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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南农村观剧情况初探

庄清华

［摘要］本文依据问卷调查，分析了闽中南农村观众对戏曲的喜爱程度、看戏动因，以及农村戏曲观众的

审美心理。本文认为，乡亲们选择戏曲有“为菩萨请戏”、“为热闹看戏”和“为看戏看戏”三层原

因，表现为“人与宗教”、“人与人”以及“人与戏”三种关系以及相应的三种活动。其次，乡民们对

实用的追求和对传统的依恋影响着他们对戏曲的审美期待。本文认为，戏曲在农村的特殊地位

仍是无可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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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福建省民间戏曲协会2005年3月的调查报告，福

建省共有民间职业剧团600多个，仅在2003年11月至

2004年10月之间，就演出10多万场。其中，还不包括91

个政府办各级剧团（32个剧团有演出活动）在此期间演

出的4000多场。而且各个剧团的演出多集中在广大的

农村。那么，这种繁荣景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我们的

乡亲们又是带着怎样的一种期待和愉悦来到戏台下？

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以家庭为单位，于2005年6月对

闽中南农村300多户三代1600多人展开了一次问卷调

查，采样地点包括莆田市仙游县的三个镇（龙华、盖尾、

榜头），漳州地区的南靖县（分别散发在山城、靖城、奎

洋、丰田、鸿坪、张渠、梅林、南坑、书洋、船场、金山、和

溪、龙山等镇）和漳浦县的佛塘镇，共发出调查问卷400

份（其中仙游150份，南靖150份，漳浦100份），收回334

份（其中仙游141份，南靖113份，漳浦80份），作废3份。

因为调查是以家庭为单位，存在或爸爸妈妈出外打工

不在家或爷爷奶奶已经去世等各种情况。因此，收回来

的问卷有些是不完整的。考虑到这个特殊性，也为了分

析需要，笔者合并了各个家庭的情况，将调查结果按不

同年龄层、不同性别进行归类统计。又因各采样地点反

馈回来的情况大抵相同，故不再一一罗列各采样点情

况，而是将其归并起来统计。

现根据有关统计数据和具体情况，对闽中南农村

观剧情况初步分析如下。

一、对戏曲的喜爱程度和

朴素的看戏动因

首先，请看下面的3个表格：

表1 是否喜欢戏曲

（说明：表格中的爷爷奶奶为第一代，年纪在60 岁左右；爸

爸妈妈是第二代，年纪在40 岁左右；第三代则为尚在中学学习

的学生，年纪在15岁左右。下面的表格同此，不再一一说明。）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喜欢 76.00% 91.58% 8.82% 43.65% 17.97% 47.60%

不喜欢 10.62% 4.01% 53.04% 22.58% 27.98% 23.65%

无所谓 13.38% 4.41% 38.14% 33.77% 54.05% 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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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是否去看公演戏

