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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传统村落文化基因识别及其表现——以荻港村为例 

林仙虹1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22 ) 

【摘 要】传统村落折射出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当下，传统村落却日渐衰落，

空心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基于地域文化，从文化基因角度出发，解析江南传统村落核心文化基因，深入挖掘村落

文化中的“根”。以湖州荻港传统村落为例，从崇文重教、水文化、桑蚕文化、渔稻文化、茶馆文化五个具有明显

地域村落特征的文化因子出发，对其表现进行具体解析，为未来村落文化的传承开发，以及整体规划和开发保护提

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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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江南不仅仅代表了一个地区区域，也因为它的文化发达，群星璀璨，同时也代表了社会文化区

域的含义。江南地区拥有众多的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集中体现了江南文化，并且依然保有有序的宗族结构和鲜明的文化传

统。 

我国从 2012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传统村落调查，并制定了 《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 。中国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分别

于 20 12 年 10 月、 20 13 年 7 月、 20 14 年 8 月共认定了 3 批 2555个中国传统村落，加上 2016 年 12 月公布的第 4 

批 1598个传统村落。截至目前，一共 4153个传统村落。 

从文化基因层面对传统村落进行深人解析是未来加强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拓宽延伸传统村落保护开发的内

涵、增强传统村落的凝聚力有重要意义。  

1 相关理论  

1.1 江南的概念 

江南，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不断变化，模糊边界的地域。学术界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有诸多不同的划分方法，这些

不同的分法主要包含了三种不同含义：一是自然地理的江南，二是行政地理的江南，三是文化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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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江南地区传统村落的特征 

江南地区有着众多大大小小的传统村落，“小桥、流水、人家”是这些村落的景观特点，分布范围广，水乡特质明显是这些

村落的共性。在这些共性的基础上，每个村落在各自职能上又都有独特之处。总的可以将江南地区传统村落的特征归纳为：数

量多分布广、水乡特质明显、文化内涵丰富、职能特色多元、存续情况分化。  

1.3 文化基因相关概述 

文化基因理论是基于生物基因理论衍生发展而来，主要针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传播与进化。文化基因的外在表现依赖于

物质化的载体，但是其深层次的核心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关于文化基因分类方法研究，按照关注的表征特点不同大致分为物质文化基因与非物质文化基因、有形文化基因与无形文

化基因、历史文化基因与自然文化基因等。最常见的划分方法是按物质和非物质分。对物质文化基因和非物质文化基因的解构，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 

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商业文化六个方面是识别江南文化的核心基因，也是江南区域文

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相区别开来的本质。  

2 荻港村核心文化基因解析 

荻港村临运河而建，地处杭嘉湖平原，始建于宋代，历史悠久，以荻花飞舞、河港纵横而得名，有“茗溪渔隐”之称。村

里仍保留着完整的种桑养蚕、捕鱼养鱼的生产方式。本文在荻港村众多的文化因素里面，提取了对荻港村起核心作用的文化基

因进行解析。包括了崇文重教、水文化、桑蚕文化、鱼文化、茶馆文化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基因。  

2.1 崇文重教 

荻港村在历史鼎盛的 200 年间，出过 50 多名进士、状元和 100 多名太学生、贡生、举人，拥有深刻的人文底蕴。近代

也培育出众多的名人，包括著名音乐家邱望湘、商界的民族资本家章荣初、著名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章鸿剑等。丰富的

地方民俗和众多的历史名人为获港村注入了浓郁的人文气息，是获港村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荻港村的空间结构，从演教禅

寺、“玉清赞化”的道教胜地，到沿河而建的靠街走廊，再到积川书塾的八角放生池，都印刻着深厚的文化印记，也是崇文重教

的具体外在体现。  

2.2 水文化 

水文化，指的是在与水相关的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物质产物，和人们受水的影响而形成精神产物。江南水文化统一于自然

