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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传统村落的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 

黄智凯  张素娟 

（湘南学院，湖南  郴州  423000）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城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郴州市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遭

到破坏，文化遗产逐渐丢失，人为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导致这些传统村落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在借鉴国内外相关

经验的基础上，从规划建设的可持续性、传统村落保护的整体性、保护与发展低于特色等方面提出传统村落巢湖与

发展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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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郴州市传统村落的历史分布 

郴州位于湖南省南面，地处在五岭之中，是一座具有 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自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郴

州一带设置郴县，郴州便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历史。历代文人墨客都在郴州留下了诗词典故，如韩愈的《叉鱼招张功曹》 、

杜甫的《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 、宋之问《桂阳三日述怀》 等；而由于郴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远离中原，也吸引了众

多家族迁徙至此，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也逐渐形成了众多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 

目前郴州市共有 49个历史文化名村，其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1个，即永兴县板梁村；中国传统古村落 8个：永兴县板

梁村、桂阳县庙下村、龙潭镇魏家村、太和镇地界村、练塘镇大湾村、荷叶塘镇上王家村、汝城县外沙村、宜章县腊元村。 

2 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特征及建筑表现 

郴州地处丘陵地带，冬暖夏凉、四季分明、空气湿润、植被丰富、山清水秀、风光秀丽。特殊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

境决定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内容，复杂多样的人群构成决定了生活理念上的差异，也使得郴州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了一个

多元的文化构成体：农耕文化、以商贸文化（茶、盐）、客家文化（瑶族、土家族、畲族等）。鲜明的文化特色在传统村落的

古建筑中都有鲜明的表现。 

湘南地区尊崇神灵敬祭先祖的宗教信仰、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崇尚耕读文化的传统观念和聚族而居的宗族礼治，都深刻

的影响着湘南的建筑形式。村落在选址上择优而居，讲究相宅风水学的运用；强调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人居环境，通过山势水

脉的形式来庇佑宗族的兴旺。在整体布局上，讲究“天地人和”，强调礼仪秩序，礼别尊卑，辨长幼，显贵贱；在建筑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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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儒家经典的“中和”思想，要求宜人舒适的空间安尺度，遵循传统而非标新立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古朴的建

筑形式，展现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亲善友睦的传统文化理念及审美观念。 

自秦汉以来郴州就是中原通往岭南的重要通道，商业贸易的发展给郴州带来了大量的商客，促进了各种文明在郴州的相互

交融，使得郴州地区的古建筑带有秦、楚、越、瑶族等多种文化的烙印。人们依附环境、利用环境，寄居在青山绿水的自然环

境中，通过商业交换补充生活使这里的民居在纯朴中更有一种智慧的底蕴。在平川、山地、河边，村民们择优而居就地取材，

多以青砖、青石、竹板房、吊脚楼、三四进院落为主体（见图 1 和图 2 ）。 

 

东南地区传统村落的建设受客家文化、南粤文化的深刻影响。为了保证部族的安全与稳定，村落的建筑一般都设计为一个

整体，如在湘南地区的典型建筑客家围屋，就是兼家、堡、祠堂合一的大体量建筑群。一般为土木结构，风火同墙，内部建筑

结构完备、设施齐全。又如继承了客家汉代中原一代大庄园主的典型住宅形式坞堡，其保存着建筑防御性功能。坞堡一般背靠

青山，全以石砌高墙围合，幢与幢之间以行廊连接，全村只有一条朝门进出。围屋、坞堡的村落建筑形式突出体现了当地人民

的生活习惯和理念，同时也凝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聚落形式，成为湘南地区的一个传统文化符号。 

3 传统村落面临的问题 

3 . 1 空间形态的破坏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的生活，盲目的城镇化。整齐划一的新村、统一格调的仿古建筑；规划出新村，对

居民进行集中安置；拆除旧村的老式建筑，而新建大量的仿古建筑，发展乡村旅游。这种新农村建设让人仿佛置身于现代化新

型村镇。虽然这种建设模式在短期内极大的改善了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与生活条件，但是同时也破坏了村落的整体风貌格局，

