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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赋彩 全面小康”，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非遗

活动主题为“非遗传承 健康生活”，聚焦文化遗产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呈现的

多彩篇章。

在城市，文化遗产是备受青睐的发展名片，为保存城市文脉、展现城市风采立下汗

马功劳；在乡村，文化遗产是环境改善的优质资源，为葆有地域风情、留住美丽乡愁增

光添彩；在老区，文化遗产是脱贫致富的重要引擎，为提振经济、促进当地社会发展提

供动能基础；在校园，文化遗产是孩子们十分喜爱的知识课堂，为文化代际相传，文明

生生不息赋予勃勃生机。文化遗产与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得益彰，成为提升人民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源泉。

“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

容 ”是 今 年 国 际 博 物 馆 日 主 题 。 作 为

文 物 收 藏 研 究 展 示 单 位 ，博 物 馆 通 过

展陈宣教活动，让文物赋彩生活，推动

观 众 清 晰 触 摸 一 个 城 市 、一 个 乡 村 的

脉搏，感受它的心跳与情感。

大咖博物馆：教育服务 造福一方

说 到 北 京 故 宫 ，相 信 所 有 人 都 不

会陌生，这座具有 600 年历史的宫殿建

筑 是 中 国 现 存 最 大 、最 完 整 的 古 建 筑

群，总面积达 72 万多平方米，有殿宇宫

室 9999 间半，被称为“殿宇之海”，气魄

宏伟，极为壮观，被誉为“世界五大宫”

之一，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

界 文 化 遗 产 ”，现 辟 为“ 故 宫 博 物 院 ”。

故 宫 博 物 院 是 一 座 综 合 性 博 物 馆 ，是

中 国 收 藏 文 物 最 丰 富 的 博 物 馆 ，也 是

世界著名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

自 1925 年 建 院 以 来 ，故 宫 博 物 院

充 分 发 挥 中 国 顶 尖 博 物 馆 的 引 领 作

用，在博物馆收藏、展示、社教、宣传和

科 技 创 新 方 面 贡 献 巨 大 ，成 为 行 业 标

杆，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界“大咖”。

然而，不被世人周知的是，这样一

座有着辉煌成就的博物院却是充满温

度 的 。 多 年 来 ，故 宫 博 物 院 一 直 致 力

于 故 宫 文 化“ 社 区 化 ”建 设 ，故 宫 与 东

城区教委合作 ，已研发了 30 多种社会

教 育 课 程 ，故 宫 讲 坛 还 有 望 进 入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中 小 学 课 堂 。 此 外 ，东 城 区

还有 47 位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传承人

进 入 故 宫 ，在 文 物 修 复 等 领 域 发 挥 了

作用。

2018 年 ，故 宫 博 物 院 与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政 府 签 署 了 全 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

