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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南传统村落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唤醒研究

赵倩巍，谢旭斌
中南大学，长沙 410083

摘要：湘西南传统村落孕育了璀璨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挖掘湘西南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唤醒其文化资源的生命活力，实现对

其文化的传承创新，可满足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文化艺术与审美发展需求。通过田野调查、寻访探源的方法，挖掘、记录、整理

湘西南传统村落保存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创新转化其现代文化功能。湘西南传统村落留下了相对原生态的艺术资源，体现

了自然乡土的艺术认知、礼制尊崇的艺术伦理、类型多样的艺术审美，这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纪实，是人类文明的资源宝库，是未

来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文化温情之源。传承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并唤醒其精神灵魂，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不可回避的重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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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如果不对

具有丰富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传统村落加以拯救、保

护、利用、转化，就会如自然资源一样，不可再生，并且

阻碍民族文化的科学发展。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处

于相对偏远山区且经济落后的湘西南还保留着部分传

统村落，也留存着独特的艺术遗产类型及丰富的艺术

遗产资源。它聚集了汉族和以苗族、侗族、瑶族、土家

族、白族、回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艺术、历

史信息、民族风韵，具有丰富的艺术形态与艺术智慧，

是重要的传统文化采撷地。

1 拯救散落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

1.1 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提出

“遗产资源论”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李莉

在费孝通的“人文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观

点。费孝通指出：“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一点

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

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财富。”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因为其不仅是可以

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利用的，是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可以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 [1]。乡土艺术遗产资

源，顾名思义，是乡土中包含的艺术遗产资源。中国具

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和手工艺生产方式，乡土性、艺术

性、手工艺是典型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特征。湘西

南乡土艺术遗产资源被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心理、

宗法伦理、历史因素所影响，因此被塑造得更富含地域

情感和文化特色。它主要以传统村落为物质载体，是

人们生产生活时创造出的带有乡情民风的艺术遗产，

主要包括村落景观、空间规划、建筑装饰、陈设家具等

物质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戏文歌舞、文学艺术等非物

质艺术遗产。

1.2 湘西南传统村落保留的艺术遗产类型

湘西南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这里主要聚居着苗族、

瑶族、侗族、白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由于地

处偏僻、山势陡峭、覆盖苍翠、溪水环绕，是历史文化悠

久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受地势阻塞、交通不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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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信息闭塞、经济落后、城市化开发力度小、传统文

化遗产资源破坏程度低，因此存留着独具特色的建筑

样式、空间布局、文化艺术、历史人文资源等。在这片

土地上孕育、衍生、存留着丰富的乡土艺术，而这些艺

术是汇集在这里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通过对新邵、

洞口、武冈、绥宁、城步、中方、洪江、辰溪等县市的传统

村落进行调研发现，以传统村落为单位而遗留此地的

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其主要类型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体现在空间规划上的堪舆艺术，指依山而建、临水

