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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历史悠久，拥有独具地方特色的“湖湘文化”。古村镇是“湖湘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

文化内涵及重大的科学、经济价值。选取30 个已经公布的国家或湖南省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为研究对象，以景观基

因的理念为切入点，立足古村镇的抽象文化符号和物质景观元素，分析湖南省古村镇景观基因的特点；并通过对其

上述文化特质的把握，提出湖南省古村镇的保护价值。 

【关键词】古村镇；景观基因；文化特质；保护价值；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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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镇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她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下，经过一代代人的实践、探索、沉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生

态型聚落，能够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是一种承载

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景观。从景观基因的角度对目前尚存的古村镇深入“解剖”其文化元素（基因），提取其特征文化符号，

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和生态意义，对于指导湖南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新农村建设，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

义。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对湖南省内的古村镇从景观保护[1- 2]、旅游开发[3- 5]、建筑技术[6- 7]、生态美学[8]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研究，

但很少有人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关注古村镇这种文化景观背后的“文化意义”，本文以湖南省30 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为研究对

象，以景观基因的理念为切入点，从抽象文化符号、外在景观要素这两种景观基因的表现形式出发，分析湖南省古村镇的文化

特质及其保护价值。 

1 湖南省古村镇的分布特征 

湖南省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理环境多样、多种文化交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古村镇，其中一部分历经岁月洗礼，目前

保存较为完好。这些富有传统特色、地域特色或民族特色的古村镇，从聚落格局、建筑形制与历史风貌等方面体现了传统社会

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是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资源。由于湖南省境内分布着众多的古村镇，目前系统普查

尚未完成，因此我们只选取已经公布的国家或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为例（表1），其总体分布特征如下：①湘中、湘南地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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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分布最多（图1），占湖南省古村镇总数的60%。主要原因是以丘陵为主的地形的阻挡，受现代文明冲击较小或延迟，有利

于古村镇的保护；贬谪文化历史悠久，尤以永州最甚，文化景观丰富。②湘西地区古村镇分布次之，主要原因是以山地为主的

地形，地势险要，与外界交流较小，现代文化的迁移较为缓慢，有利于古村镇的保存；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独特，有利于

古村镇的留存。③湘东、湘北地区古村镇分布较少，原因是该区地形以平原为主，城市化进程对乡村聚落的破坏较大，许多原

有古村镇随着城市的扩展而逐渐消失；该区古村镇历史上多为交通型和商贸型，随着水路交通的没落而逐渐衰败；湘东地区虽

有部分山地，但纵深不够，因而保存下来的古村镇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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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南省古村镇景观基因特点 

基因就是存储着一定遗传信息的基本单元，对于地学基因来说，它实际上就是“地学对象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具体到聚

落景观，景观基因则是指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即某种代代传承的区别于其它文化景观的特征文化因子，它对某种文化景

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反过来，它也是识别这种文化景观的特征因子[9]。文化基因的研究对于识别区域文化景观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概括来说，它可以分为抽象文化符号和物质景观元素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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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古村镇景观基因中的抽象文化符号 

2.1.1 不同民族的原始图腾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世居人口较多的有11 个，其中有浓厚民族气息的古村镇主要分布地域大致为：土家、苗、侗族

主要聚居地为大湘西地区（含邵阳市西部），瑶族主要聚居地为湘南地区的江华、江永、道县、新田、双牌等县市。在这些少

数民族聚居区，仍然盛行着各种原始崇拜，表现为最具早期特征的文化基因———图腾。 

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图腾，甚至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都会有不同的原始崇拜，这些图腾文化体现在建筑中，也反映在服