由东城区政府选址，在隆福寺、前门等

地区开办故宫博物院近现代文物博物

馆（暂定名）、故宫大讲堂，开设冰窖餐

厅、故宫文创馆、故宫文化数字多媒体

展 览 、非 遗 项 目 展 示 、紫 禁 书 院 、故 宫

书 店 等 ，让 故 宫 保 存 的 大 量 近 现 代 文

物走出紫禁城，与广大观众见面。

战略协议落地实施，北京前门、隆

福寺、王府井等人气旺地，将成为故宫

文 化 展 示 的“ 后 花 园 ”，人 们 能 及 时 享

有 故 宫 数 字 化 博 物 馆 成 果 ，随 时 将 故

宫文化“带回家”。

这种合作对保护和利用好故宫这

一文化宝库的珍贵价值，深入挖掘区域

文化资源，将北京市东城区打造成为首

都历史文化集中展示区有积极作用。

故宫博物院心系民生，造福一方，

正是大咖博物馆的应有之义。

乡村博物馆：守护文化 留住乡愁

谈 到 北 京 市 昌 平 区 洼 里 乡 居 楼 ，

京 城 很 多 带 孩 子 的 家 长 一 定 不 陌 生 ，

它 是 京 城 以 及 周 边 家 庭 亲 子 出 行 首

选 ，网 红 带 娃 打 卡 地 ，孩 子 们 的 天 堂 。

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喂养小动物、爬树、

体验农耕，也可以疯跑一天，在户外体

能 拓 展 乐 园 尽 情 撒 欢 儿 ，或 者 换 个 口

味，与爸妈一起品尝一顿农家饭……

为 支 持 北 京 2008 年 奥 运 场 馆 建

设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洼 里 乡 的 村 民 整 体

迁出。村民们虽然离开了世代居住的

乐 土 ，但 是 他 们 不 想 失 去 曾 经 的 美 好

记 忆 、田 园 生 活 的 自 在 和 轻 松 愉 悦 的

心情。为了留住乡愁，葆有记忆，更为

了 将 这 份 情 怀 、这 种 特 色 乡 村 文 化 更

好 地 纪 念 、传 承 、保 护 ，村 民 杨 德 禄 用

拆 迁 所 得 款 和 自 己 的 积 蓄 ，在 北 京 昌

平小汤山建设了洼里博物馆。

博物馆 2006 年筹建，2007 年建成，

与 乡 居 楼 、游 乐 园 等 场 所 共 同 组 成 了

洼里乡居楼。整个博物馆内设 12 个展

厅，用时间轴记叙了洼里乡 500 多年的

历 史 文 化 。 爸 爸 的 奶 奶 用 过 的 纺 车 ，

母 亲 洗 衣 用 的 棒 槌 、爷 爷 推 磨 用 的 碾

子……博物馆里珍藏的老物件，是杨德

禄们祖祖辈辈的积累和沉淀；展厅四周

的墙壁上挂满了黑白照片，展示着曾经

的洼里乡；相关文字介绍，是根据对老

人们进行访谈整理录音后所得。

有 网 友 说 ，博 物 馆 和 乡 居 楼 是 一

个 充 满 乡 村 野 趣 的 乐 园 ，孩 子 们 在 这

里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散居于北京各

处 的 原 洼 里 乡 民 们 ，在 博 物 馆 重 温 了

当年洼里乡的乡土乡情。

因有关规定，洼里乡居楼暂停营业，

现在正在搬迁，包括洼里博物馆在内的

所有设施及馆藏老物件也都迁移到离原

址不远的朝阳区东营村。那里有 200 亩

樱桃园，有更好、更大、更适合的场地安

置这座充满情怀与感念的博物馆。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

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

责。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

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

这一张“金名片”，是沉浸在皇城文

化、京味儿文化下的故宫，是屹立于六

朝古都的城墙；是历史文化名城中各具

特色的街道街区，是博物馆中陈列着的

国家宝藏。城市“名片”体现出的城市

形象，将作为亮丽的标志推向世界。这

份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让城市更有个

性特色，与现代都市生活相得益彰。

“金名片”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名片，

北京占地 62.5 平方公里的旧城正有待

于 进 行 整 体 保 护 、整 体 修 复 。 王 府 井

西、四合院、东来顺、隆福寺……北京老

城区的建筑凝练着传统和人文价值，那

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胡同、街巷、市场，

那些洋溢着烟火气息的商铺、饭馆、戏

院展现着老北京的魅力。

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

重点地区。北京将构建包括世界文化

遗产在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

建筑、中轴线及胡同街巷、历史文化街

区及老城组成的“点线面”三级保护体

系，恢复老城特有风貌。同时，北京还

将挖掘老城文化内涵，开展老城史志、

历史文献、民风民俗、名人轶事等搜集

整理，编辑出版老城文化书系，策划推

出专栏专刊，举办主题文化活动，传播

好老城文化，讲好老城故事。通过科技

与文化的融合，对历史场景和文物建筑

等进行多维呈现，增强文化表现力。

北京市将做好文物和历史建筑腾

退保护工作。利用中轴线文物腾退空

间，优先用于补充公共功能，因地制宜

建设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艺术馆、

图书馆等文化设施。为激发老城内生

活力，北京将积极探索“共生院”等发展

模式，通过对腾退院落改造，既对老建

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又改善提升居民的

居住条件，实现居民共生、建筑共生、文

化共生。

北京南锣鼓巷地区 16 条胡同形似

“蜈蚣”，胡同肌理规整、四合院建筑完

好。近年来，由于商业兴起、人流剧增，

传统风貌遭到蚕食破坏。为传承保护

好这片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南锣鼓巷

“ 大 刀 阔 斧 ”进 行 自 我 整 治 ：申 请 取 消

3A 级旅游景区资质，出台保护管控导

则，低端业态陆续退出，取而代之的是

文化创意和老北京特色的店铺。南锣

鼓巷文化味儿回归，古老街区焕发新活

力。

北京前门东区也是旧城改造重要

项目之一。未来的城市规划里，前门东

区将集中“燕京八绝”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目前已经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

