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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策略研究
——以广昌县驿前镇姚西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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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传统村落面临着一系列人居环境危机，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改善与发展越发紧迫与重要。以江

西省抚州市广昌县驿前镇姚西村为例，针对我国当前传统村落在人居环境改善发展方面简单粗暴式、片面式和不顾及当地实

际情况等问题，通过对姚西村进行田野考察、实地调研等方式，深入挖掘姚西村人居环境现状，以村情为依据，提出修复绿地生

态环境系统、健全社会环境系统、优化三生空间环境系统，发挥主体责任，完善乡村治理模式四项转型策略，为我国传统村落人

居环境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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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are facing a serie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rises, which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rgent and important for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 human settlements. Taking Yaoxi Village, Yiqian Town, Guangchang County, Fuzhou City, 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ims at the problems of simple and rough, one-sided and disregarding the actual

local situation in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China's current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field research in Yaoxi Village, etc., to dig deep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n Yaoxi Village, and based on the village conditions, proposing to the four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of

restoring the gr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improv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system, optimizing the Sansheng

spatial environment system,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and improving the rural governance model,

which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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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又名古村落，是长期的农耕文明传承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

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也是不可再生的潜

在旅游资源。传统村落体现着我国乡村农耕文明人居

环境营造理念、村落空间格局、建筑设计等鲜活的文化

遗产，对当代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1-2]。

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导致传统村落大

量年轻人主动迁移出去，传统村落正在面临“村落空心

化”“文化割裂化”“建筑景观异质化”等严重问题。传

统村落面临着千篇一律建设和粗鄙化的破坏，对我国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一、驿前镇姚西村概况

（一）姚西村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

姚西村位于广昌县驿前镇西南角，东接206国道，

南邻石城县，西与宁都县交界，北连驿前镇坪背村，距

驿前镇政府所在地2 000 m，距广昌县城4 200 m，江西

省第二大河流——抚河发源于此，属高丘陵地貌，亚热

带季风气候，但交通便利，环境优美。

（二）驿前镇姚西村的发展历史

驿前镇姚西村建于驿前，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是

古代通往福建、广东必经之路，是南北方商人主要途径

之处，朝庭传递信息之处，在明末清初时期，驿前进入

鼎盛时期。驿前镇姚西村现存古建筑以明、清时期为

主，是独具特色的明清赣派风格古建筑，姚西村建筑群

由 53幢单栋古建筑组成，集中位于街道东侧，是省内

保存较完整、数量较多的民居古建筑群之一，见图1。

（三）驿前镇姚西村的经济状况

驿前镇姚西村是江西省第二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图1 驿前镇姚西村全景导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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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录的，是全国集中连片面积最大的通芯白莲村级种