饰上，这些文化符号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和相当的辨识度。 

2.1.1.1 邵阳市的寨市镇、大园村为典型的苗族古寨，湘西州的浦市镇则为苗族土家族皆有的古村镇。而苗族的古三苗的

民族图腾是枫树，部落图腾有蝴蝶、水牛、野猪、蛇、犀牛和犬，氏族图腾有猴和鱼等[10]。如表2 所示，正中间为“蝴蝶”，

左上角为“竹”，右上角为“枫树”，左下角为“鱼”组成的动物，右下角为“水牛”。在大园古苗寨的堂屋中，可以看见神

龛旁挂有牛角，村中人认其为神灵之物，外人不能随便动它，否则无灾便有祸。打猎时，牛角号低鸣，鼓乐齐响，以此拉开祭

拜梅山的序幕。苗家姑娘头上大大小小的各式银角、木梳,也是对牛角的一种模拟。此外，在苗寨建筑的局部装饰中也随处可见

“牛”的符号。 

2.1.1.2 湘西州的芙蓉镇（王村）、里耶镇、边城镇（茶峒）是具有独特的土家族风貌的古镇。土家族视“白虎”为其祖

先和图腾崇拜（表 2），因此民间习俗与祭祀活动中，很多地方也与崇虎有关。建造房屋时，要在门柱上雕刻虎头吞口，用以驱

邪镇魔；跳摆手舞时，要把老虎皮供奉在摆手堂上作为祭祀，纪念八部大王；有的地方，在自家堂屋的神龛上，供奉木雕的白

虎或白虎牌位，并称之为座堂白虎。种种这般，均可窥见远古文化遗存在建筑中的余波。服饰上，在土家织锦中，有一种虎头

纹样，土家姑娘称它为“台台虎”或“台台花”。虎头为正平面造型，虎眼正视，虎鼻粗阔，毛发四射，颇有威严。 

 

2.1.1.3 怀化市会同县的高椅村是具有宗族特色及浓郁侗家风格的古村落。在这个宗族聚落中，85%以上的人姓杨，是南宋

诰封威远侯杨思远的后裔，且都为侗族。侗族的图腾为“鼓楼”，而杨姓也有自身的图腾（表3）。从侗族的建筑风格来看：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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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鼓楼，外形像宝塔，全靠16 根杉木柱支撑（表2）。楼内底层宽阔平整，楼的尖顶处，筑有宝葫芦或千年鹤，象征寨子吉祥

平安。楼檐角突出起翘，给人以玲珑雅致，如飞似跃之感。 

2.1.2 姓氏特色与宗族观念 

在古村落的景观基因特点中，以单一姓氏聚居及深厚宗族观念是其又一文化特质。事实上，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进而到

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在历史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宗族文化影响下，很多古村镇的布局、建筑上呈现的图案

都会体现出长幼有序、“兴门第不如兴学弟，振书生然后振家声”、“学而优则仕”等光耀门楣的宗族观念。 

湘南地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生存空间相对狭窄，信息闭塞，因此形成了许多以单一姓氏聚居为主的居住模式，一个村庄

的居民基本同姓同宗。这类古村镇的村民宗族观念很强，为了体现尊卑秩序，一般按谱排行；为了凝聚人心，全村共建宗祠，

或称为家庙。宗祠用以设置神龛，祭祀祖先，或供家族聚集议事，或作私塾学堂，或用于娱乐庆典等。如永州市道县楼田村“濂

溪故里”，它是宋代伟大的思想家、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出生地，现有修葺一新的濂溪宗祠，仍用以祭祀祖先，家族议事等；

又如道县东门村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故里，家庙建设得气势荡然、富丽堂皇。有进士楼、将军第等许多宗祠，楹联匾额众多，

均显示出何氏后人的才干与家道的兴旺；此外，在 30 个历史文化名村（镇）中，以同一姓氏宗族发展起来的古村镇主要分布于

湘中南地区。其姓氏图腾承载着同族人长久积淀的宗族文化，反映在建筑布局以及宗祠、雕刻，楹联等具体景观要素上（表 3）。 

 

2.1.3 古老的傩文化 

傩文化是古代中国农耕民族为了祭祀农神———傩神而创造出来的原始文化，是指导人们思想言行的一种“意识形态”。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的农耕民族是神鸟的崇拜者，“傩文化”也就是“鸾文化”或者说“凤文化”；从生产的角

度来说，由于古代中国的农耕民族最早种植的是糯稻，所以“傩文化”也就是“糯文化”。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最早