表3 喜欢戏与实际会去看戏的比较

（说明：“实际会去”包括了“会去”和“因故不能去”。）

通过以上统计数据，我们发现，对戏曲喜爱程度由

强至弱的排列分别是奶奶、爷爷、妈妈、中学生和爸爸。

其中，选择喜欢的接近半数的妈妈们，略强于76%的爷

爷们，以及几乎所有的奶奶都喜欢戏曲。而两代的夫妻

中，女性比男性显然更喜爱戏曲。在对照“喜欢戏”和

“实际会去看戏”的两种数据后，不难发现，实际参与戏

曲活动的人明显高出真正喜爱戏曲的人，也就是说，还

有一部分人是冲着戏外活动来看戏的，而这部分人正

是戏曲的潜在观众。

在回答为何选择看戏时，爷爷和爸爸们说得最多

的理由是，戏里有许多人生道理，能教育人，而且能了

解古代的事情。奶奶的回答大多是看惯了，而且听不懂

普通话，只能看用方言演出的地方戏。此外，爷爷奶奶

都提到“热闹”这一重要原因，奶奶则将“热闹”落到了

实处———认为能和熟悉的人一起或聊聊家常或交流看

戏感受。当然，不用自己掏钱买票也是他们不避讳的原

因。还有人觉得戏中的曲调动听，故事曲折感人，有些

奶奶就坦言自己就是喜欢戏，说不上什么理由，这大概

是最接近艺术欣赏的观剧心理了。妈妈们除了听不懂

普通话这一个主要原因外，还和爸爸一样，提到了“戏

班不会天天来，来了就不要错过机会”的理由，带一点

“物以稀为贵”的“图新鲜”心理。此外，和奶奶们一样，

妈妈们也觉得看戏还可以见见熟人，说说话，评评戏。

而戏曲服装的美丽也是妈妈们偶尔提及的原因。15岁

左右的孩子们则大多冲着热闹去，可以和朋友一起玩，

小一点的孩子甚至很率真地在调查表上写着“可以随

便买零食吃”这个理由。大一些的孩子，或说自己喜欢

戏台上的服装，或说自己喜欢里面的唱腔和音乐等等。

其中还有一位小戏迷，他说，只要有杨丽花演的台湾歌

仔戏，他就一定要去看。

透过以上种种理由，笔者认为乡亲们选择去看戏

实际上有三层动因，表现为三种关系、三种活动。即“为

菩萨请戏”，“为热闹看戏”和“为看戏看戏”三层动因；

表现为“人与宗教”，“人与人”以及“人与戏”三种关系

及相关的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和艺术活动。

先说与宗教的关系———为菩萨请戏。在农村，人们

与宗教的关系实际上表现为与民俗的关系，而民俗，有

些学者认为就是退化了的宗教。暂不论戏曲与宗教、民

俗的历史关系，单从现在看，我们也能明白戏曲对它们

的依托。闽南农村敬神之风依旧，“为菩萨请戏”是一项

十分重要的民俗活动。在各个节日，善良朴实的乡民们

带着感恩，带着敬重，带着期盼，也带着畏惧，为各种各

样的菩萨、神怪以及历史名人英雄等送上他们认为最

好的礼物，用戏曲的绚丽色彩和喧天锣鼓营造热闹喜

庆的气氛，以求岁岁平安幸福。另外，老百姓能看上戏，

在很多人看来实际上是“蹭戏”，是托菩萨的福。在早

期，这菩萨戏还一定得去看的，因为参与了，热闹了，就

是对神的尊敬。在调查中，有位老人告诉我，以前看戏，

戏还没散，人们是不敢离开的，不然，就是对菩萨的一

种不敬。现代人自然淡化了这样的一种宗教情感，但对

于许多老人来说，实质上已经内化为看戏的潜在意识

了，他们虔诚地或立或坐在戏台下，不管戏里究竟唱了

些什么，心里一样充满了喜悦。这是一种不好张扬的但

又是心照不宣的朴实和真诚。

再看与人的关系———为热闹看戏。乡亲们走出家

门去看戏，除了跟菩萨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去看人，或说是去感受置于人群中所获得的温暖和确

证感。

从生物性说，这种“温暖需要”首先来自人类与生

俱来的归属需要。这是动物也会有的需要，特别是弱小

动物，它们为了生存就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而集体里

的成员就必须要有类的归属需要。当人类从树林走向

平原，更大的危险也就随之而来，人类只能团结起来才

能克服更多的困难。一只老虎在林中散步就足以显示

威风与自在了，而几个人离开家乡到外面世界闯荡却

可能被说成是“流浪”。生命体的弱势使一般人天生地

喜欢群体，这也是一般人在黑夜单独行走时会有某种

程度上的紧张和恐慌的内在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

们喜爱“热闹”就是对安全感的需要。老人、小孩以及其

他年龄层的妇女，这些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似乎比其他

人更喜欢和群体在一起，更需要归属感。这正是看戏的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喜欢 76.00% 91.58% 8.82% 43.65% 17.97% 47.60%

实际会

去
84.30% 95.16% 27.57% 65.22% 52.47% 64.94%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会 73.75% 86.02% 9.14% 32.21% 28.53% 45.93%

不会 15.70% 4.84% 72.43% 34.78% 47.53% 35.06%

因故不

能去
10.55% 9.14% 18.43% 33.01% 23.94%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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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多为这些人的重要原因。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表