研究，在改造过程中，被拆除的每一块

碎 砖 头 在 新 修 的 区 域 中 都 被 利 用 起

来。作为前门东区改造项目之一的三

里 河 历 史 水 系 复 建 工 程 ，河 道 已 经 完

工，复建后的三里河长约 800 米。在这

一地区中的草厂胡同三至十条，改造完

成后外观将恢复历史风貌，20 多个院落

内是现代化设施，经营四合院式酒店，

面向社会开放。

人们总是在谈到北京的故宫、西安

的城墙时联想到城市的美好，这时的历

史文化遗产已经代表着所在城市的气

质。在旅游过程中去领略苏州园林、平

遥古城，去攀登泰山、黄山，这些经历也

在亲身体验着城市的形象。文化遗产

默默塑造着城市和民众，我们也应该认

识 到 它 的 巨 大 价 值 ，擦 亮 这 一“ 金 名

片”，让城市更加独特美丽。

中 国 传 统 村 落 是 仍 然 鲜 活 的 文

化 遗 产 。 种 类 繁 多 、生 动 多 彩 的 传 统

村 落 ，形 成 了 人 类 文 化 多 样 性 的 重 要

支 撑 。 在 城 乡 关 系 重 构 的 今 天 ，一 个

个 传 统 村 落 已 成 为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与

重 塑 的 重 要 载 体 ，一 座 座 诗 意 栖 居 的

家 园 。

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传统村落的自

然消亡被遏制，但是空心化、建设性破

坏、资金不足等依然是传统村落保护面

临的主要挑战。

从 2013 年 开 始 ，浙 江 省 松 阳 县 出

台了一系列保护古村落的措施，打造松

阳古村落品牌，走出了一条“活态保护、

有机发展”的古村落保护之路。

政府与社会力量

共同推动修缮保护利用

自 2013 年 以 来 ，松 阳 县 制 定 了 一

系列的政策文件和技术指导手册，为古

村落保护发展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出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

利用，打造“松阳古村落”品牌的实施意

见》《关于规范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

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传统村落保护

发展项目建设和房屋处置备案管理工

作规程》《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建设

巡查工作办法》，完善科学保护、挂牌保

护 、活 态 保 护 、共 赢 保 护 、合 理 保 护 机

制，形成“政府主导、村民主体、优秀社

会人才共同参与”的推进机制。

2016 年 ，在 国 家 文 物 局 的 支 持 下 ，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在松阳发起“拯救

