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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营造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研究
——以京西古村落为例

郝卫国，谢明君，牛瑞甲
天津大学，天津 300072

摘要：近年随着乡村振兴和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推进，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议题。基于社

区营造视角，从社区文化、参与主体、社区事件三个面向提出社区营造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以北京市门头沟区古

村落为例，从乡村社区文化的认知与挖掘、乡村社区营造的主体与构建、乡村人居环境空间的改善与营造等方面提出京西古村

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抽象愿景与目标具体化的落地路径，旨在推动更多带有试验和示范性质的京西门头沟区古村落非物

质文化遗产活化项目的发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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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ctiv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Mod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Ancient Villages in
Wester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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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olicy, the 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oday  s socie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tervention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community culture, participants and community events. Taking the ancient villages in Mentougou

District of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abstract vision and the specific path of the obj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Western Beijing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gnition and excavation of rural

community culture. The main body and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space,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ation project of

more ancient villages in Mentougou District of Western Beijin with the nature of experiment and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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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是乡村社会的缩影，也是传统文化最真实的

记忆，是村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物质载体。随着城镇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经济市场化的发展，村落中孕育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变异和消逝的危险。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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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随着西

山永定河文化带地位的确定，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迈入新时代，门头沟流域作为北方民俗的集散和发散

地，活跃在其古村落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逐

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时值《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年）》中对北京市责任规划师的有关要求，

探讨如何更好扎根社区、服务社区，在社区营造机制下

推动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更有特别意义。

一、社区营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社区（Community）”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在 1881 年提出，认为社区是聚居

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社

区营造是指依托社区物质与非物质环境改善行动、提

升社区的社会资本及实现社区培力、社区自组织和自

治理的过程[2]。”国外的社区实践中，以非政府社区组

织发展带动地方乡村发展已成为一种主流范式[3]。近

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社区营造，并运用于历史建

筑保护[4-5]、旧城更新[6]、历史文化名村或传统村落的保

护和规划[7]等方面。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社区的作用

逐渐受到重视。单彦名等[8]基于台湾社区营造实例，

从新文化传承角度探讨了历史村镇保护规划编制方

法。麻国庆[9]从生产性保护、民族村寨整体性保护到

文化持有者的参与式发展三个层面，论述民族村寨保

护与活化的内生性发展机制。王淑佳[10]分析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与社区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值得探索的路径。社区已逐步走上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舞台，而有关社区营造的实践多在

城市中发生，以乡村为背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

社区营造结合的实践鲜有人为。

二、社区营造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

策略

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总的时间轴上需横跨古今，与横向

物质文化层面上兼容并蓄。它必须建立在一定群体或

社区的共同认可、参与及传承之上。因此，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人的存

在的空间环境。故基于社区营造视角，从社区文化的

挖掘、参与主体的构建、社区事件的策划三个层面建立

社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认同，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注入活力。

（一）建立社区营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的切入点

社区营造起步阶段，首先是对地方特色的挖掘，建

立社区文化。社区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涉及社

区的人文景观、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地域背景下“生态-经济-社会-文化”

复合系统影响下文化形态的具体表象，内含地方性知

识与生活逻辑，是社区智慧的结晶、创造力的体现和集

体意识的表达[11]。因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着手，

深掘地方特色，更易找到与民众生活联系紧密的标志

性社区文化，同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精神的传

承，见图1。

（二）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的发展模式

社区营造是基层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

派出机构）、社区利益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公共/专业服务提供者/社区规划

师）、社区居民以及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基于社区认同

和公共利益进行的协商、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

程。目前，传承人制度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

系中处于关键环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

中，政府处于强势地位，社区弱化为政策的执行者。未

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见图2）应从政府主

导、社区执行逐步过渡到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社区营

造体制，原生社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成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坚力量。

（三）建立与非物质文化活动相关的社区事件

人居环境由物质与非物质环境要素所构成，作为

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和内容的主要空间载体，物质空间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和基础。因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生活方

式和空间环境，并依托于人的行为发生（见图 3）。基

于公共事件参与和公共活动形成一系列社区事件，有

助于加强社区情感和共同体意识，培养社区自主和自

治能力。具体层面上来讲，主要包括传统节庆活动类

图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区文化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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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传统手工技艺的教学活动、互

动体验与承载非物质文化公共空间的参与式设计。前

者主要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团体等艺能人才为

主导；后者强调民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广

泛参与。鼓励退休人口参与社区营造部分工作，协助

青年人带领村落、社区的创新发展，共同改善居住环境

并参与各类公共议题。持续扩大非物质文化扎根与成

果应用，推动市集与社区跨域合作，以记录当代社会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新发展，倡导文化乡土教育与特

色文化价值运用，促成各地经验交流讨论的合作机会。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在京西古村落的实