植区，白莲面积每年稳定在1 500亩左右，2016年成功

申请了“世界最大莲池”吉尼斯世界纪录，2017年12月

成功获评国家级 4A级景区。镇政府和村委会聘请我

国某著名设计团队对驿前莲花 4A级景区姚西村项目

进行了全面的规划设计，依托莲花生态优势发展乡村

旅游经济。在政府主导农旅结合发展的同时，积极鼓

励姚西村群众发展林下经济、白莲产业、休闲农庄、土

特产销售等解决产业单一困境现状。

二、驿前镇姚西村人居环境现状分析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驿前镇姚西村旅游开发

的持续进行，当地村民人居环境状况得到逐步改善，但

与城镇人居环境相比仍存一定差异。

（一）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人为破坏

自然生态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系统的物质平台和

生态基础，是村落形成与发展的基础。随着乡村旅游

蓬勃发展，大量游客涌入古村，驿前镇姚西村兴起各种

乡村农家乐、休闲农庄及民宿，这些营业场所把各种污

染物直接排入河中；前来观光游览的游客所产生的各

类垃圾随意丢弃，造成土壤和水质污染；居民生活、生

产的污水、垃圾和农药、肥料污水也直接排入河中。这

些都在快速破坏着驿前镇姚西村的整体生态环境，给

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当地村民为了获

取更高的经济效益，环绕景区随意建楼、开发，对地基

及水土进行破坏，导致村落自然生态系统失去自我修

复能力，使整个姚西村自然生活系统遭到破坏。

（二）社会文化系统面临瓦解

社会文化环境系统是人居环境的社会化载体，与

社会结构、村落民俗、乡约文化、村落文化观念，以及行

为方式等要素综合组成了村落文化体系，是我国乡村

文明的精神载体[3]。姚西村受城镇化与现代化快速发

展和外界交往越发频繁等内外因素影响，本地社会文

化关系、乡村文明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正在

面临瓦解，迫切需要转型和重构。

（三）地域空间缺乏规划

地域空间要素是由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联合作用

形成，并提供村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空间综合体。姚西

村大量的青壮年人为谋求更好的自身发展机会选择外

出务工，留守本地的大部分为老、幼群体，他们逐渐成

为乡村公共空间的使用主体。而乡村公共空间规划设

计对这类主体使用需求缺乏思考，导致乡村公共空间

适用性不足，使用率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姚西村新

农村规划设计过程中，割裂本土建筑文脉关系，忽视与

周围环境联系，盲目模仿城市建设模式，导致趋同化新

型乡村分布[4]。最近几年姚西村旅游业快速发展，对

于餐饮、住宿需求量大，导致出现大量休闲农庄等违章

建筑和相关旅游配套设施不足与缺乏等问题。

（四）村民缺乏主体责任意识

村民是乡村空间活动的主体，也是村庄人居环境

改善的建设者与管理者。然而村民自身的主体责任意

识不强或者漫不经心而不明确，没有充分意识到保护

和发展传统村落的重要性，参与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

展积极性不高，部分村民甚至以损害集体利益来达到

获取个人利益的目的[5]。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

大量乡村年轻人口外出务工，导致乡村公共生活的参

与主体仅剩老、幼、妇、残，从乡村公共生活来说，他们

都是“边缘人物”，无法对乡村公共事务投入过多精力、

时间和金钱。进而，使乡村公共事务无群众关注、无群

众可组织，乡村难以形成，无法组织公共生活。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姚西村人居环境转型策略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姚西村现状为依据，提出

修复绿地生态环境系统、健全社会环境系统、优化三生

空间环境系统、发挥多元主体系统，完善乡村治理模式

四项更新系统；提出修复自然生活环境与营造和谐人

地关系、优化村落空间布局与完善村落基础设施、助推

产业融合发展与提高居民增收空间、保护乡村文化遗

产与丰富村民精神生活、提高村民责任意识与协同乡

村治理模式的有机更新方案，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

境转型发展策略，见图2。

（一）修复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和谐人地关系

修复自然生态环境首先要明确修复范围和修复内

容，姚西村面临的生态问题主要是城镇化和乡村旅游

快速发展致水污染、水土流失、土壤退化及生物多样性

遭到破坏等。针对姚西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应树立全局观念，将治水、保土、净气等系列生态工程

联合起来，重点治理污水紧要问题，预防水土流失次生

潜在问题，形成一整套系统完备的治理方案。

在修复姚西村自然生态环境治理方案下，分类分

级治理污染要素，是修复生态环境具体可行之策。针

对因固体垃圾、生活污水、农业及农产品初加工生产性

废水等随意丢弃或倾倒，造成河流水质污染和堵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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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污染问题。通过从源头收集和集中处理的方

式，能有效地改善姚西村生活污水和农产品初加工生

产性污水随意排放现象，定期对淤积河道采用水系清

理疏通和养殖水生植物等措施来提升水体净化能力；

规范垃圾倾倒行为，加强对村民和游客环保意识宣传，

定期对固体垃圾物分类处理；减少农业化肥的使用，加

强水利设施工程建设，合理利用荒山荒地，为野生动植

物提供良好栖息地，保护村落生态多样性[6]。

（二）保护乡村文化遗产，丰富村民精神生活

乡村文化遗产是经过漫长农耕文明，由当地村民

通过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文化

遗产，它不仅包含着历史建筑、文物等有形要素，更蕴

含着工艺技术、生活智慧等人文要素。这些乡村文化

遗产在推动乡村文明、发展乡村旅游和完善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城市文

明影响不断深入到农村，姚西村大量年轻人选择外出

务工与定居，导致乡村传统文化断裂，传统习俗、民间

工艺等文化遗产不断简化乃至消失，所以姚西村需要

培养传统文化遗产传承人、运用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

传承传统村落文化，同时设计并建立文化展览馆，将村

落文化通过实物展览[7-8]。此外，也需要定期采用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举办传统民俗活动，适当融入现代文娱

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使乡村文化不断焕发出新

的生机，展现乡村文明新气象。

立足于乡村地域特色和文化景观，将生态和文化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姚西村应大力发展文化旅

游，打造赏莲、研学、党建游等特色农旅融合项目，加强

“红色、古色、绿色”三色旅游资源挖掘，为游客提供观

光、度假、体验、农事、文娱等服务为一体的莲花特色小

镇。增强驿前镇姚西村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并扩大其价

值，将文化资源转换成特色产业，使驿前镇姚西村成为

有景点、有产业、有灵魂的农旅融合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优化村落空间布局，完善村落基础设施