老屋行动”项目，对老屋进行修缮、保护

和活化利用。

“拯 救 老 屋 行 动 ”不 仅 是 在 拯 救 传

统建筑，更是在拯救文化自觉、乡村文

明；不仅是一次推进文物保护的公益实

践，更是一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同

时也有效地将古村落保护引向文化传

承的活化利用方向。

古村落的振兴

传 统 风 貌 得 到 有 效 修 复 。 按 照 活

态保护、有机发展的理念，通过“中医调

理、针灸激活”的方式，逐渐恢复传统村

落的生机与活力。一是规划先行保护

原风貌。以全县域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总体规划为纲要，把田园、山水、村落作

为 一 个 有 机 整 体 开 展 规 划 、保 护 和 建

设，最大限度地保护传统村落空间格局

和传统风貌。实施传统村落格局和历

史风貌整体保护工程，对传统村落核心

区域和周边区域建房进行控制和引导，

在建筑布局、高度、风格、色调上与村庄

传统风格保持协调。如杨家堂村、酉田

等村通过对砖混结构楼房降层和外立

面改造等举措，保持了楼房与整村夯土

墙房屋的外观协调。美化环境优化村

格局。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韵、一村

一景”要求，实施村落生态系统修复工

程，全面保护提升生态湿地、古树名木

和村庄水系，并引导农民调整农作物种

植结构，美化农田生态景观，不断优化

“山水-田园-村落”格局。2016 年 ，四

都乡西坑村、叶村乡横坑村被评为“浙

江十大最美乡村”。

传 统 民 居 得 到 有 效 利 用 。 为 了 有

效解决传统村落保护与满足老百姓改

善居住需求之间的矛盾，松阳县出台了

传统民居改造利用专项政策，制定奖补

标准，编制传统民居改造技术指南，通

过示范项目，引导、帮助村民通过对原

有住房进行修缮、改造，用较低的成本

达到改善居住条件的目的。建成了枫

坪沿坑岭头的“柿子红了”，四都“云上

平 田 ”“ 云 端 密 境 ”“ 过 云 山 居 ”，板 桥

“麒麟山居”，三都“酉田花开”，关山寮

“茶隐”，赤寿“卓庐若家”等一批精品示

范项目。通过解决防潮、通风、隔热、采

光等问题，进一步提升土木结构房子的

舒适度，老百姓改造民居的意愿和积极

性 日 益 高 涨 。 目 前 ，全 县 累 计 19 个 乡

镇（街道）54 个村 650 户完成民居改造，

其中 490 户具备经营条件。其中“拯救

老屋行动”共有 142 幢老屋已全部完工

并验收。

传 统 文 化 基 因 得 到 有 效 传 承 。 通

过传统村落保护逐步恢复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道德教化、礼仪规范和特色民俗

文化。一是弘扬传统文化精髓。全面

开展“村风、民风、家风”教育活动，编制

传统村落乡土教材，将优秀传统文化全

方 位 融 入 思 想 道 德 教 育 、文 化 知 识 教

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

节，努力延续“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

信”的文化传统。2016 年，松阳县被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评为中国古村落文

化保护传承基地。二是挖掘村落文化

遗产。按照“不漏村镇、不漏线索、不漏

种类、不漏艺人”的要求，全面开展传统

村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编辑

出版《松阳村居录》《松古村语》《江南秘

境——松阳传统村落》等书籍，建立系

统详尽的文字、图片和音像档案。完善

“乡乡有节会、月月有活动”民俗文化展

演机制，打造了竹溪摆祭、石仓客家民

俗文化节、象溪溪鱼节等一批有影响力

的民俗节会。三是建设全县域（生态）

乡村博物馆。按照“化整为零、点位激

活、系统推进”思路，充分利用古民居、

祠堂、文化礼堂等文化建筑，探索建设

全县域农耕博物馆，构建“县级中心馆

—乡镇（街道）主题馆—村级展示馆”三

级网络体系。目前，红糖工坊、茶叶博

物馆、契约博物馆、豆腐工坊和一批农

村文化礼堂建成投用。

传统村落不仅是文化资源，也是重

要的经济资源，抓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就

是抓文物保护、抓新农村建设、抓农民增

收、抓旅游发展。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

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民族儿女的乡愁。

文 化 可 以 凝 聚 灵 魂 、传 承 文 明 、修

复人心。新的文化形态开始形成，乡村

将从单一的传统农耕文化形态转变为

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文化元素、城

市 文 明 形 态 兼 收 并 蓄 的 新 型 文 化 形

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碰撞交融而

带来的新文化，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

人们对未来有了更多信心。

创新开展的“拯救老屋行动”，探索

集成了一套松阳模式。2018 年，作为助

力乡村振兴重要之举被写入中共中央、

国 务 院《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2018—

2022 年）》，其 中 乡 村 文 化 繁 荣 兴 盛 重

大工程中的“古村落、古民居保护利用”

项目指出：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集中成片传统村

落整体保护利用项目。吸引社会力量，

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开展乡村遗产客

栈示范项目，探索古村落古民居利用新

途径，促进古村落的保护和振兴。松阳

“拯救老屋行动”试点工作成为全国示

范 ，被 写 入 了 2019 年 浙 江 省 政 府 工 作

报告。松阳拯救的不仅是老屋，还激发

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珍惜与眷

恋，增强了根植在血脉中的文化自觉，

更让人们看到了乡村的未来与希望。

（本版图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

博物馆 感知一城、一村灵魂的窗户

让传统村落融入现代生活

历史文化遗产：城市“金名片”

文物 赋 彩 小 康全面

陈家铺村民陈家铺村民

沿坑岭头沿坑岭头，，村民晒杮子村民晒杮子

松阳松阳 吊坛吊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