而古村落中富含传统文化内涵的老街古巷、传统建筑在建设过程中遭到严重损毁。失去了历史文化载体的这些传统建筑，传统

村落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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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文化遗产的丢失 

目前对于古村落的保护与建设，人们往往注重湘南特色的建筑、历史遗迹等物质层面上的保护与研究，而对于精神层面的

非物质文化层面的保护开发则涉及较少，缺乏对古村落民居的思想观念、乡土风俗等研究。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对原来生活

过的古村落逐渐疏远，而那些体现本土文化内涵的乡土人情、风俗习惯、传统手工艺等由于缺少传承而逐渐消亡。在整个古村

落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利益的发展，而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走到传统古村落中，看到的只有老

人与小孩，和废弃破败的老宅；空荡荡的古村中，没有一丝生活的气息；古老的手工业、传统的民俗风情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也

逐渐消逝。没有了文化的传承，传统村落也就失去了灵魂（见图 4 ）。 

 

3 . 3 盲目的利益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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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开发为村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过度的开发同样也对古村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建设中缺少整体规划而破坏

了古村落的原真性；由于缺乏政策与引导，村民为了自身利益在住宅改造建设中较为混乱，有的为了追求新潮改变建筑外观、

使用新式材料，甚至新建了欧式洋房，从而严重破坏了民居建筑的历史统一性，影响古村落整体风貌；大量游客的涌入导致古

村落环境压力增大，在参与住宿、餐饮、娱乐等项目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质，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由于环境的

承载力有限，再加上这些生活垃圾处理不当，从而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大量外来人口的

进入破坏了本土文化的生存环境。外来人口进入古村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仅仅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对于古村落的保护关注参

与不够。而且外来人口的进入也挤占了原住民的生活、工作空间，使得大量原住民被迫迁出古村，进而导致古村落脱离了其原

本的文化特色及内涵。 

4 解决问题的立意及步骤 

4 . 1 规划建设的可持续性 

合理的规划与建设有利于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更能使古村落得到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在规划与建设中，对于这些历

史文化遗产要做好科学的规划，记录每一个细节，要保护好每一座有价值的古建筑、古街道、古树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研究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与内涵，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加载过程与加载方式，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手法，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去，重点培养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良性发展与传承的基础上，传统村落才能有着持续的生命力。 

4 . 2 传统村落保护的整体性 

湘南传统村落是湘南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其中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如民居建筑、祠堂、戏台、牌坊等，也有许

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湘南民居木雕、永兴大布江拼布绣、昆曲等民间手工技艺民俗文化等。这两种文化是缺一不可、相互依

存，是湘南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完整地、全面的加以保护。 

就单个传统村落而言，应该整体保护古村落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空间尺度，以及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保

持其外在形式的完整性与原生态性。同时也要传承保护延续整个村落的传统文化特色、民俗风情。 

着眼于整个郴州市的传统村落，为了适应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提高古村落群整体实力与影响力，要求实施古村落群的

区域整体保护策略。强调宏观层面的区域整体空间规划，对古村落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布

局，重点突出古村落发展的地方特色。 

4 . 3 保护与发展地域特色 

依托传统村落的资源优势，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第三产业。郴州市的传统村落应该把当地的土地资源与先进的种植技艺有机

结合起来，培育出具有湘南本土风味的传统产品，发展具有湘南传统的优质农副产品，进而建立起可持续发展且具有地方特色

的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模式，如桂阳的烤烟、永兴的冰糖橙。 

恢复传统村落的整体格局、湘南风格建筑、地域文化传统、湘南特色的农副产品、地方民俗节庆活动等，如香火龙、花鼓

戏、客家采茶调、药王节等，同时与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组合，通过乡村旅游来促进发展地方特色农副产品，实现农业和旅游

业的有机结合，开辟出一条符合郴州传统村落特点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新道路。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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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曾经说过：“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载体，不能消一亡”。传统村落体现着当地的传统文化、建筑艺术，反映

这村落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每一座传统村落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向人们展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

传统文化精髓。传统村落的保护，需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科学合理的规划强调传统村落发展的可持续性，实施

古村落群的区域整体保护策略，依托资源优势强化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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