而建、向心分布、多核心分布的空间布局形式与艺术智

慧，如辰溪县五宝田村、中方县荆坪古村等；（2）体现在

建筑上的科学智慧，指寨楼、鼓楼、祠堂、书院、凉亭等，

如绥宁大团侗寨的鼓楼、辰溪县五宝田村的耕读所等；

（3）体现在住宅民居上的建筑艺术语言，多表现为以干

栏式结构、砖混结构为主的空间形态和利用穿斗式结

构、飞檐翘角营造的艺术形态，材质多为木、砖木、砖木

石、茅草等，如绥宁县坝那部落的吊脚楼、李熙桥村的

窨子屋等；（4）公共空间类型，如槽门、村口、凉亭、风雨

桥、廊场；（5）特色景观，包括桅子石、牌坊、惜字塔、古

树、古井、石板路等，如城步县前进村（易家田）的惜字

塔、绥宁正板村的桅子石；（6）宗教信仰，包括挡箭牌、

功德碑、祠堂、伏宫庙、摆手堂、土地庙等，如洞口县的

祠堂；（7）民间艺术，包括石雕、木刻艺术、民间剪纸、年

画等形式，如隆回的滩头年画、宝庆竹刻等；（8）非物质

文化遗产，包括傩戏、歌舞、文学、艺术、巫术等民间民

俗等。从现存的文化形态及文化艺术特色来看，湘西

南乡土艺术具有典型的建筑文化、雕刻文化、宗祠文

化、红色文化、宗教艺术与民俗文化艺术特色。这些艺

术遗存与文化特色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

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纪实，是在全球文化多元化背景下

的民族文化资源。

目前这些艺术资源虽然依旧存留，却败落严重，随

着艺术物质载体被拆除、丢弃或空置，艺术技艺无人继

承，日渐消亡，艺术仪式、节庆无人重视，逐渐被遗忘。

在新时代背景下，把乡土艺术遗产资源作为一个重要

的文化资源，对其艺术载体进行拯救性保护，唤醒乡土

精神已成为了时代的呼唤，且实现其文化价值的现代

传承、艺术审美的现代转化、文化资源的创新利用成为

了切实可行的唤醒手段。

2 源自乡土环境的审美认知与艺术伦理

艺术审美与艺术智慧是物化在湘西南传统村落文

化中的重要文化特质，是源于自然乡土的艺术认知和

审美感受；是礼制尊崇的艺术伦理；是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的体现。

2.1 自然乡土的审美认知

湘西南因地处崇山峻岭、山川水系之中，交通闭

塞，历史上多信仰巫术，曾被称为“蛮夷之地”。从认识

论的角度来看，地处湘西南的各族先民出于对自然山

水的观察与亲身体验实践，对自然山川变化、昼夜时空

现象、四季变化、生命枯荣，包括生老病死等人生自然

变化产生了体验与感悟，从而有了多样的情感体验和

审美想象，这些情感体验和审美想象被他们转化到了

生活的居住空间环境与生产生活的工具器皿中。一些

以写实的手法雕刻或描绘在建筑的石础、窗牖、梁柱

上，如辰溪县五宝田村的春兰形象被村民雕刻在门楣

石础上。在城步铺头古村的窗框上多雕刻花鸟、植物

图像，形态逼真、生动自然。从民间艺术产生的角度来

分析，其主要受到了地理环境、社会文化（梅山文化）、

宗教信仰、历史因素、艺术想象与艺术价值等影响。这

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生活的手工艺产品及艺术形象

的创造中，除满足应用在建筑结构选型、艺术造型上的

功能外，还要满足诸如雕刻、刺绣、年画、剪纸、楹联、诗

词、壁画等具有审美装饰、艺术精神的事物的表达需

求。绥宁县大园村阳利春老人，曾带领村民进行苗绣

手工艺的传承生产，除进行锦鸡芙蓉、鸳鸯水仙等传统

题材表现外，更多的是表现萝卜白菜、白兔松鼠、荷花

韭菜等地域特色的题材形式，这向人们展示了苗绣所

蕴含着的丰富的苗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2]。分析

其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湘西南囿于地理环境及艺术认

知观，祈求神灵护佑、驱除瘴气，所以形成了特殊的祭

祀、巫术、歌舞、民风习俗等，是环境对人们的心理安全

需求起到启迪作用的结果[3]。如今这些传统艺术通过

湖湘传统村落过年贴喜钱、年画、剪纸、楹联、唱傩戏等

形式保留了下来[3]。从文化学的视角来说，湘西有着

独特的民族文化思想和地域生活风俗习惯，其民间艺

术作为具有文化历史意义和时代象征的符号代表，有

着“标本”的意义。相比湖湘其他地方的艺术特性，湘

西南乡土艺术具有粗犷与细致、艺术乡土性与本原性、

艺术朴实性与原真性、艺术地域性与民族性并存的特点。

2.2 礼制尊崇的艺术伦理

历史上受少数民族变迁与融合的多元文化影响，

产生过具有各自民族特性的文化艺术。但纵观文化历

史及通过考察文化艺术遗产资源得知，湘西南虽地处

恶劣环境，但民族多具有很强的宗法性、宗族性与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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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忠诚报