姚西村居住环境改善应从整体到局部、渐进式的

生活功能更新。整体上，根据传统村落保护规定合理

调整好村落农业用地、生态用地及建设控制地带，确保

基本农田不被占用，守住好耕地红线不动摇。在建设

控制地带内对村落古建筑采用“改、拆、建”3种手段，

对旧建筑和土地进行更新利用：改善旧房质量，结合村

民和游客的需求，更新民居内部的功能与结构，提高住

房的舒适性、宜居性，建筑外立面基本保持原有风格的

基础上适当更新；改善村民自发新建建筑风貌，由于村

民自发新建建筑缺乏统一规划，建筑风格迥异，整体风

貌不协调；姚西村旧建筑风貌应进行统一设计改造，形

图2 姚西村转型策略发展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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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符合本地文化的特色，运用传统民间材料和地域文

化元素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协调的特色风貌。拆掉不

合理、危险、违章的建筑设施，使其服务更安全有效。

建设内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满足姚西村发展

需求，加强游客体验感，提高本地居民生活环境质量[9-10]。

局部上，姚西村公共活动空间的主体使用者为老

人、妇女和儿童，村内为他们提供的公共活动空间不

足，可利用闲置空地适当有针对性地小规模建设，围绕

公共空间的主体使用者的生活习惯、旅游规划需求等，

安装一些公共休闲设施，建设村民公共活动场地，更好

地满足村民和游客的需求；加强村民缺乏的基础设施

（如教育医疗、交通设施、环境卫生等设施）的资金投入

力度。

（四）助推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居民增收空间

姚西村是一个丘陵环绕的村落，是传统的农业区，

“白莲、水稻、泽泻”久富盛名，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姚西村决定依托莲花生态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采取

市场化运作模式，把传统农业与旅游度假、展览观光融

合起来，由此转变以往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将剩余劳动

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集中服务于农业休闲旅游和民

宿文化旅游第三产业，并通过引进技术+吸引人才+引

进社会资本等发展要素，推动姚西村传统农业结构升

级为基地+合作社+村办公司+农户的模式，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丰富姚西村的经济业态，增加了

农民收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见图3。

（五）提高村民责任意识，协同乡村治理模式

传统村落是基层政府的单一化管理模式。村民作

为传统村落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是人居环境改善的直

接收益者，却往往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所以需要打破这

种不平衡的权利关系，培育优秀人才参与乡村治理，激

发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村民的管理能

力。因此需要对村民进行赋权，不断提高村民的主动

性、参与性和治理的能力，从而平衡村落权利分配机

制，实现乡村协同治理模式。赋权的同时需要对权利

进监督与约束，赋权与监督的结合有利于规范和增强

村民行为合理性，防止权利滥用。思想赋权：通过加强

村民思想道德建设，鼓励村民主动参与到村落的日常

管理、建设开发、生态和文化保护等重要事项；同时增

强村民对于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形成正确的

价值观念，从而提高村民的责任意识，进一步激发姚西

村内在发展动力。法制赋权：姚西村常年留村村民主

要是老人、妇女、小孩，他们普遍受文化教育程度不高，

甚至基本属于法盲，面对自身和集体利益受损时，常常

选择忍气吞声或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因此需要对村民

定期提供免费的普法、咨询、援助等途径，培养村民学

会运用合法手段获取自身利益诉求，明晰违法行为和

后果，杜绝破坏村集体利益。政治赋权：政府部门在实

施与村民利益相关方案之前，充分倾听村民诉求与建

议，合理保障村民享有知情权、管理权、监督权、建议权

和参与权，确保每位村民平等参与管理村落发展的权

利。基层政府作为乡村管理的核心，需要加强政治建

设和组织建设，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推动乡村治理现

代化发展[11]。非盈利性组织和社会管理机构作为乡村

人居环境优化的辅助力量，在保护和发展乡村文化和

传统景观风貌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见图4。

图3 产业布局转型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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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传统村落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必然联

系，体现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通过各系统的

因素，反馈于传统村落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的全面振

兴，形成自然生态环境修复与和谐人地关系、乡村文明

保护与村民生活丰富、空间布局调整与基础设完善、产

业融合发展与居民收入增加、村民参与乡村治理责任

意识提高。基于此，以乡村振兴总目标指导传统村落

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姚西村人居

环境转型发展路径，从分级、分类专门化来修复自然生

态环境系统；基于产业、技术、文化资源层面来保护和

发展乡村文明，从整体到局部来优化地域空间系统，尊

重村民意愿，切实发挥村民是传统村落发展的主人翁

意识，有效改善姚西村人居环境，促进姚西村人居环境

内部功能和外部形态的完善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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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完善乡村治理模式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