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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9 日，由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研究中心、兰溪市人民政府主办，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兰溪市委宣传

部、兰溪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兰溪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办的中国古村落

保护与发展论坛在兰溪兰湖旅游度假区

举行。此次论坛以“论古村保护·道融合

发展”为主题，旨在展示兰溪在保护古村

落方面的工作成果，助推兰溪市乃至浙江

省内外古村落保护与传承发展事业，同时

为全国古村落传承发展出谋划策。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张松；中国传统

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成员、天津大学

副教授唐娜；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

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教授、博导杜晓帆；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经

理兼南方周末研究院秘书长孟登科；浙江

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黄滋；中国民族

建筑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洪铁城；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郭艺；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宣传推广信息中心副主

任楼钢；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

设处副调研员王淑敏；金华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党委委员、副调研员吴志明；金华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委员、四级调研员

施尚华等出席活动。兰溪市委副书记、兰

溪市人民政府市长王新锋主持本次论

坛。古村落保护专业嘉宾、中国传统古村

落代表、全国古村落产业融合机构代表、

主流媒体等百余人参会。

多年来，兰溪牢固树立“全面保护、科学保护、

留 下 历 史 ”的 理 念 ，充 分 发 挥 兰 溪 古 村 落 历 史 悠

久、量多聚集的优势，积极对接国内一流专业院校

团 队 ，全 方 位 保 护 诸 葛 、芝 堰 、长 乐 、渡 渎 等 古 村

落 ，走 出 了 一 条 具 有 兰 溪 特 色 的 古 建 筑 可 持 续 保

护利用新路子。

兰 溪 市 委 书 记 陈 峰 齐 在 论 坛 上 表 示 ，悠 久 的

人 文 历 史 给 兰 溪 留 下 了 无 数 宝 贵 的 财 富 ，保 存 完

好 的 古 城 古 镇 古 村 落 体 系 和 存 量 丰 富 的 古 建 筑

就 是 其 中 的 突 出 代 表 。 今 年 7 月 ，中 国 民 族 建 筑

研 究 会 组 织 专 家 在 兰 溪 进 行 了 全 面 的 摸 底 研 究 ，

高 度 肯 定 了 兰 溪 古 村 落 古 建 筑 保 护 利 用 工 作 ，授

予 兰 溪 全 国 首 个“ 中 国 传 统 建 筑 之 乡 ”称 号 ，并 决

定 在 兰 溪 设 立 工 作 站 ，将 中 国 人 居 环 境 学 术 论 坛

永 久 会 址 放 在 兰 溪 。 此 次 论 坛 围 绕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前 沿 的 理 念 、科 学 的 探 索 、有 益 的 经 验 等 展 开

交 流 探 讨 ，希 望 能 够 推 动 浙 江 省 内 外 古 村 落 保 护

与 发 展 事 业 持 续 进 步 ，让 古 村 落 更 好 地 记 录 历

史 、展 示 文 化 ，成 为 中 国 人 的 情 感 寄 托 之 地 、乡 愁

栖 息 之 所 。

兰 溪 市 委 常 委 、宣 传 部 部 长 翁 柯 卫 向 与 会 嘉

宾 介 绍 了 兰 溪 古 村 落 保 护 利 用 情 况 。 他 表 示 ，兰

溪 自 唐 咸 亨 五 年（公 元 674 年）建 县 以 来 ，已 有

1300 余 年 的 历 史 ，保 存 着 完 整 的“ 古 城 古 镇 古 村 ”

体 系 ，境 内 传 统 村 落 、历 史 文 化 村 落 、文 物 建 筑 的

等级和数量均居全省前列。现有中国传统村落 20

个，金华市级传统村落 28 个，历史文化村落 87 处，

国 家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8 处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37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89 处，文物登录点 2631 处，

是 省 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中 国 传 统 建 筑 之 乡 。 近 年

来 ，兰 溪 坚 持“存 古、复 古、用 古、兴 古 ”理 念 ，突 出

文化引领，坚持品质发展，走出了结合实际的古村

落 可 持 续 发 展 道 路 。 如 今 ，正 着 力 将 兰 溪 打 造 成

为一座独具魅力的“古村落生态博物馆”。

会议前后，与会嘉宾分别赴女埠街道渡渎村、

诸 葛 镇 诸 葛 村 、芥 子 园 、兰 湖 度 假 区 、六 洞 山 地 下

长 河 景 区 等 地 参 观 考 察 ，深 入 了 解 兰 溪 古 村 落 传

承发展工作的成效。

“兰溪市在传统村落普查与保护工作中表现出

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能动性，同时展现出富有地域特

色的村落遗产价值。历史悠久的稻作文明、忠孝仁

义的宗族文化、营商耕读并行不悖，随着传统村落

的发展正在从历史迈进现代。”中国传统村落专家

委员会主任冯骥才会前发来贺信：“希望此次论坛

能够从实地出发，深入探讨、交流经验，为浙江省乃

至全国范围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增添有益于借鉴

的个案。”

主旨演讲是此次论坛的一大看点。杜晓帆以

《“家国情怀”连结历史与未来的乡村遗产》为题展

开演讲，呼吁以遗产为桥梁，去吸引人们重新关注

乡村的美和文明，以长久地实现城乡的互动和乡村

的振兴；张松围绕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话题进行

讲述，他认为一定要把传统村落统筹到城乡统筹发

展区域协调的整体框架中，做到合理规划、科学保

护、有机更新、全面振兴。干货十足的分享让与会

嘉宾直呼收获满满。

在对话环节，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中国传

统古村落代表等业内精英以“未来如何深化古村落

保护与传承发展工作”与“古村落保护与产业融合

发展如何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等为话题，把脉当前

古村落传承发展现状，共同为全国古村落今后的传

承发展出谋划策。

“疫情对古村落旅游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目前

宏村正在考虑怎么发展其他业态和产品 。”“我们

今年做了一次楹联大会，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很大，

游客很快就来了。”“我们那里山高路远，古村原貌

保 护 得 很 好 ，但 旅 游 发 展 比 较 弱 ，得 向 你 们 多 学

习 。”会议间隙 ，几位中国传统古村落的代表们坐

在 了 一 桌 。 一 提 到 古 村 落 的 发 展 ，大 家 自 然 而 然

地聊了起来，自我介绍、推介古村、畅谈经验、反思

不 足 ，聊 得 不 尽 兴 ，大 家 还 面 对 面 建 了 一 个 微 信

群，继续交流。

此次活动特别邀请了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原村

乡良户村、长治市黎城县霞庄村，四川省万源市玉带

乡太平坎村，福建省永泰县月洲村，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小河村，浙江省东阳市郭宅村、温州市

永嘉县芙蓉村、杭州市富阳区龙门镇等地的代表参

会。良户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建新说：

“古村落保护和开发不能闷头自己干，要多与外界联

通，学习经验、取长补短。能跟这么多古村落的代表

们在一起交流，机会十分难得，大家也都很珍惜。”

论坛上，由全国各地的古村落代表共同发起的

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联盟正式成立。联盟发布“兰溪

宣言”，提出将共同保护与发展古村落文明、进行古

村落文化的挖掘、研究古村落的发展与利用，为古

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做贡献。

兰溪展现发展成就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论坛在兰溪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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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探讨发展路径取长补短

嘉宾建言发展良策智慧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