格中爸爸妈妈的看戏比例，会去看戏的爸爸是27.57%，

而妈妈则高达65.22%。

当然，人们走出家门来到戏台下，并不单纯地只希

望和群体呆在一块，而且，他们还需要确证感和同情

感。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的那样，“自我确证感是人之

为人的必须”(易中天，1992：53)，人是需要证明自己是

人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是“证明自己是和别人

一样的人”。我们知道，证明是需要中介的，而他人就是

一个很好的中介。人是社会的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

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1972：18)易中天先生认

为，这种“社会关系”在最深层意义上就是“人与人之间

的相互确证关系”（易中天，1992：72）。于是，在交流与

传达情感之中，人们获得了自我确证和同情感，从而感

到了愉悦和满足。看到一个坏人，一个人骂远没有一群

人骂来得痛快；看到一个奇怪的东西，总忍不住要叫上

他人一起看或一定要回去告诉他人。所以，人们喜欢置

身于人群中，或话家常，交流日常生活感受，或谈论戏

中人物，一起欢笑，一起流泪，一起愤慨，一起感动，共

同体悟悲喜人生。这就是人们喜欢热闹的另一原因。农

村多散居，平时劳作也都是独立进行，交流机会较少，

对于节庆日里的聚会机会，村民们是很珍惜的。加上农

村文化生活的相对贫乏，人们交流和传达情感的欲望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所以，村里无论是演戏还是放

电影，哪怕是来了杂耍卖膏药的，人们也都会很自然地

举家看热闹去。

此外，农村这种剧场的开放性符合农村作息生活

实际，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活动的进行。我们知道，由于

生产方式的不同，农民们是比较没有时间概念和纪律

意识的。封闭式剧场的时间性和剧场对纪律的要求让

人们只能规规矩矩地看戏，而这种开放性剧场允许人

们随时进进出出，人们可以看戏，可以和朋友高谈阔

论，还可以跑来跑去地找东西吃———反正声音再大也

影响不了戏台上的高音喇叭。所以，现场是喧闹嘈杂

的，然而也正是这种喧闹嘈杂，体现了农村香醇的人情

美。

最后是人与戏的关系———为看戏看戏。因与调查

内容的第二部分关系紧密，故放在第二部分再作分析。

二、对戏曲的审美期待和评价

在“喜欢哪些剧目”这一问题上，三代人的回答基

本相近，不同的是，爷爷爸爸多喜欢历史戏、清官戏，认

为可以了解古代生活，也有教育意义。有些爸爸还喜欢

武打戏。奶奶妈妈则更多地喜欢家庭伦理戏，觉得很感

人。有些奶奶还说喜欢比较欢快的大团圆的喜剧片。喜

欢的具体剧目以漳州地区的调查结果为例，主要有《狸

猫换太子》、《草鞋状元》、《杀猪状元》、《陈三五娘》、《乞

丐与状元》、《穆桂英挂帅》、《杨家将》，以及包公戏和有

关樊梨花、薛平贵的故事等等。

从“村里一般演什么戏”这一问题的反馈情况看，

所演剧目大抵与上相同，也是一些历史戏、清官戏、家

庭伦理戏、爱情戏等。观众需求与戏班演出的合拍，可

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们习惯了这类戏，喜欢这些

剧目只是“日久生情”；一是戏班迎合百姓们的审美需

求，只演大家喜欢的戏。

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喜欢的仍然是一些传统戏，乐

于接受的和心理期待的一样是劝善惩恶的理念。爱国

的民族英雄，忠信的义士，忠于朝廷、为民请命、替民平

冤的好官清官，以及历尽磨难终成正果、善果的男男女

女等，都仍旧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形式上的色彩绚

丽，气氛上的热闹喜庆，人物的善恶分明，结局的大团

圆和因果报应，也仍然是人们的审美需要。有些人不了

解情况，总觉得它表现形式过于程式化，人物性格过于

简单化，思想内容不但浅显俗套，而且还带有封建性

等，认为戏曲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就得大幅度改革。殊不

知，存在就有它合理的一面，盲目地批判传统、解构传

统只能将戏曲送上绝路。有些戏不合适地增加了电声

乐器、旋转灯光，不伦不类，不但没给人带来美感，反倒

破坏了原有的韵味和古典美，令人大倒胃口。而情节内

容的随意增添窜改，非但不能更加曲折感人，反而破坏

了原先的纯情与唯美。实际上，乡民们对戏曲的喜爱是

有着非常朴素的审美心理的。

首先，是对实用的追求。我们应该明确这样一种现

实，即对于农民来说，看戏所带来的认识、教育功能是

第一重要的，娱乐功能次之，而审美功能是依托于前面

的两种功能而在无意识中发生作用的。尽管他们实际

上觉得戏好看（不但被感动了，而且在感动中获得了审

美愉悦），但他们或许意识不到，或许不好意思承认，只

说戏好在于它很有教育意义，特别是那些中年男子，他

们渐渐告别了年轻人的张扬，并日趋保守。倒是女人们

说出了真话，她们坦言自己喜欢看那些悲悲喜喜让自

己一会儿哭一会笑的戏，也敢说自己喜欢戏里的唱调

和服装。这种不切实际在男人看来是很傻的，好在中国

人习惯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对女人的“智慧”不太苛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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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但男人是不能这样没“理性”的，一场戏下来，他们