践应用

狭义的京西指北京门头沟区，本研究所界定“京西

古村落”即指位于门头沟区范围内，民国前建村保有传

统文化习俗和乡村生活形态的古村落。截至目前，京

西现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40余个，已形成了一个颇具

规模的古村落群，是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第二大主

体。门头沟区拥有北京市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3

项，其中京西太平鼓、琉璃烧制技艺、千军台庄户幡会、

妙峰山庙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存续在村

落及村民生活中的传统习俗、文化活动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活态性是京西村落群最大的特点和优势[12]。

近年来，门头沟区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

护力度，推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西太平鼓》舞

剧；举办“盛世舞太平”太平鼓展演；推出《京西拾遗》纪

录片；组织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与设计

活动[13]。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多集中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旅游开发、博物馆、博览园区展示观

赏以及节庆游览活动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起到了积极作用。本研究通过梳理和总结门头沟古村

落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从社区文化的认知与挖

掘、社区主体的组织与构建、人居环境的改善与营造等

方面提出京西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抽象愿景

与目标具体化的落地路径。

（一）非物质文化与地方文化

门头沟区古村落群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主

要包括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传统

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见表 1）。拥有“民间文

表1 门头沟区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分布村落

类型

民间音乐

民间舞蹈

传统戏剧

非遗名称

京西幡乐

京西太平鼓

高跷秧歌

地秧歌

秧歌戏

蹦蹦戏

山梆子戏

燕歌戏

主要分布村落

千军台村、庄户村

大峪村、东辛房村、西辛房村、西店村等

大峪村、三家店村等

龙泉务村

苇子水、涧沟村等

东山村、淤白村等

马栏村、军饷村等

柏峪村

类型

民俗

传统技艺

非遗名称

中幡会

妙峰山庙会

九龙山庙会

门头沟十三会

百花山庙会

转灯场

九曲黄河灯

琉璃烧制技艺

主要分布村落

庄户村、千军台村

妙峰山香道沿途村落

九龙山香道沿途村落

十六村联合表演

香道沿途村落

爨底下村、灵水村

灵水村

琉璃渠村

图3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所在环境的关系

图2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非遗保护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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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占比最高，达到七成，拥

有“民俗”和“民间舞蹈”、“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村落数量大致相当，各占三成；而拥有“传统技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村落数量最少。由于传统村落新

城要素、地理区位、功能构成上的负载型，一个村落同

时具有多种文化特质，同一种非物质文化也会在不同

的村落生态上有所体现，相邻村落的文化具有趋同特

质，可以看出不同非物质文化在村落的分布上有地域

的耦合性。从这些遗产资源中归纳出村落文化的五大

特点，即古道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工艺文化、移

民文化，可为社区文化的构建提供脉络。

（二）从民间花会到社区共同体

在门头沟区，由民众自发形成的祭神和文化活动

的民间花会是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特色。几

乎各村都有花会，会头为组织者，下设若干名执事，每

年都会自发举行固定项目的祭祀或文化表演等活动，

酬神与人。这种自下而上形成的民间花会项目包含了

民间歌舞、武术、体育、戏曲、杂技、曲艺等，本质上是基

于兴趣爱好联结的社区组织，具有紧密的社区共同体

意识，且对传统文化艺术高度认同。民间花会组织不

仅为重构松散的乡村社会人脉关系提供了可依托的路

径，更是推动民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实践的

重要力量。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以妙

峰山会等规模宏大的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

例，参与主体来自不同村落的花会组织，在庙会队伍中

承担不同演艺角色，传承人难以确定为某个人。京西

古村落中的花会会档，既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

分，又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将花会这样的

团体纳入传承人制度中，对当地民间花会组织的建设

和发展给予支持和辅助，对于集体共同传承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具有积极、长远的扶持作用，在社区营造

模式理念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更新，不仅

要重视对传承主体的保护与培养，积极鼓励民众进入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各个环节，唤醒全民参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

在碣石村，70后本土建筑设计师带领设计团队回

到家乡，以乡愁情怀改造民宿，注重打造多元乡村生活

感受，推动民俗文化体验，并以“农户+村集体+企业”

模式对外经营，推动民宿经济的循环发展。门头沟文

促中心与北京国际设计周合作，在碣石村分会场开展

论道西山、地理影像志摄影、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设计

展等一系列文化活动，见图4（图4a、图4c、图4d来源于

微信公众号“京西门头沟”，图 4b、图 4e来源于微信公

众号“槐井石舍”），促成各地经验交流讨论之机会。描

绘村落景观的墙绘《碣石秋景》见图4a；再生纸画创作

见图4b；体现碣石文化传说的系列石绘《碣石六仙境》

见图 4c；永定和文化视觉图见图 4d；碣石存文化标志

设计见图4e。邀社会各路高手献艺，以传统生活雅趣

为内容，记录当代社会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新发

展。当地民宿与教育机构携手举办乡村夏令营，引领

文化乡土教育与特色文化价值运用。

（三）非物质文化承载空间的原真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承载空间，从功能属性上，可分为仪式

