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科 技
2022年 8月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研究
———以榕江县大利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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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 贵阳 550000）

0 引言
历史文化名村表示保存文物十分丰富、特别，具有

重大历史意义和纪念意义且能够对某些历史阶段的民

族特色、村容村貌进行反映的村落。伴随着城镇建设规

模的不断扩大，加强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大量村落空间开始被

城市空间占据，这使得我国历史文化名村面临着十分

严峻的发展与保护问题，因此对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

发展规划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榕江县大利村基本概况
1.1 大利村概况

大利历史文化名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榕江县栽麻镇，村域总面积 9.8km2，共 6个村民组，
有 321户，1380人，在籍村民皆为侗族。2013年 4月大
利村内部分建构筑物被国务院公布为大利侗寨古建筑

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处），2014年被评为第六
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1.2 大利村历史
元朝时期大利村名为“萨格劳”，原居住着苗族人

民。在距大利 2.5km的栽麻萨然垴的侗族人民也发现
大利是个理想的居住场地，这支侗族人民为了能够在

大利村居住下来，通过不断的在苗族人田地上印上木

质老虎脚印的方法，让苗族人误以为是老虎留下的脚

印便不再耕作此处田地，久而久之，苗族人民就把这一

带的田地逐步荒废，侗家人便搬迁至此居住，定名大利

洞，形成大利侗寨，简称大利，一直延续至今。

1.3 大利村价值评估
大利村位于十九洞侗族文化地，保持了“山围水

绕、田林相间、一河贯寨、花桥连接、鼓楼居中”的典型

侗寨山水、田园与村落格局总体特征，建筑风貌呈典型

侗族民居风格，传统的农耕文化系统、活跃的非物质文

化体系均保存良好，传统村落社区结构尚存。大利村的

遗产状况具有较好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社区基础。

1.4 大利村现状问题综述
（1）人口增长、房屋刚需及新建建筑风貌的不协

调，急需规划新寨。

（2）道路的扩建与新建、环卫设施的增加、市政设
施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与文化保护管理的矛盾。

（3）产业发展的单一化，村民合作组织不力，导致
后续问题频出；对村庄的引导陪伴不够，难以实现村庄

的自我造血。

2 大利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要点
2.1 全面的保护内容，典型的保护重点

规划从山水脉络及田园环境、典型的侗族传统村落

空间、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民俗文化等方

面对大利村的保护内容、保护重点、保护层次进行明确。

（1）保护内容。规划从山水脉络及田园环境、典型
的侗族传统村落空间、文物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民俗文化等方面对大利村的保护内容进行概述，又

将能够突出大利特色的保护重点进行分类保护。

（2）保护层次。规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村域范围，
二是保护范围的保护。其中，保护范围分为核心保护范

围、建设控制地带两个层次，为确保大利村的完整性与

延续性，在保护范围外围设置环境协调区。

2.2 整体保护
合理调整大利总体布局，优化村域空间结构，强化

保护与发展职能；优化交通结构，疏解交通压力；优化

用地结构，增加绿地以及开敞公共空间；改善功能，突

出名村的人文认知体系和旅游服务功能，促进名村的

保护与发展；整体保护名村的传统风貌，严格管理各项

摘 要：本文以榕江县大利村为例对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进行探究，着重对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
发展规划的要点进行探讨，希望能够为后续开展的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提供相应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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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行为；加强与名村密切相关的自然地貌修复、水系

疏浚整理；加强对村域内文物保护单位及其他非文保

单位的文物古迹的保护。

2.3 分区分类保护
2.3.1 分区保护

对整个规划范围划定保护区划，包括核心保护范

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根据用地性质对环境

协调区进行细分，根据历史文化名村生产、生活的主要

活动场所对田园划分，利于对每个区域针对性提出保

护措施。

2.3.2 分类保护
“山围水绕、田林相间、寨落山间”典型侗族田园山

水村落格局保护：对人文风土山水格局的典型特征提

出保护措施，包括定参山、摆琴扎山、母靠山等自然山

体，任何建设活动不得破坏或影响背景景观界面的完

整性；注重山体景观界面层次分明，保持山体的自然轮

廓线和村落景观，应严格控制建筑高度。

“聚族而居、一河贯穿、花桥连接、鼓楼居中”典型

侗族村落格局保护：保护大利侗寨的西南山地农耕聚

落的典型特征和侗族文化的独特性，包括其自然山水

格局、河谷地风貌、建筑环境、街巷系统、水环境、公共

文化空间、生产生活空间。

街巷保护：加强街巷空间保护，保持原有的空间尺

度以及景观风貌[1]。保护大利村颇有特色的巷道，保护
其两侧传统建筑，对建筑的体量、尺度、材料和建筑形

式进行规定与控制，保留街巷原有的肌理及地形变化。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原则上沿用文物保护单位原有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保