与社会中有形与无形、物质与非物质的存在，是江南地域文化的内核。水文化在水网交通方面的具体外在表现是桥文化、船文

化。桥文化、船文化是荻港村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两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桥文化。荻港村历史上有 23 座古桥，其中 10 座古桥目前保存完好。桥梁起到了交通枢纽的作用，同时也构成了村落的

景观要素，形成了独特的水乡风韵。此外，村子里与桥相关的风俗和信仰众多，例如在元宵节的夜里，就有“走桥”的风俗习

惯。 

船文化。荻港村所在太湖地区水上交通发达，相互串联的河道，充分发挥了航运的便捷之处以舟代步的行为在水乡农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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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得尤为明显，农民平日劳作乘船往返现象非常普遍，村里与船相关的日常禁忌和行为习惯也颇多。虽然现在很多渔民已经上

岸，村里渔民生在船上，长在船上，老死在船上的生活方式仍然深深地印刻在这里。  

2.3 桑蚕文化 

太湖地区的养蚕历史至少已有几千年。荻港村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好最大的桑基鱼塘所在地。塘基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

鱼，塘泥肥桑。这种人工循环生态系统，使得村里种桑、养蚕、养鱼以及缫丝等加工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桑蚕文化还深深

渗透到了太湖地区的信仰中，以蚕花娘娘为典型。荻港村里清明节还被叫做蚕花节，在养蚕开始之前要进行祭拜蚕花娘娘的仪

式。养蚕种桑的生产方式形成了许多特殊的民间习俗，几个重要的蚕事类相关丧葬仪式有“扯蚕花挨子” , “盘蚕花”、“送重

被”等，都带有浓厚的桑蚕养殖的烙印。  

2.4 渔稻文化 

渔稻在环太湖地区的社会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环太湖地区的大多数自然村落大多保留着“种茶、捕鱼”的农桑

渔田“原风景”。渔稻文化，独具“鱼”和“米”的文化基因，代表了历史悠久的饮食习俗。根据相关统计，太湖地区民众的主

食或副食品， 75 ％以上都与鱼和米相关。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得太湖流域渔业、稻作生产都带有“以水为本”的特点。 

渔业和稻作对荻港村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民间风俗、村落建设、商贸

往来等都带有“渔稻文化”的色彩。桑基鱼塘更是孕育出了独一无二带有江南特色的渔稻文明。由此可见，“鱼”和“米”是这

个地区重要的文化基因和载体。 

2.5 茶馆文化 

杭嘉湖一带的茶馆有信息交流和旅游相结合的功能。荻港村留存的聚华茶馆是过去传统的真是写照，上世纪 20 、 30 年

代，公路不通，水路交通兴旺，五湖四海乘船经过荻港都要上岸来吃口茶。鼎盛时，荻港有 13 家茶馆之多，茶馆文化是过去

繁盛的运河文化的体现。繁忙的商贸往来使得小生产者以及外来客商汇聚于此，他们在茶馆打听行情，达成交易。 

至今，村里的人都有都到茶馆喝茶、休息的习惯。村民在这里进行社会信息交流、观察社会的新动向。茶馆是农村社会信

息交流的中心，是农村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在这里汇聚，并向外传播。  

3 总结 

文化基因构成了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地域文化的传承过程其本质是文化基因的延续。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是我们民族文

化中的灵魂，将地域文化、聚落文化浓缩在其中。传承保护地域聚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延续。但是，在我国广大的农

村地区，如何发掘和传承村落文化，如何在现代化大潮中，认识村落文化的精髓，留住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将还有很长的一段

路要走，这个过程需要来自多领域的各阶层的积极参与。 

由于主观重视程度和客观经济实力的差距等原因，江南地区村落的传统风貌、空间格局和文化遗存在保存保护上的状态不

尽相同。目前我国城市和村落发展中，千城一面，万村一面现象明显，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握好村落及地域文脉，不能很好解

刨地域文化基因深层次的特点和内涵并加以运用。提炼分析传统村落核心文化的内核，研究其文化基因的传承及表现，有助于

更好的把握地域特色、传承地域文化，对于未来传统村落的规划和开发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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