的农耕定居点及傩文化的发祥地，是集中在过去被人称为蛮荒之地的湘西南部的古黔中地，也就是说依附农耕文化生存的傩文

化，发祥于湖南。 

“傩文化”是因祭祀神雀而产生出的一系列“凤文化”。凤文化不同于游牧民族的龙文化，它的基因是稻作文化或农耕文

化，以精耕细作、善于改进和发明技术为最大特征[11]。所以，凤鸟一直在这种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凤鸟就是我们常说的“凤

凰”，凤凰属火，又与太阳相连，所以又叫“太阳鸟”，许多民族都有太阳鸟的图案，只是具体造型因各民族不同文化有所差

异。这些图案体现在古建筑的雕刻艺术当中，或者出现在民族服饰中，也渗透在当地居民的祭祀活动中。 

中国著名的傩文化研究学者林和认为：傩文化是中国原始时代的意识形态，它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根，更是中华文明的文化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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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古村镇景观基因中的物质景观元素 

聚落景观基因的物质景观元素具有多层次性，可以是村镇的形态轮廓与分布格局（宏观），也可以是聚落当中的标志性建

筑（中观），还可以是具体的建筑构件（微观），这里仅就其标志性景观要素和古村镇景观的主体———传统民居的景观基因

特征作一简要分析。 

2.2.1 古村镇建筑景观的典型标识———吊脚楼。吊脚楼是一种适应湘西湿润气候的设计手法和生态策略[12]。湘西山地地

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潮湿，森林密布。为减少对耕地资源的占用，当地人将房屋建于山坡，适应山区和河岸陡坎陡坡的

复杂地形，通过下架于山坡的吊脚木柱支撑起楼板，通过屋架垂下的吊柱承住走廊，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很好地解决了用地

