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设计与研究·2023 第4卷 第3期

203

传统民居保护与利用策略研究

赵亚飞

河北建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国家实力不断增强，令中华民族在全球民族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城市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改善。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传统

民居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变迁以及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得不面临着拆除、重建的局面，而具有独特民族风格

和传统色彩的民居也日渐减少。当传统民居遭受拆迁时，它们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会受到严重的破坏，从而给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着重研究如何有效地保护和利用中华民族的传统民居，

并给出一些实施策略，以便让它们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实现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的完整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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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民居通常被认为是指那些位于农村的、没有受

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古老建筑，它们具有悠久的历史，并

保留着原始的风格。如何正确地使用和保护这些古老的

建筑，一直都是乡村振兴和传统村庄保护发展的难题。

随着大量传统民居的闲置甚至废弃坍塌，乡土文化载体

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乡村风貌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然

而，要想让这些传统民居得到保护和利用，却面临着诸

多棘手的挑战。此外，村民们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也受到了供地指标、风貌管控等各种限制；随着时代的

变迁，许多新建的农房缺少本土的特色，没有体现出当

地的文化底蕴，甚至采用了外来的罗马柱城市别墅等样

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对于美丽乡村的建设

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应该从宏观

的角度出发，结合当地的历史环境，对传统民居进行保

护与利用，从而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当地的

社会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1��普通传统民居的消失的原因

传统民居无疑是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

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风貌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发

展。因此，人们期待能够将这些珍贵的资源有效地保护

起来，以便将其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延续至今。然

而，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数量众多的非保护性传统民

居，必将被淘汰出历史舞台。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民居的社会环境已经

不复存在。随着工业化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传统民居

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自给自足的农耕经

济、严密的宗法秩序以及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人际伦

理和土地制度等都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传统民居的内

在生命力也随之减弱，从而使得它们无法继续发挥其原有

的价值。尽管一些传统民居可以得到保护、修缮和使用，

但是要想完全保存下来，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第二，许多村民都追求新建房屋。如果我们希望能

够真正地保护并利用中国的传统民居，那么村民们将扮

演关键角色。中国的建筑道德和文化传承并不强调对房

屋的长久维护，因此，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常会进

行重建或翻新，以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除了那些经过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古老民宅，许

多普通的传统民宅，几乎成为过去贫穷生活的一个标志，

“拆除旧房子、迎接新生活”成为一种广泛的认知。

第三，当今社会，传统的民宅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

长的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民居已经不再适用于

当今社会，它们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物质

上的变化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改变了

他们的精神世界。随着科技的发展，农村的老式民居已

经不再满足当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其功能布局、

结构安全、材料耐久、采光通风、防寒取暖、卫生条件

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特别是那些传统民居密集

分布的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匮乏，大多

数人都不愿意搬迁，而随着人口的急剧减少，各地也不

再积极投资旧村的基础设施改善和公共服务提升，从而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第四，人口集聚、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随

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已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

必然结果。过去，由于耕地分布和商贸往来等原因，

许多村落在国土上分散开来，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转

型，这些村落必然会被淘汰。随着一条公路的建设，原

本繁荣昌盛的古驿道上的许多村庄将面临毁灭性的打



2023 第4卷 第3期·建筑设计与研究

204

击，无法挽回。在这些曾经繁荣昌盛的村庄里，传统的

民居将会失去它们的价值，而且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和

利用措施，它们将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第五，传统民居保护利用在经济上不划算。修缮传

统民居的费用非常昂贵，有时甚至是新建砖房的数倍。

保护和修缮老屋并不受多数人的欢迎，也没有实际价

值，反而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和土地指标。对于广泛分布的

传统民居来说，即使只是维修瓦顶以防止漏水，也需要巨

额资金，更何况有相当一部分是危房，必须拆除重建。

第六，材料和工匠的匮乏。随着工业建材和工业化

建造的发展，传统材料和建造工艺已经不再具有优势。

许多地方已经不再生产砖瓦，也没有了传统的木匠和

石匠；相比之下，工业建材价格更加实惠，建造更加便

捷，维护更加简单，耐久性也更加可靠。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传统民居没有被拆除，仍然有人居住，但它们

也会逐渐改变，最终失去原有的风貌。

第七，采取的措施正在不断加速传统民居的空心化

进程。一些地区采取的政策旨在鼓励村民摆脱传统住

宅，这些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严格的限制、严格的禁止新

建或改造、“保老村建新村”的原则等。若是在一些地

区实施了严格的空心村改造和一户一宅的政策，那么大

量的传统民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拆迁的命运。然而，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不加思考地将“原形制、原材

料、原工艺、原结构”文物建筑规定强行套用到普通民居

上，以及不切实际地追求维修，这种做法看似在严格保护

传统民居，但实际上却是在阻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

2��传统民居的保护策略

在我们的祖先的智慧和勇气的指引下，传统民居已

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它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保存完好，

即使在现代社会也依旧保持着它们的原貌，给人们带来

了深刻的感悟和启示。古代民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

文化及艺术意义，为我们深入理解古代历史及其生活方

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

这些珍贵的古老建筑，以便让后代能够继承其精髓。

2.1  增大对传统民居的法律保护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保护传统民居的基础，它不仅可