要是没从中看出点教育意义，就会埋怨戏不好。这种朴

实的审美要求实际上是淳朴农民的实用观在艺术娱乐

领域里的体现。

农村的生产生活和不能忽视的社会历史原因使传

统农民养成了只关注与生存需要密切相关的物质利益

的思维模式，并用这样的观念观照其他事物。他们不喜

欢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也不关心科学、文化和政治。（李

秋洪，1992：14）让他们参加选举，他们更愿意去给稻田

灌水。近些年，这种思想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老

一辈农民那里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对戏曲这一重要的

艺术娱乐活动也就自然要用这种“实在”来要求了。劝

善惩恶、教人为人处世之道，这是最大的实用。毕竟，农

民除了每日劳作，说说为人、讲讲道德就是他们主要的

精神生活了。

与实用紧密相连的是勤俭。这种勤俭使乡民们鄙

视只重娱乐的行为，认为这是公子少爷作风，不是百姓

应有的。他们可以心甘情愿而且十分虔诚地花钱为菩

萨请戏，但一般不愿做掏钱买票进戏院看戏的事，除非

是老人。毕竟拜菩萨还可为自己求来平安和事事顺利，

而进戏院看戏在他们看来简直是浪费。在调查中，有位

奶奶说，去看公演的戏而不在家看电视里的戏是为了

省电，这也许只是一句戏语，但也多少反映了乡民的节

俭。袁亚愚先生在他的《乡村社会学》中引用了台湾乡

村社会学家杨懋春先生的话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中，

只要其经济是一种匮乏的，其重要社会道德或社会价

值必定是勤俭”，而“注重勤俭的社会，尤其是农业社

会，必尽可能将资产、时间与劳力（包括体力与思想力）

应用到经济生产上⋯⋯一般人除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

存外，任何别的消费都视为不必要，或甚至视为浪费。

由此所派生出来的社会态度是以讲求享受为可耻”。

（袁亚愚，1990：196）这便是农民实用审美观的内在原

因。

因此，追求实用，是农村戏曲审美的特殊性。不明

确这一特殊性，而批判农村戏曲宣扬道德伦理，或对农

村戏曲盲目地加以艺术提升，甚至用外来的艺术审美

标准来改造古典戏曲，乡民们是不会认可的。

其次，是对传统的依恋。农村相对闭塞的生活空

间，形成了一个更为稳定的社会思维模式。在这里，古

老、传统的生活习惯以缓慢的节奏在不断循环发展，人

们习惯了传统，也尊重和信赖传统。对于这样的一种现

象，李秋洪先生认为，是小农经济导致了中国农民安贫

乐道的保守心理和求同不求异的思维。以手工劳动为

基础的简单再生产，使农民基本上是年复一年地重复

着同样的劳动，生活环境和内容极少变化，“因而很自

然地形成一种稳定的、趋同的思维方式和时间循环观

点，把现在看成是对过去的重复，未来则是对现在的重

复。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变得更加神圣、凛然不

可动摇，心理对古老的、祖宗遗留的东西所形成的亲

切、依恋和向往情感也愈加强烈。”（李秋洪，1992：22-

23）近些年，随着城乡界限的不断被打破，以及大量民

工的进城回乡，许多新思想、新生活方式随着信息大潮

冲击着广大的农村，部分农民的固有的思维模式也有

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对于农村整体来说，这样的变化

是缓慢而不甚明显的。大多数的老人仍崇尚传统，就是

一些曾经激进的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也渐渐地回归传

统。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他们不关心新鲜事，而是他们

更信赖经过时间洗礼、世代积累的古训。这也是鲁迅笔

下的九斤老太要时时慨叹“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经历了沧桑世事的老人，宛如山间的小石子，在水