紧张的问题，使房屋可以不拘山势，如同自然生长出的一般，突出于山坡甚至峭壁之上，利于采光和通风。由于建筑底层架空，

还解决了地面潮湿问题，达到了防止虫蛇猛兽等野生动物侵袭的目的，也减少了对山体植被的破坏。 

2.2.1.1 小天井。天井在湘西地区很常见，天井的采用丰富了建筑空间，有利于自然采光、通风和排水，为居民提供夏季

纳凉的良好场所，同时，冬季还能起到保温作用。不同于北方院落，湘西的天井尺度较小，这适应于湘西特有气候。湘西气候

潮湿，散热缓慢，院落空间开口越小，房屋的暴露面就越少，避免了阳光直射，同时抽风效果也越显著，提高了隔热和通风的

效果[6]。 

2.2.1.2 大出挑屋檐。湘西传统建筑中多采用大出挑屋檐，这是其建筑的一大特色。通常南方穿斗式民居屋檐只出挑一步，

而湘西民居出挑可达两步，出挑深度超过1.5m，甚至接近2m，有的因为挑檐过大而加立柱做成檐廊。大出挑屋檐不仅为人们的

各种活动提供舒适的室外宽廊空间，还适应了湘西山区气候条件，作为一个室内外环境的缓冲地带，避免室内气温随室外变化

过大。在炎热多雨的夏季，大屋檐如一把大伞，将炎炎烈日、倾盆大雨挡在屋外；而在寒冷的冬季，大屋檐又像一道屏障，抵

御住大风和冰雪，保护人们不受侵袭。 

2.2.1.3 干栏造型，跃层立面。由于受到地形限制，湘西山地建筑往往开间、进深不大，而向空中发展，形成跃层竖向空

间组合。跃层适应地形，创造出丰富的建筑内部空间形态，提高空间利用率，避免房屋密集地区的建筑之间遮挡的问题。将主

要居室和活动空间布置在上层，既避免潮湿，又有良好的采光通风条件；而厨房、厕所、牲口圈等则布置在底层。空间上下连

通，气流上下流通，改善室内通风条件。 

2.2.2 传统民居景观基因特征。湖南省古村镇主要分布于湘中南和湘西地区，这里古民居渗透或承载着厚重的中国传统文

化：“居中方正”的审美心理，前堂后室的功能布局，四代同堂的居住模式，尊卑有序的居室分配，崇祖祀神的精神生活，寓

意吉祥的建筑装饰等等。刘沛林认为传统民居的景观要素构成，可分解为六个方面：屋顶造型、山墙（马头墙）造型、屋脸形

式、平面结构、局部装饰、建筑用材。每个要素还可细分具体的形式[9]。根据他的这一景观要素解构方法，可以得出湘中南和湘

西古村镇典型民居的景观基因元素。 

湘中南古村镇民居建筑景观基因可归纳为：硬山顶或坡屋顶，伴随金字形的起翘山墙，正面为一层楼的大门造型或两层楼

的门窗造型，从上往下看为合围或半合围的平面布局，堂屋或天井居中，辅之以盘瓠、八卦图等为主题的各种装饰绘画（如门

簪、窗雕等），山墙多为青石砖砌成，屋顶盖青瓦，梁、窗、门为天然木结构，有丰富的匾额和楹联，耕读文化与思想在古村

建筑中得到充分体现。湘中南古村镇居民的先祖主要来源于江西、安徽、福建、浙江等地，受其文化影响，建筑主要为徽派风

格，灰墙黛瓦，硬山顶，马头墙，多门窗、檐口、天花、柱础、门槛雕刻，总体显得朴实、庄重[11]。在居室分配中，一般以高

为尊，以左为尊。 

湘西古村镇民居建筑景观基因则为：硬山式坡屋顶,伴随着二级起翘的山墙,正面是两层楼的挑阳台和干栏式的千脚柱, 从

上往下看为单列式或围合式的平面布局,辅之以鸟（凤凰）类为主题的各种装饰绘画（如山墙起翘部分、窗雕等），除山墙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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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屋顶盖青瓦之外, 其它外显部分均以天然木结构为特色,充分体现出汉、苗、土家、侗族文化结合部多元文化景观的特点。 

3 湖南省古村镇的保护价值 

湖南省古村镇景观基因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拥有别于其他地域传统聚落的景观基因元素。这些特殊优势决定了湖南省的

古村镇景观具有多重保护价值。 

3.1 促进古村镇文化传承，具有文化保护价值 

3.1.1 传承“礼、仁”文化。湖南省古村镇的建筑文化突出表现在对“礼”和“仁”的重视。张谷英村民居建筑群在同一

轴线上的正房依次为前厅、会客堂屋、祖宗堂屋、后厅等，以祖宗堂屋为核心空间，这种建筑格局充分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

反映了“礼”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对形成现代人的礼制观念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湖南省古村建筑体现了“仁者

爱人”、“孝友传家，忍为高，和为贵，乐善好施，重教育，兴礼仪”的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他们勤俭度日，谦和处世，尊

老爱幼，团结互助，共享天伦之乐的家庭传统，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优良的思想基础和较好的发

展模式。 

3.1.2 展示古村镇景观的自然之美。传统聚落景观是在其地域内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不同地域独特风貌与

多元美学形态的呈现[13]。湖南省古村镇景观之美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然之美”：房屋建材取自自然、依地势而建、与周边环境

的有机融合、田园风光的特殊氛围、特定环境下的文化生态、朴实亲切的民居建筑、宛如画卷的山水组合等。置身于张谷英村、

楼田村、湘西“百里侗文化长廊”、高椅古村、凤凰古城的人们，无不被其诗画般的意境所陶醉。 

3.1.3 传承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湖南古村镇中蕴含的傩文化、耕读文化、理学文化等，是丰富而深刻的文化遗产。较为完

整地保存了民族的传统，留住了许多行将走远的文化传统，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是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这对人们

是很好的教材，其源源不断的文化脉动，能对人们的思想、人格、知识构成带来持续不断的改变和影响，给人们的行为方式、

处事风格等方面以良好启示。 

3.2 启发现代人居环境建设，具有科学研究价值 

3.2.1 启发现代建筑的建设。古老的建筑能经过几百上千年的风吹雨打，仍然让现代人看到她的风采依旧，不仅因为她承

载这历史的厚重，沉淀下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因为她讲究科学的规划布局。以湘北张谷英古村排水系统为例，其天井由花岗岩

