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去年
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这样一句
充满温情的话语。
古树、池塘、老井、灰墙以及涓涓细流、山川草甸，
承载着无数人儿时的记忆，它是很多人魂牵梦萦
的成长符号，乡愁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故乡在
哪里，中国人的根就在哪里，精神就在哪里。
酒香浓郁的杜康村，美景如画的乔庄村，“地质公
园”杏山村，“石头城”吴垭村……这些散布在中
原大地上的传统村落，犹如一颗颗古色古香的明
珠，既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寄托着
中原儿女心头那一抹浓浓的“乡愁”。
目前，河南有62个传统村落录入国家保护名录，
415个传统村落录入河南省保护名录。这些传
统村落的现况如何？
即日起，《郑州晚报》独家责任专栏，将持续推出
以看得见的传统村落为载体，以生活化的故事为
依托，以乡愁为情感基础，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
核心的《美丽乡愁——河南传统村落调查》大型
系列报道，与读者一起见证河南传统村落的历史
变迁与发展现状，为保护河南的传统村落“立案
存档”。
“乡愁”，不应该随着城镇化而消失，它应当有处
安放。愿更多的“乡愁”被守望和传承。
郑州晚报记者 杨观军 路文兵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
《2014 年第一批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
围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全国327个
中国传统村落入选，我省14个传统村
落上榜。为了使中国传统村落文化遗
产得到保护，中央初步确定 3 年投入
100多亿元的总体安排。按照轻重缓
急的原则及前期准备情况，2014年先

启动650个左右村落的保护工作，明后
年视工作进展情况分年支持一批。

“这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保护传
统村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并下决心
对正在消亡的传统村落进行挽救和保
护，这对推动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是
一个积极的信号。”罗德胤，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副教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曾数次到河南实地考察传统村落。

据悉，自 2012 年起，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就已经启动
了全国传统村落摸底。截至目前全
国两批共 1561 个传统村落录入了国
家保护名录，其中河南省 62 个（首批
16个、第二批46个）。

据了解，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
较早、拥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文
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
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被
誉为“中华民族的 DNA”。它们的建
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保留了
较大的历史沿革，具有独特民俗民
风，虽经历久远年代，但至今仍为人
们服务。

根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传
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传统村
落的认定标准有两个：一是现存建筑
有一定的久远度，文物保护单位的等

级达到标准，传统建筑的占地规模、
现存传统建筑(群)和周边环境保存有
一定的完整性，建筑的造型、结构、材料
及装饰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二是传统村
落在选址、规划等方面代表了所在地
域、民族及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
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历史以及考古
的价值，并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相协调，
承载了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4 年4月25日，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
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
落保护的指导意见》归纳，保护传统村

落，不得逾越的“红线”包括：
保持建筑、村落以及周边环境的

整体空间形态和内在关系，避免“插
花”混建和新旧村不协调；

注重村落历史的完整性，防止盲
目塑造特定时期的风貌；

注重文化遗产存在的真实性，杜
绝无中生有、照搬抄袭；

注重文化遗产形态的真实性，避免
填塘、拉直道路等改变历史格局和风貌
的行为，禁止没有依据的重建和仿制；

注重村民生产生活的真实性，严
禁以保护利用为由将村民全部迁出。

传统村落的“选美”标准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
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人类走
出洞穴，构木为巢，聚而为部落。作为
人类活动最基本的载体，村落的沿革
记录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精髓和
中华民族的根基，蕴藏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信息与自然生态景观资源，是我
国乡村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
石’和‘博物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罗德胤介绍。
中原地区的传统村落不仅是中

原地区农耕文明发展史的见证，也贯
穿着中华民族上下 5000 年的文明
史。他们一方面反映了以河洛文化
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丰厚的历史积淀，
同时也反映出其吐故纳新、厚德载物
的生命活力。

以河洛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悠
久的历史和广袤的天地中，孕育出

多 姿 多 彩 的 聚 落 形 式 和 建 筑 特
征。中原地区山地、塬上、平原、盆
地等丰富的地形，让这些传统村落
各自呈现出独特的生命意象。

酒香浓郁的杜康村，美景如画的
乔庄村，“地质公园”杏山村，“石头
城”吴垭村……这些散布在中原大地
上的传统村落，犹如一颗颗古色古香
的明珠，既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
价值，也寄托着中原儿女心头那一抹
浓浓的“乡愁”。

“中国的传统村落正在面临严重
的破坏，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其原
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最直接的原因在
于当地民众的保护意识淡薄，没有认
识到传统村落的价值。很多古村落
拆旧建新、拆真建假，以及过度开发
旅游等，极大地破坏了传统村落的历
史文化价值。”罗德胤说。

罗德胤告诉记者，在欧洲地区，
民众对古村落的保护意识很强，这也
与欧洲地区传统村落协会、基金会等
公益机构的高度发展有关。“村民无
法修缮的古房屋，会向相关的机构和
组织提出申请，由相关协会、基金会
出资解决。在中国也有相关的组织，
但是发展水平与欧洲国家差太远。”

根据民政部和农业部网站的统
计数字，2002 年~2012 年，我国自然
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
减少了9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
80~100个自然村，其中包含大量传统
村落。这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耕国
家可是个惊天数字。”中国传统村落专
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感叹。

2012年5月，河南省成立省传统
村落调查领导小组，制订了《关于传
统村落调查工作实施方案》，传统
村落调查对象既包括已公布为历
史文化名村、特色景观旅游名村或
基本具备名村条件的村落，也包括
传统建筑风貌完整、选址和格局保
持传统特色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态传承的村落。
2013 年 3 月 4 日，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省文化厅、省财政厅三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
展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在当前工业
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加大对
传统农耕文明的保护力度，建设好华
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美丽乡村。

今年 6月30日，继去年7月河南
公布首批 320 个传统村落名录后，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厅、省财政
厅联合公布河南第二批传统村落名
录村落名单，共95个村落上榜。

至此，全省录入“全国传统村落
管理信息系统”的523个，已有415个
列为河南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单。

保护传统村落河南在行动

记者从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了解到，我省作为华夏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和传承区，近年来，随着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乡村社会的急
剧变迁，一些传承数千年农耕文明
的传统村落正在加速衰落、消失，加

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迫在眉睫，时
不我待。

为此，从即日起，《郑州晚报》独
家责任栏目，将持续推出《美丽乡
愁——河南传统村落调查》大型系列
报道，与读者一起见证河南传统村

落的历史变迁与发展现状，为河南
的传统村落“立案存档”。

欢迎学者专家提供学术支持，欢
迎读者讲述传统村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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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愁
——河南传统村落大型系列报道

我省已有62个传统村落列国家保护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