流的冲刷和相互的不断碰撞之后，成为了下游平原处

圆溜溜的鹅卵石，不再偏激，不再冲动，他们以无限的

宽容包容一切，但心理却固守那些不断被时间证明的

古训。他们怀旧，古老的戏曲让他们觉得无比亲切，毕

竟，戏曲是传统文化的集合体。大团圆的美满，“善有善

报，恶有恶报”的痛快，这种浓郁的人情美，慰藉着孤寂

的灵魂。于是，他们结伴来到戏台下，小时候熟悉的音

乐和唱调，绚丽的服装，喧闹的锣鼓，以及契合着他们

人生理想的故事情节，都让他们备感亲切和温暖。更有

许多老人去看戏，是从来不管演什么的，也不管是哪个

剧团在演，只要有戏就去看，为看戏而看戏，要的就是

那种感觉。

以上是对乡民审美心理的粗浅分析。下面，我们再

来看看他们对戏好坏的评价。请看下表：

表4 戏好坏的主要标准

统计数据显示，爷爷奶奶评价戏的标准主要是剧

情，第二代的爸爸妈妈则更看重表演，不过，妈妈也十

剧团

名望
剧情 表演 其他

多种

原因

爷爷 12.98% 53.28% 26.01% 3.61% 4.13%

奶奶 8.15% 53.09% 33.74% 2.21% 2.82%

爸爸 6.81% 28.07% 48.58% 11.13% 5.43%

妈妈 6.37% 41.42% 42.72% 5.85% 3.66%

学生 4.37% 27.53% 47.00% 7.48% 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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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看重剧情，比例稍弱于“表演”而已。而第三代的学生

们则不但看重表演，还对舞台艺术方面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如舞台美术、音乐、服装、演员扮相以及舞台总体

效果等问题。

电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在闽南农村地区

普及的，之前，戏曲基本上是农村唯一的艺术娱乐活

动。然而，村里请戏的机会毕竟不多，很多人一年里真

正接触戏也就那么几次。通了广播后，听戏的机会多

了，但因为时间关系，时常是断断续续地听完。艺术的

欣赏是需要不断训练和比较的，第一代人由于缺乏这

样的锻炼，对戏曲的艺术性是不敏感的，所以，他们只

能更多地关注剧情。第二代人是在青年时代接触了电

视，这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和比较更多的艺术样式，而层

出不穷的电视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认识和娱

乐需要，使他们不再单一地依赖一种艺术娱乐形式。

于是，他们逐渐意识到各种艺术的不同表现形式，注意

到了戏曲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独特性，所以，开始关注

戏曲表演问题。到了第三代，戏曲作为一门艺术，其独

特性就更明确地为新一代人所认识。这是被电视养大

的一代，他们从小接受各种艺术的熏染，对艺术形式较

前辈们敏感多了，并有了艺术的自觉意识，是值得我们

关注的新观众群体。可以说，他们的审美需求将影响

着戏曲的发展走向。

三、影视等因素冲击下的

观众群体变化

首先是电影电视的冲击。请看下面的统计数据。

表5 戏曲电影同时公演时的选择

（说明：调查的问项是“如果村里同时演戏和电影，而两边的

内容都是您喜欢的，您会选择看戏还是电影？”）

表6 对戏曲、电影和电视三者的选择

（说明：调查的问项是“戏曲、电影和电视，您最喜欢哪一

种？”）

事实告诉我们，电影和电视已经抢走了部分观众。

连最爱戏曲的第一代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当单独问及

“是否去看公演戏曲”时，爷爷奶奶肯定回答的比例分

别是91.58%和95.16%。和公演电影放一块时，尚有

85.06%的爷爷仍选择看戏。然而，将戏曲和电影、电视

放一块时，我们发现，坚持看戏的爷爷仅剩70.51%，奶

奶也减至87.07%，更别说第二代、第三代的变化了———

他们已把注意力转向了电视。综合三代人的总体情况

看，上面三种条件下人们对戏曲的选择分别是64.94%、

48.76%和38.22%，递减是很明显的。

其次，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冲击。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推进，农村原有的居住环境改变了，社会结构也随之

被打破，观念改变了，传统习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

击，部分观众的流失在所难免。另外，市场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中青年走出农村，或打工或经商，不但自己