和青砖砌成，很难找到排水管道，让人们叹为观止。六百多年来，张谷英村遭到过无数次大雨洪灾，但这里的天井从未出现过

渍水堵塞成灾之事尤为玄妙。其所有天井的排水管由上而下，到进门的第一个天井后，左右转弯，然后向门前的烟火塘或溪中

流出，藏而不露。这样曲水流觞的下水道，畅通无阻，从不阻塞。 

3.2.2 传承因借自然山水的生态设计理念。和中国其它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的传统聚落相比，湖南省古村镇景观表现出更

为明显的生态设计理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借自然山水，营造良好的生态景观和宜居环境。永州道县楼田村“濂溪故里”，

有温热的井水穿流村中，“龙脉”延续长流，山环水绕中，人们宁静地生活，繁衍生息。古人把水看作是村落的血脉，潺潺流

水是村落里“生气”的象征。俗话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流动、循环的水才有利于形成宜居的人居环境，充分表达了古

人朴素的生态学思想。而湘西吊脚楼的科学性则体现在当地环境的文化生态适应。由于中国地处北半球，同一山地，南坡日照

间距要求明显小于北坡日照间距要求。所以吊脚楼一般布局在偏南方向的山坡，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日照；另一方面，湘西传统

建筑在选址上通常都考虑了对自然风的利用，建筑一般都沿河沿江布置，河谷可以为建筑带来清凉的河谷风，夏季可以有效地

改善建筑的通风，并有降温去湿的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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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速区域旅游发展，具有经济带动价值 

湖南省古村镇景观的文化价值与科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旅游价值。近年来古镇名村旅游热的兴起，已经充分证

明了传统聚落景观的旅游与观光价值[14]。在湖南省30 个古村镇中（表1），由姓氏宗族发展起来的有12 个，涵盖了杨、周、朱、

张、李、龙、刘、何8 个姓氏（表3），是发展文化寻根旅游的重要资源。富于少数民族风情的古村镇有5个，包括了苗族、土

家族、侗族3 个民族，是发展民俗风情旅游的有利资源。由于较好的商贸交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古村镇有7 个，是发展传统商

业文化旅游的有利基础。由于诞生了革命历史名人而闻名的古村镇有4 个，具有发展红色旅游的有利条件。旅游业的发展将带

动更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带动纵向产业还是横向产业的发展，都将让当地古村镇景观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岗位，创造出更

多的经济财富。 

4 结论 

研究湖南古村镇就是为了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保护地方文化的根基；寻找其文化特质和文化意义，以启

迪后人。本文通过分析聚落景观基因，得出湖南省古村镇景观基因包括抽象文化符号和特质景观元素两大类在内的特点：①苗

族、土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在建筑上，图腾被雕刻在门柱、梁上面，或供奉于神龛上，用于驱邪镇魔，保求平安。在服饰上，

用美丽的图腾图案表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②姓氏特色与宗族观念多体现在汉族聚居区的湖湘大地上，这一文化特质表现

为血缘父系家长制为基础的“礼制”秩序，长幼尊卑、家庭等位关系，家庭友爱是聚居式民居得以绵延的灵魂。③远古时期流

传至今的傩文化，不仅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更是我国农耕文化的起源。湖南省在保护与开发傩文化过程中，有着先天的优势。

在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大力提倡的今天，傩文化的发扬与传播显得尤为适宜与独特。④从建筑外型来看，湖南省的古村镇有

民族风情浓郁的湘西地区吊脚楼、鼓楼等，这样的建筑具有生态性、科学性及宜居性的特点。而湘南、湘中、湘北地区建筑，

则在留有徽派建筑的灰墙黛瓦与中原建筑风格马头墙厚重规整的特点外，还融合进自身耕读文化的基因，表现出含蓄、温婉、

朴实、庄重的特点。⑤湖南省古村镇的保护价值主要有三方面：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古村镇就像一个将古老文化

附着身上，经历风雨仍岿然不动的英雄，告知历史长河这一端的人们当年的故事。这个故事并没有停止，只要我们能科学保护

好古村镇，它将继续携带当今的文明，走向更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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