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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屯堡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以安顺九溪村为例 

侯西宁 赵之燕 李雪红 冯广芹 骆静 李炳君
1
 

（贵州财经大学 数统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屯堡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其独有的文化特色。这一既不同于少数民族也异于汉族的文化

现象，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珍宝。如何让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如何跨越传统文化发展的这个瓶颈找到未来发展的方

向，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文化传承问题也更加凸显，本文将在这一新的

时代背景下，以九溪村为例展开深度调研并探讨屯堡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让乡村振兴和文化保护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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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溪村及其屯堡文化介绍 

九溪村是安顺最大的屯堡自然村寨，有“屯堡第一村”之称。作为“屯堡第一村”，九溪村具有浓厚的屯堡文化韵律，语

言是独特的“言旨话”，历经数百年变迁却未被同化;女人们的服饰是最纯正的明代凤阳汉装;最具特色的是他们的建筑，屯堡

建筑多以石木为材，甚至屋顶也是石板构成，这是由于当地环境和战时需要，并且建筑的窗户很小，据说是为了抵御外敌，同

时观察敌情。这种既高雅美观又具独特防御性的建筑是安顺屯堡特有的建筑风格。 

最值得一提的是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被誉为“戏剧活化石”的地戏，屯堡地戏粗犷豪放，历史悠久，

以其原始的表演风格著称。屯堡地戏的表演者需戴彩绘木雕面具，俗称“脸子”，它是我国浪漫主义巫文化的产物，由于贵州

地形闭塞，保存完好，流传至今。通常情况下，每个屯堡村寨会演出固定的一堂或几堂戏，在九溪村演出的地戏有三堂，为：《四

马投唐》《封神演义》《五虎平南》，这些戏剧的内容主要是古代征战时期英雄人物的事迹和重大的历史事件。九溪村每年会演出

两次地戏，一场是在春节期间，大年初一一直持续到元宵节，时间较长，十分热闹，叫作“跳新春”；另一场是在每年六七月

稻谷扬花的时候，叫“跳花灯”“跳鬼节”或是“跳米花神”，这时演出虽然会断断续续，但也会持续半个月左右。 

“古、大、深、精、美”是九溪人对这里的概括。古，九溪村是具有 600 年史料可考据的汉族村寨；大，九溪村是安顺及

周边最大的屯堡自然村；深，悠久历史、庞大规模，注定了这座村落文化底蕴之深厚；精，九溪村的村民生活精致、手艺精湛，

多年来传承着汉族传统手工技艺和生活习俗；美，这里山美、水美、文化美。2005年，九溪村被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2018年，九溪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名单。 

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九溪村也在奋力拼搏，目前九溪村经过征求民意和集体研究，决定走“村社合一”的新发展模式。

他们共争取到扶贫产业子基金流转土地 1800 余亩，目前已种植油脂牡丹 800 亩、茶叶 1000 亩，形成了以六百年屯堡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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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打造的油脂牡丹、茶叶等产业群；成功采取“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组建了 2家合作社；为了拓宽农户的销售渠

道，九溪村还开设了 1家村级电商服务平台，不断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截至止 2018年底，村里人均年收入由 2016年的 6000余

元增至 12050元，脱贫 373人，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但九溪的旅游业有待充分开发。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屯堡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机遇和面临的挑战 

2.1机遇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党和国家重大战略，明确坚持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2018 年两会，习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指出，要大力推动乡村

优秀文化的振兴。乡村文化是乡村之魂。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 

近年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文件相继印发，对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明确了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措施，为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亦表现出政府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视以及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

要角色。 

同时，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大扶贫等重大战略的引导及贵州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下，贵州的扶贫成绩显著。贵州始终牢记

习总书记的嘱托，抓紧做实扶贫开发工作；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近几年贵州大

数据产业和旅游业迅猛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八年名列前茅。“贵州速度”令人瞩目，贵州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

和世界面前，这一切无不为屯堡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契机。 

2.2面临的挑战 

2.2.1开发不充分，边缘化严重 

近年来，九溪村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村边的河道进行了整治，修了护提，百姓生活水平也得到提高。但与鲍家屯、天龙屯

堡、云峰屯堡那样被“开发”来旅游的屯堡相比，这里好像没有外人来打扰它的宁静，“屯堡第一村”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2.2.2人口外流，后继无人 