以让人们更加重视它们，而且还可以激发公众的爱国情

怀，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它们的价值，从而使它们得以长

久的存在。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来

保护传统民居，但依旧存在着许多漏洞。为了解决这些

问题，政府必须加强对传统民居的监管，建立更加严格

的法律体系，同时加强对相关知识的普及。由于许多偏

远的山区和农村的人们没有足够的历史文化保护素养，

他们对传统民居的价值观也不足，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

意识去珍惜和保护他们的古老建筑，结果就是他们的古

老建筑被无情的摧残。为了更好地保护传统民居，我们

需要广泛宣传这一理念，并制定适当的法规来支持它。

这将对维护和发展这些文化遗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加大对传统民居的经济扶持
为了保护传统民居，并且有效地改造、发展和完善

它，经济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以确保其长久的发展和繁

荣。保护传统民居的最佳方式是在当地进行维修和保

护，这在偏远地区尤为显著。在一些贫穷落后的地区，

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拮据，维持家用开销几乎不可能，

更不用说保护和改善古老的建筑物了。然而，由于财政

紧张，加上没有足够的资金，这些古老的建筑物受到的

破坏日益加剧，甚至出现了毁灭性的灾难。为了确保传

统民居的长久性，政府应当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并且鼓

励社会各界的投资者、慈善家及其他有志于保护传统民

居的人们，共同努力，共同分享它们的历史文脉，共同

分享它们的美好。

2.3  尊重传统需求，更新保护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中，“永恒”的观念并不太重要，相

信轮回和无常。中国的建筑设计也很少追求“万世长

存”的完美，认为阳宅和人一样，都会经历生老病死，

因此需要不断更新和重建。“保护”传统民居不应该被

一概而论地禁止改建或翻建，而应该尊重村民的住房需

求，并努力引导他们，而不是盲目地禁止他们的改建或

翻建。

2.4  分类精准施策
通过多学科的综合评估，根据当前情况，采取精确

的措施来改善传统民居。对于那些完全废弃或倒塌的传

统民居，应当严格遵守一户一宅的政策，并且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将其拆除，腾出宅基地；而对于那些候鸟

式空心（即偶尔有人回来住）的民居，应当鼓励其主人

采取较为低廉的方式来维护，并尽可能保持其原有的外

观和功能。为了解决长期有人居住的问题，我们将采取

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农村危房改造，鼓励屋主进行适应性

改造，提高卫浴等生活条件。此外，我们还将支持那些已

经空心搬迁的传统民居，让它们与大自然和谐共处。

3��传统民居的利用策略

3.1  村落传统民居的利用
当前，许多中国农村正在大力发展传统住宅，并将

其转变成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场所。在一些村落里，政

府领导下，与当地的干部和村委会合作，将传统民居

改造成农家书屋、村民委员会、老年人或青少年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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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等，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做法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不仅保护了传统村庄免受外界的破坏，还能充分利

用传统民居，避免占用土地，同时也为村庄提供了一些

公共服务。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让传统民居能够在

经历数百年的风雨洗礼后仍然保持其历史价值和魅力。

随着农村土地资源的日益枯竭，建设和维护公共基础设

施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对于那些面临土地紧缺

的乡村，改造修复传统民宅，以及建立适当的配套设

施，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3.2  用于商业旅游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我国拥有众多优质的传统

民居，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改造利用的过

程中，被改造成了民俗客栈、农家餐馆等富有特色的建

筑，这些旅馆不仅给游客带来了更加新颖的体验，而且

还受到了众多游客的青睐，在一些旅游景点附近，这些

传统民居改造的旅馆也是不可多得的，它们不仅能够满

足游客的住宿需求，还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加独特的视觉

体验，让游客在旅行中更加放松、更加愉悦。

3.3  用于办公等场所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传统民居已经不再仅仅是简

单的住所，而是融入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

化，更加宁静、舒适。这种独特的氛围正在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人前往参观。因此，许多人都选择租赁这些传

统民居，把它们变成艺术创作室、拍摄场所和民间手工

坊。通过引入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等，使村庄的居

民能够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不仅使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

更加丰富，而且也有助于村庄的发展，实属双赢之举。

3.4  尊重大趋势、善用大趋势

应当尊重历史的发展趋势，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

通过科学的评估，及时处理那些已经被废弃、没有特殊

保护价值的村落和民居，并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那些

具有更大发展潜力和前景的地方。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管

理，在适当的地方，将空荡荡的村庄和废弃的民宅变成

遗址公园，让游客们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和体验。通

过开发旅游项目、加强非遗保护、改善景观，我们可以

更加有效地利用废弃的民宅，将它们聚集到一起，打造

出具有浓厚历史气息的传统民居博览园，作为美丽的景

观环境，也是一个文化活动的场所。

结语

中国的传统民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它们不仅

代表着古代的历史，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拥

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

文化遗产，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对它们的

保护，挖掘它们的潜力，充分利用它们的优势，让它们

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让它们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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