流形式，造就了海岛独特的语言结构及音乐形式。舟山锣鼓及螺号深刻反映了舟山悠久的渔文化历史。旧时

舟山居民以捕捞业为营生，为提高行动的效率，保证团队的整体协调性，渔民号子便应运而生。随着时代的变化，渔民号子经

过老一代艺人或老船工的精心编排，逐渐成为一种活跃于生活之中的音乐形式。以舟山地域文化为核心的形式多样的渔事活动，

如赶海节、开洋节等与渔汛保持密切关系，跳蚤舞与翁洲走书等一系列非物质传统文化逐渐为世人所知晓。随着木质帆船逐渐

淡出人民的视野，木质帆船加工制造工艺演变为一种传统技艺而保留下来。而作为佛教文化圣地，海岛宗教信仰也有着浓厚的

渔文化印记，呈现出“海岛处处供观音，观音信仰说不尽”佛文化现象。 

3.3 海岛传统村落保护的建议 

一是一步规划和分步实施结合。对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规划，要一步到位，并与村庄建设规划相衔接。抢救性保护和日

常管理。与农户签订古民居保护责任书，做好产权界定、防火防水、制止原拆原建。 

二是古民居单体保护和村庄整体风貌保护结合。古村落保护规划应与古民居的整体风貌相协调。古村落或古建筑群周边的

现代建筑应予改建或拆除。不仅要保护现存的古民居，也要保护文物遗址。古建筑的修缮、增添的用房、设施，都要与古建筑

相适应。 

三是文物保护和非文物保护结合。古民居价值较大的要尽力争取成为文保单位，可以得到法律保护和政府资金支持。对非

文物古民居或暂时没有认定为文物的建筑物，要以村民代表大会形成村规民约加以约束，不能放任自流，随意毁坏。 

四是保护和开发结合。保护是基础，开发是目的。保护古村落，是为了求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要以古村落为基础，

加快特色旅游文化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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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疏堵结合。坚决执行“一户一宅”原则，切实制止乱拆乱建行为。对于农户要求腾空旧房建造新房的，要积极创造条

件给予安置新地基，旧房由村集体收购，或与其他农户置换。切实解决古民居内的排污排水、卫生改厕等实际问题。 

六是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相结合。地方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以增加渔农民利益为核心，让其参与到责权共担、效益共享

的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之中，协调处理传统村落与渔农村的关系，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与利用。 

七是静态保护与动态传承相互结合。以构建新文化生态为核心，建立海洋资源库，让海洋文化以多种形式展现在群众面前，

以活动促传承。 

八是法律法规制度相结合。舟山群岛新区应立足海岛传统村落的现状及国内外有益经验，制定适合本地的传统村落保护与

开发的针对性强的地域性政策法规与条例。 

4 结论 

村落作为中华传统农耕文明的载体，承载了一个地域独有的人文气息与社会风貌。海岛传统村落作为海洋文明的物质载体，

更是凝聚了海洋文明的独有的空间结构。民居作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的物化形式，其景观表达的层次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

呈现较大差异。在今后的实践中，贯穿原真性原则，深挖海岛渔文化特色，在传统村落的基础上打造一批精品海岛古建筑村落、

海岛民俗风情村落、海岛自然生态村落，为舟山群岛打造美丽乡村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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