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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村地域文化保护与更新研究
周玉琪

（厦门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传统聚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生存空间和载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挖掘传统聚落文化要素，对于改善聚落特色丧失、聚落文脉断裂和聚落记忆消逝的现状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的塑造并不是由某个
朝代或某个个体来决定，而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形成，因而不管聚落的规模是否宏大、空间布局是否复杂、建
筑构造是否别致，它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都反映了其所在传统聚落的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地域文化特点，文化引导
的聚落更新实践也在逐步打破单一物质空间规划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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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文化资源关注度提升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五千年发展的
结晶，是经历了悠长岁月洗礼后的精华，
中华儿女在不断地适应环境与改造环境
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不断的传承
与创新。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虽然西方文化的传入给传统文化打开了
新思路，同时也为原生的传统文化带来
较大冲击，比如提笔忘字、重理轻文等
现象都是受这种影响下的结果。目前，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和国际地位的
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开始恢复，复
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强，
并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

2  传统聚落保护与更新面临挑战

我国的传统聚落很多正面临着民居
建筑年久失修、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
村落经济发展缓慢、基础设施不齐全、
村落旅游利用和开发有限等问题。虽然
全国各地正如火如荼的展开传统村落的
保护与发展工作，但由于理论指导及实
践方法的缺乏，许多村落依旧避免不了
自然破坏和人为损害，导致建设性的破
坏或者破坏性的建设。

造成此种现象，一方面是城市化对
农村建设的冲击，造成过于功利性质的
开发；另一方面，居民经济条件的改善，
导致部分居民自建新房而破坏了乡村的
整体村落风貌。此外，大量的城市就业
机会，使村里有志改善生活的青年都外
出务工，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是追
求上进的表现，而对于乡村来说这是一
种釜底抽薪，许多乡村因此而变成“空
心村”，使得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人
传承，从而失去村落的文化根源。

那么，如何从理论上了解传统聚落
的物质空间环境，如何理解传统聚落即
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如何从专业学科
角度控制传统聚落的规划建设，是本文
需要考量并且展开讨论的。

3  研究对象

文章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名村西林村，
位于福建省云霄县火田镇，作为开漳发
祥地，是开漳历史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
珠，文物古迹丰富，人文底蕴深厚。自
垂拱二年（686 年）陈元光父子带领将
士设立州治，到开元四年（716 年），

因此地受瘟疫病害侵袭，而迁至漳浦地
区发展，西林作为该区域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历时 30 年之久，留下各种
故城遗址；漳州府治迁移后，历经宋元
明清各代的 1300 年期间，开漳将士后裔
在此继续繁衍生息。无论从建筑价值、
人文价值还是社会经济价值上来说，西
林村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传统聚落

建筑价值：福建省传统村落受到当
地宗族文化的影响，拥有大量尚未被破
坏的建筑，西林村至今尚遗存大量的宗
祠寺庙与民居古建筑，成为连接过去与
现在的琳琅满目的历史博物馆。

人文价值：文章是在对西林村进行
了大量的实地调研之后开始研究的，在
多元文化的视角下对调研获得的数据信
息进行分析，所提出的策略具有很强的
地域性和针对性，对西林村的空间、文
化、环境等的保护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也为其他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
好的借鉴，对人文历史方面的保存于延
续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经济价值：传统村落是在历史风貌、
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上具有特殊性和地
域性特征的区域，这种独特性带来文化
旅游的可能性和吸引力。通过对传统聚
落所特有的文化遗产、景观环境和人居
空间的研究和保护，不仅可以营造舒适
和谐的村落生活氛围，也可以对相关可
利用产业进行挖掘，如此带动当地经济
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村民的收入，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4  结束语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
时代背景下，地域文化的特色逐渐被吞
噬，形成和城市文化趋同的态势。对传
统聚落的研究，正是避免文化特色缺失
的一剂良药。同时传统聚落的保护更新
也需要注入新的活力，让聚落的发展既
能遵循自身的发展脉络，又能适应当下
新的环境。论文通过理论研究、现场调
研、归纳分析和应用实践等研究方法，
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1）在理论研究方面，通过对西林
村的实地调研与测绘，剖析地域文化与
西林传统聚落的内涵结构，对相关理论
进行研究，分析西林村现状与不足，从
而提出地域文化视角下传统聚落保护更

新的策略：①挖掘文化经济，经济发展
是村落更新的核心动力，而文化独特性
对经济发展也是一种支持；②强调有机
更新，分析聚落地域文化的目的，就是
保证让聚落在更新过程中，将其过去、
现在与未来进行连接；③重视公众参与，
提高居民的主体意识；④结合学科实践，
注重规划学与建筑学在保护更新中的作
用，提高聚落整体空间功能的实用性和
营建策略上的合理性。

（2）在应用实践方面，针对研究对
象历史文化名村西林村，对其地域文化
成因及内涵结构进行深入的挖掘，其地
域文化特色的形成，一方面是西林地区
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当地
村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总结与
继承前人的经验而形成。随后分析其现
状空间的显性问题与文化的隐形冲突，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保护与更新措施。从
宏观上提出对自然生态、整体空间和街
巷空间的规划设计，从中观层面上节点
空间内地域性场所的复兴和精神场所的
再造提出可实施性策略，从微观层面上
提出单体建筑的保护更新方式与更新设
计手法，这些措施都是以延续地域文化
和活化传统聚落为基本点，提出的具体
而有针对性的设计应用。

文章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西林
传统聚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地
域文化特征的延续不能仅依靠对传统聚
落的空间结构保护与更新，还需要相关
政策的支持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支撑，单
纯从建筑及规划学科角度进行保护更新
显得有些理想化。传统聚落的保护与更
新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希望在各方人
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同打造有活力、有
特色的现代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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