国、孝友传家等礼制尊崇的艺术伦理上。入选国家第

五批传统村落名录的城步苗族自治县清溪村，在一处

修建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 1692年）的老宅八字门入

口处的壁面上，就写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苍劲

大字，在其堂屋神龛上也写有“天地君亲师”五个楷体

字。其门窗上均透雕着精美动物、花草或文字图形。

其堂屋大门的四页木门扇上分别雕刻有“福”、“禄”、

“喜”、“孝”四个描金草体大字，该字气势连贯、苍劲有

力，“福”、“禄”两字与孝桃图形结合，“喜”、“寿”与花卉

图案结合，构图注重对称与均衡的变化统一，图形注重

疏密与语义的对比统一。门窗上雕刻有喜上眉梢、野

鹿含花与如意纹图案，廊坊上雕刻有草龙寿字纹。这

些具有礼制尊崇的细节表现，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与

艺术价值，而且具有极强的儒家礼制文化与艺术伦理观。

同样位于城步县铺头古村，有分别修建于清朝道

光十九年和道光二十四年的“和睦屋”与“兄弟老屋”，

它们见证了铺头村村民浓厚的道德伦理教化观念，彰

显了孝道、兄弟情谊、团结互助的优秀品质和民风[4]。

在该村两座堂屋神龛两旁的壁面上，至今仍保留有边

长约一米大小的“存厚率真，积厚流光”八个大字。无

不告知后人厚积薄发的思想观以及为人率真的艺术哲

学观。在绥宁县正板村，始建于明清的建筑群里的一

民居，其堂屋神龛上除挂有雕刻“天地君亲师”字样的

木牌外，其左右木刻条幅分别阴刻有“祖泽千秋崇礼

乐，宗功百代绍箕裘”的楷体字，崇礼尊祖之风可见兴

盛。除这些神龛字牌、匾额楹联、戏文雕刻外，历史上

湘西南宗祠文化也非常盛行。洞口县现存宗祠约有一

百二十多座，其中十一座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规模宏大，彰显的忠诚报国、孝友传家、孝廉礼义文

化及审美教化意义明显。在洞口县伏龙洲萧氏宗祠室

内，写有“高风、亮节、率祖、敬宗、崇文尚武、厚德载物、

德耀祖先”等含有伦理教化意义词语的篇额、壁画题字

共四十八幅 [5]，这对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

及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3 唤醒乡土艺术遗产资源沉寂的精神内涵与

审美价值

具有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传统村落，目前在国家、

社会、个人的合力倡导与保护下，虽然得到了不同程度

的保护，一些保存程度较好的古村落还被纳入国家传

统村落保护名录。但考察发现，这些物化“活水之源”

的乡土艺术资源要么飘摇在残破不堪的老屋中，要么

被偷盗，到了文物贩子的手中，要么被沉寂在一个角

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经济发展的大潮下，对

传统村落文化艺术资源的审美还没有被唤醒，对它们

的审美认识及利用仍停留在浅显的、过时的、落后的、

被忽视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房屋产权、经济的原因，

建筑艺术的审美语言、文化内涵及其艺术表征被漠视

而消亡；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的认识短浅等原因，导致乡

土文化资源未被受到重视而惨遭破坏。有些村落依旧

存留，却因被人抛弃而败落严重，其中的有些精美的艺

术构件被偷盗，使其丧失了建筑的精神内涵；还有些物

质载体被拆除、丢弃或空置；甚至出现了艺术技艺因无

人继承，而日渐消亡，艺术仪式、节庆因无人重视，而逐

渐被遗忘。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1982

年提出“高科技与高情感相平衡”，他提出了“人们必须

学会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生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6]”