空间、教育空间、表演空间、商业空间、生产空间以及生

活空间。不同形态的承载空间组成了传统村落空间上

的文化肌理，是传统村落形态的灵魂[14]。在京西斋堂

川一带，每年正月十五有转灯场的习俗，以爨底下村的

转灯场民俗为例（见图5），转灯场由香头组织，从正月

十二开始筹备，组织村民集体准备灯场、火炉子和神棚

（见表 3）。转灯场仪式承载空间分析见图 6。从转灯

场的承载活动中：布置灯场和神棚的场地是村落中重

要的仪式空间；大槐树下，五道庙旁的石碾是村落中的

重要节点空间；河滩、村口成为了村民短暂聚集的场

所；五道庙、龙王庙作为祭祀空间，除了承担转灯仪式

的请神场所外，还会举行固定的祭祀和文化表演。转

灯场仪式的行动路线为爨底下村主要的街巷，街巷立

面还会悬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过街横幅。转灯

场这一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紧紧依托于村落内的公共

空间发生。

表2 门头沟区民间花会主要会档及代表村落

会档名

五虎少林会

飞叉开路会

大鼓会

吵子会

吉祥会

圈门吹奏会

代表村落

琉璃渠村、龙泉务村

东辛房村、塔河村

陈家庄村、坡头村

塔河村、千军台村

千军台村、庄户村

圈门村

类型

武术

杂技

音乐

音乐

戏曲

乐器

会档名

大鼓会

高跷会

小车会

中幡会

跑驴

狮子会

代表村落

陈家庄村、下苇甸村

城子村、圈门里（外）村

河南村

千军台村、庄户村

北涧沟村

西辛房村

类型

舞蹈

舞蹈

舞蹈

综合

舞蹈

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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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规划保护与发展中不仅应该对村落内非物

质文化存有保护意识，更要注重对非物质文化承载空

间形态的原真性保护，针对不同形态的承载空间，采取

相应的保护措施，并通过非物质相关文化展演内容充

实活化、串联交通动线、联结区域景观及产业资源，形

成伙伴关系与策略联结，营造地方区域空间环境文

化。除此之外，村落中对地方文化空间的营建，应在尊

重民众需求、保证民众平等参与的基础上，整修利用旧

有或已有的文化空间或改造闲置空间，形成可供文化

交流发展的平台，更借整合协作平台的建立，以汇集群

聚人才资源，扩大馆舍运营能量。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空间的创造性表达

以优势目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发挥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

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

业和文化服务，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于文化生活。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应用于丰富民宿内容体验，餐

饮食宿上体现当地的饮食文化；改变部分民宿室内功

能，作为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场所，使人居建筑

环境的非物质文化价值得以彰显。公共空间中，将功

能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互动体验结合，景观上提

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符号，材料上使用有传统特征

的技艺做法，扩大非物质文化扎根与成果应用。

以琉璃渠村为例，该村在现有公共环境改造中活

化琉璃元素，利用村口文化广场周边绿地，展览琉璃雕

塑；将废弃琉璃瓦片制成基础设施和景观小品；前街两

侧因高差设置的矮墙，不仅为行人提供休息空间，还布

置琉璃花盆优化环境，见图 7。琉璃渠村百米文化墙

见图 7a；琉璃瓦制作的简易树池见图 7b；琉璃装饰的

图4 碣石村系列文化活动

图5 正月十五爨底下村转灯习俗

表3 爨底下村转灯场流程

主要流程

傍晚集合

上街游村

点大火炉

请神

转灯

送神

活动内容

村民手拿火把，在灯场前的河滩上集合

按照仪仗排队，由音乐班、吵子班、法器班、大鼓会等排

成长龙

先后点燃五道庙旁石碾子边和大槐树下的旺火堆

在大庙鼓乐齐鸣、燃放鞭炮，热闹一番后沿东沟下到村口

男子中请神队伍先入灯场转灯，出来后别人方可进入，

活动持续三天

正月十六晚上送神，下一届组织者将灯碗、灯把子送至

庙中储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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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坐椅见图7c；前街矮墙上的琉璃制品见图7d。随

着传统建筑形式衰微，原料开采等环境问题，琉璃烧制

技艺逐渐荒废。通过对琉璃生产步骤晒料-粉碎-配料-

炼泥-制胚-晾胚-釉作等工艺行为所需生产空间的分析

见图8（改绘自王宇倩的《琉璃渠村琉璃烧造工艺与其

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研究》），以便记录和还原琉璃

的生产制造空间，对濒危的琉璃烧造技艺进行抢救性

保护。未来可通过对古老的废弃官窑进行升级改造，

将老旧厂区打造成集琉璃保护性生产、体验式旅游、琉

璃文化推广、文化创意办公于一体的琉璃文化产业园。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发展的传承发展，一方面

必须唤起其内生动力，促使其创新发展以适应当代生

活的需要，另一方面需要社会积极营造环境[15]。”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

图6 转灯场仪式承载空间分析

图7 琉璃渠村非物质文化在环境中的应用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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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

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社区营造就其实质而言是乡村

权威的构建与文化自觉的过程，是对乡村发展内生力

的开发，两者实际上是殊路同途、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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