随着农村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大量青壮年出山务工、创业、安家，村里年轻人数量日益减少，村中多以老人、妇女、儿

童为主，乡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整体素质偏低。由于人口外流，大量的古宅空置，无人修缮、濒临垮塌，同时传统手艺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优秀传统文化正面临后继无人的现象。 

2.2.3理念落后，缺乏创新 

屯堡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宝，但由于过去长期交通闭塞，对当地屯堡文化资源挖掘不充分、开

放不足，导致理念不够先进，形式单一、内容保守，缺乏感染力和影响力，无法快速进入大众视野。 

2.2.4意识欠缺，破坏严重 

目前九溪村的屯堡建筑群呈现出新旧混杂的现象，许多老房子被现代建筑取代，失去了其应有的完整性，保存下来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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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面临无人居住、年久失修而垮塌的危险，甚至一些房屋已经仅剩框架。保护意识急需加强，保护措施急待落实。 

3 打造“全新”屯堡第一村 

3.1加强保护体制建设，加大保护和修缮力度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抢救保护濒危文物，大力修缮濒临毁坏的屯

堡建筑，尽最大可能还原已破坏的古建筑；建立九溪村屯堡古村落保护区；建立九溪村社区博物馆，展览当地的文物、地戏文

化、传统手工艺作品、历史遗迹。 

3.2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文化影响力 

举办摄影文化节，利用现代传媒方式推介屯堡文化。鼓励摄影爱好者深入九溪屯堡采风，拍摄建筑及地戏等活动；加强宣

传九溪村的“荷花节”“河灯节”等活动，同时丰富活动内容，吸引更多游客。 

3.3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九溪村的公共空间分为三层，民间组织（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社会舆论；民间精英。具体形式有：屯研会、老协

会、秧歌队、地戏队等。这些组织能够组织开展村内的各种活动并协助村支两委处理村中事务，将全村人凝聚在一起，同时为

九溪村屯堡文化的传承提供一个平台，整合当地民俗文化，推动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以民间组织在凝聚民心，连接村民和

村组织，保护和传承屯堡文化方面扮演着无法替代的角色。组织好、利用好、发展好民间组织对屯堡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

要作用。 

3.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探索新型旅游业发展模式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将现代元素和当地的建筑风格融合，建造一批具有现代屯堡元素的田园特色景观建筑，如停车场、厕

所、景观亭、人造景点等，让游客能真正沉浸于屯堡文化中，切身感受 600年前的大明文化。 

发展新型体验式旅游。利用当地特色建筑风格，服饰特色，开拓特色民宿产业，让游客切身感受当地的生活方式、习俗文

化；让本地村民做导游使游客深入了解九溪村、了解屯堡文化；让游客体验手工艺品、服饰、非物质文化遗产（木雕、屯堡丝

头系腰、青布等）制作的过程，既能带动手工艺品的销售，也让游客加深了对屯堡文化的认识，提升了游客的体验感。 

融入黔中旅游网络。学习其他已进行旅游开发的屯堡的发展经验，如天龙屯堡、旧州屯堡、云峰屯堡，打造九溪特色屯堡。

与其他屯堡连接，打造“大明遗风”文化区域旅游，同时，进一步优化交通路线，连接其他知名景点如黄果树瀑布景区、龙宫

景区，建成一条旅游交通干线。 

3.5大力争取政府的支持，为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强化屯堡文化保护体制，提高村民保护意识，注重发挥文化部门，特别是乡镇文化站的职能作用；做好《贵州省安顺屯堡

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落实、监督工作；加大对文物保护、修缮、维护方面的资金支持；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听取古村落居民

的心声和建议，把九溪村打造成真正的“屯堡第一村”。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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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我国国家战略之一，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农村发展的指挥棒，为乡村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社会环境。振兴，不是盲目追求经济水平的飞跃，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共同发展。乡村文化是一个村落的精神支柱，

是一个村落的历史结晶，尤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村落，那更是一个集体的精神信仰，是一个集体的“本”，它的存在能

够不断提醒着他们牢记“初心”，在新时代担负起自己的“使命”，为乡村建设、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所以，在乡村建

设的过程中要不断创新发展理念，探索新的发展方式，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当地

优秀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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