的观点，由于高情感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艺术浇灌，所以

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信息化、智能化的高科技与传统性、

民族性、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相结合。

民族传统文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将其

唤醒并对其进行记录、传承、创新，已成为重要议题。

首先，唤醒其艺术遗产资源，然后进行考察记录，利用

各种方式，如数字化手段进行整理保护，以传递其审美

价值。文化遗产资源不是推测出来的，而是文化产生

过的证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认为，通

过指出可能的文化多样性，丰富了对过去的理解。但

是，对过去的解释必须主要建立在关于过去的资料上 [7]。

费孝通先生说：“我们的学问是要从历史里面得出来

的，也就是要从旧的里面长出新的东西来，这就是传统

与创造结合的问题。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去看待未

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化的发展。”那么如果我们要创造

新的文化，就要从旧文化中去寻根溯源。而湘西南乡

土艺术系统是一个由于地理阻隔，导致民族文化自成

特色的深远的艺术文明系统，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包

含艺术学、建筑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珍

贵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涵义，是一部记载湘西南物质基

础、精神内涵、历史渊源的“百科全书”。应当对其包含

的建筑空间形式、结构类型、艺术形式、材料工艺、人文

历史、艺术智慧、民风习俗等进行记录，让其成为新文

化发展的根茎与源流。其次，唤醒其艺术遗产资源，必

须推崇其包含的文化精神价值，加强对其包含的礼制

尊崇、审美伦理、人文历史、宗教信仰等相关文化的整

理与传承转化研究，让沉寂的民族文化重新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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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除了生活用具，生产用具也是农家室内生活摆设

中的“常客”。生产用具放在室内时，不仅需要取用方

便，而且不能妨碍其他物件的摆放及使用。面对生产

与生活用具需求上的地域差异，古代乡村“设计师”们

在实用性、简约性、整体性、生态性等各种“尺度”的规

定中进行了设计思索，将不同陈设的“形”与环境差异

化的“意”结合，使之在乡村空间中展现出智慧的闪光

点。通过农村传统家居生活器具“形意场”的分析，可

以看到人与自然的物质层面关系，以及礼制文化、敬祖

爱幼、男尊女卑等精神层面的特点。这正体现了中国

农耕文明所特有的陈设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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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服务于新时代、新科技文化的建设中。随着全球化

的推进，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乡土文化遗产资源既可

以推崇民族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促进社会文化的有序发展，同时对促进未来人工智

能时代下文化温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还可避免文

化发展洪流中的同质化现象，促进乡土文化的崛起。

湘西南目前留存下来的历史悠久、意蕴深厚的乡土艺

术遗产资源，是华夏文明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区域特色

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只有将其进行传播与传承，才能彰

显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4 结语

湘西南传统村落是湘西南地理环境、审美心理、宗

教信仰、文化历史、经济水平、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

的综合反映，像自然资源一样，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

源，它是先民从最原初的文明经过历史发展逐步打磨

沉淀而成，它不单单只包含艺术学，还包含了地理学、

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历史学、文学等内在的知识，

除建筑文化、历史文化、文学文化、玄学文化、自然文化

之外，湘西南乡土文化遗产资源还包括红色文化、宗祠

文化、梅山文化等艺术遗产，这是一笔巨大的知识财

富，对发展乡村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乡

土手工业生产、提升乡村文化品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人们应该对它进行记录与传承，只有重视、爱惜、保护

好它，才能留住民族文化发展的“活水之源”。要想在

全球化的文化激流中脱颖而出，只有通过传承民族特

色传统文化，发挥其乡土艺术资源的价值，并对乡土艺

术遗产资源进行系统的保护。在现代化的今天，唤醒及

传承湘西南传统村落的乡土艺术遗产资源对振兴乡村文

化建设，促进现代乡村社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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