护。执行相关规定拆除保护范围内的非文物建筑，搬迁

单位的用地，将其划为文物古迹用地归文物部门管理，

恢复历史风貌及格局。

建筑分类保护：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分为建议

历史建筑、传统建筑、其他建筑。建筑保护措施包括修

缮、改善、保留、整治改造。

其他历史环境要素保护：大利村留存较多历史遗

迹，包括古遗址保护、古墓保护、传统建筑保护、古树名

木，主要沿利侗河上下村域边界和两侧山林道路分布，

部分面临破坏甚至消失的危险，需要加强保护措施和

保护力度，规划对每类型历史环境要素进一一提出保

护措施及要求。

2.4 完整的专项规划
通过对土地利用规划、道路的梳理、公共服务设施

的配套、市政设施的完善、环境的保护与整治、综合防

灾的规划、文物展示利用的提升等完善大利历史文化

名村的基础配套，提升大利产业发展，促进当地经济尤

其是旅游业的发展，为名村的保护提供必要的物质基

础；以村庄环境整治为推动，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特别是对大利村构建展示利用体系，通

过深挖文化内涵，塑造以文化遗存为核心的公共空间

作为展示利用的主要场所[2]，提出展示目标、展示利用
思路、文化展示分区、展示路线，注重保护与展示利用

的结合。

2.5 村域保护与发展协调规划
通过对村域进行空间管制、规划结构、道路结构、

新寨建设控制、风貌控制、产业生计、社区发展规划等

内容的保护与控制，协调老村和新寨的发展关系，解决

村民建设发展。大利村村域以保护历史文化格局为根

本，兼顾文化展示和利用、改善人居环境等建设需求，

规划形成“一心·一轴·两寨·两区”的空间结构。

规划通过“二元结构”模式对老村和新寨提出发展

定位，老村定位为原态访问型村寨、新寨定位为体验村

寨，作为历史文化名村的有机发展新村。通过小学、乡

村社区文化中心等公共精神空间为桥梁连系新老寨，

乡村社区文化中心也是联系专家、游客、村民的文化旅

游窗口，预防老寨空心化，使老村、新寨可持续发展，如

图 1所示。

规划致力社区发展，分析大利村社区发展需求以

及社区发展面临的挑战，制定产业发展措施、生计策略

和模式，制定大利村社区发展机制、制定社区组织、文

化认知培训、社区能力培训及专业技能培训的形式与

内容，确定大利村社区营造方法，努力使大利村成为自

主组织、自主自治、自主发展的名村。

3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要点总结
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通过对现状的调研及评

估，围绕保护典型的历史建筑和传统民居，保护现有历

史文化名村的山水环境，分级分区分类对历史文化名

村进行保护，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创造具有优良生活

环境的集文化、居住及文化体验功能为一体的历史文

化名村[3]。本文根据大利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总结
名村保护规划技术路径，如图 2所示。

图 1 大利村“二元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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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构建完整性、真实性的现状调研及现状与价值评估
体系

基于历史文化名村完整的民族村寨现状，立足于

规划设计团队长期的大量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对文

化遗产本体提出真实性、完整性的现状评估；对遗产的

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进行总结性、

原真性评估，为提出全面性的对构建有效的遗产保护

框架提供基础。

3.2 按照相关规范，建立多层次立体保护规划编制体系
（1）创新保护区划划定，构建保护区域。划定保护

区划，在保护范围内除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

外，适当增加环境协调区。

（2）创新“分级、分区、分类”保护法，构建保护体系。
分级保护：本次规划为了保护整体风貌的完整性

和协调性，将历史文化名村分为两个层级进行保护。

分区保护：规划划定保护区划，核心保护范围是整

个名村的重点保护区域，对其提出严格的保护控制要

求；建设控制地带的建设是为了保护古村落历史风貌和

特色的完整，因此对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也应加强[4]。
分类保护：规划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类

保护，要严格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历史文物，围绕山水相连、田林交错的侗族典型景观

格局和村落格局，在村庄严格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历史遗存进行保护[5]。
3.3 展示利用体系与村寨文化活态保护相结合

规划在合理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对历史文化名

村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和修缮，完善相关配

套，提高功能使用；提出文化遗产提出展示利用思路、

展示利用分区、展示路线，构建展示利用体系。

3.4 注重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发展的协调关系
除规范要求的标准内容外，充分利用“二元结构”

模式良好解决新老寨发展关系，解决名村现有用地紧

张，村民建房难的问题，促使名村历史文化的物质形态

和文化内涵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承续；注重传统风貌建

筑的保护，同时可对建筑工程“四新”在新村建筑建设

的运用，致力社区发展。

3.5 保障措施
注重文物、财政、规划等部门的协同合作，通过加

强信息沟通等方式进一步降低保护与发展规划编制与

实施的难度。注重建设资金渠道的多元化发展，通过财

政补贴的方式，适当引入社会资本，积极将名村打造为

地区示范性传统村落，以此引入多元化资金，切实解决

名村保护与发现中的资金需求问题[6]。
4 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文化名村目前受城镇建设的影响，

使得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发展难度进一步加大。站在

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当前需要积极采取措施，特别是

注重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注重在加强

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力度的同时，考虑历史文化名

村用地紧张、村民生计发展需求，通过乡村主体性和传

统村落共同体的保护重建、探索村落生计出路与乡村

产业发展以及文化保育与社区发展模式，制定生计策

略和模式，协调村寨的发展，通过政策、机制的等保障

措施的建立，为实现历史文化名村长远发展不断夯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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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名村保护规划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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