看不成戏，而且留下更多的“留守儿童”让爷爷奶奶照

看，客观上影响了他们有更多的闲暇去看戏。还有部分

经济较好的乡民，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在城里

或买房或租房，让孩子到城里读书，已经被排斥在社会

日常活动之外的“非角色之角色”（德克尔，1986：163）

的老人，自然而然地跟着进城照顾孩子。此外，戏曲进

入市场，面临着竞争与淘汰，在同一个方言区，戏金却

大不一样，演出水准也就可想而知。从目前的情况看，

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庄显然有更多的机会看戏、看好戏，

各村庄的不平衡现象日趋明显。这些都影响着农村的

观剧情况。

对于戏曲的前景，担忧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悲观

却大可不必。在闽南农村，戏曲在民俗中的特殊地位至

少在几十年内是无可取代的。电影不可能制造出戏曲

演出时的那种热闹和喜庆，也没有戏曲现场演出时的

那种真切感和互动性。晚会倒是有条件营造热闹喜庆

氛围，也有戏曲的现场性，但晚会缺乏有一定长度的完

整的故事，不能满足人们对戏曲的那种审美期待。

这次调查是比较仓促的，然而在仓促中我依然能

感受到乡民们对戏曲的深情。依托于民俗的戏曲演出

是不可能天天有的，但只要戏台一布置，几个村的人们

都会奔走相告。当然，面对其他艺术娱乐样式的挑战，

戏曲要赢得观众，除了要从保持传统、宣扬人情美方面

突出自己的艺术特色外，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

步思考。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戏曲 70.51% 87.07% 2.80% 23.91% 6.81% 38.22%

电视 22.44% 11.66% 61.06% 65.53% 65.94% 45.33%

电影 5.13% 0.32% 34.27% 8.39% 25.70% 14.76%

都喜欢 1.92% 0.95% 1.87% 2.17% 1.55% 1.69%

爷爷 奶奶 爸爸 妈妈 学生 平均值

戏曲 85.06% 97.12% 8.41% 40.65% 12.58% 48.76%

电影 14.94% 2.88% 91.59% 59.35% 87.42% 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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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村落保护”国际高峰论坛在浙江举行

由中国民协、浙江省文联、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人民

政府承办的“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高峰论坛于2006年4月26日至28日在西塘举行。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

主席冯骥才，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童芍素，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林晓峰，中共嘉善县委书记高慧玲，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代表青岛泰之、文化官员助理裴红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日本神奈川大学教

授福田亚细男，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副教授菅丰，越南顺化古都文化古迹保护中心文化历史研究室主任潘清海，

浙江省民协副主席、秘书长王恬，中国民协研究部主任刘晓路等60余人出席论坛。论坛由中国民协分党组成员、

秘书长向云驹主持。

向云驹、高慧玲、林晓峰、青岛泰之、童芍素先后发言和致词，他们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就古村落乃至传

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保护工作的艰巨性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同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童芍素在发言中

说：古村落保护、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及相关内容已作为重要部分，纳入浙江省委宣传部承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课题。

冯骥才主席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保护古村落是一个比万里长城还浩大的工程。虽然古村落保护

面临着很多困难，但现在保护的声音至少已经让大家听得进去了。古村落保护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方

面。我们文化的根在农村，在保护古村落过程中，农民是主体，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老百姓的想法。在保护方式上，

要采取多种模式，像乌镇、榆次等那样，可以和旅游相结合。

论坛开幕式结束后，与会代表就中国古村落的保护方法、如何在古村落保护中注重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基层

政府如何承担古村落保护的责任、中国古村落现状等题目进行了专题发言和经验交流。

论坛结束时发布的《“中国古村落保护”国际高峰论坛·西塘宣言》指出：人类从各自的古村落成长起来，走向

今天共同的世界；古村落是祖先创造的第一批文化成果，也是我们今天最后的精神家园。古村落的消失，或者说

村落文化个性的泯灭，将釜底抽薪式地毁灭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景观⋯⋯当文化记忆和文化标志一起消失的时

候，当我们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身首异处之际，我们甚至会在跨入现代的物质社会的同时退回到精神的荒蛮

时代。保护古村落是农村文化发展中走现代化与传统化相融合、经济与文化相统筹、自然与社会相和谐之路的一

种可行的模式，是文化农村的最佳选择。古村落的保护、发展、开发、利用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繁难的经济社会文化

的综合工程。要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要加强保护机制措施的研究，要因地制

宜有效探索不同的发展模式，要抢救与保护并重，要大力宣传以提高政府部门、公共机构、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

要形成全民对古村落文化自尊自爱的自觉行动。同时，希望有更多的古村落管理者、研究者、开发者加入到古村

落保护与发展的探索和研究的行列里来，打一场保护古村落的背水之战。

（刘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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