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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文化的活化利用与开发
———以山东半岛沿海城市村落为例

*

张胜冰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 村落是城市的早期形态，是重要的城市文化载体，承载了许多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惯例。随着我国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保护好村落文化遗产，使古老的村落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相伴相生，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

面临的难题。山东半岛具有丰富的城市村落文化遗产，在城市化发展面前，不应完全被城市化所取代，而是要秉承

生活真实性原则，通过保护与再生开发把具有代表性的沿海城市村落变为能够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村落型特

色小镇，恢复村落文化的生机与当代活力，增添城市文化内涵和传统文化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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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魅力不在于要多么现代气派，而在

于特色要鲜明，被赋予了某种独特的文化气质。也

就是说，一个城市的特色主要是靠文化要素来体现

的，文化是一种恒久不变的东西，在长期历史发展中

积淀并延续下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

一个城市的风貌。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罗马、英国

的伦敦、德国的科隆、奥地利的维也纳，以及我国北

京、上海、广州、苏州、杭州、西安等，无不以其鲜明独

特的文化风貌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美国城市学家帕克说道:“城市，绝不仅仅是许

多单个人组成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如街

道、建筑物等的聚合体，更不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

机构的简单相加构成的，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

由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统一体，是这些礼俗中所

包含并随着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的整

体。”［1］(P1)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好一个城市固有的

文化风貌和文化传统，对于城市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一、当今全球城市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

当今世界城市面临转型发展，目的是为了更好

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转型发展过程中，

走向现代化成为许多城市的共同追求。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城市把现代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

标，楼盖得越来越高，越来越气派和豪华，大量的传

统民居建筑不断被拆除，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名目的

新式住宅区、写字楼、CBD 和商厦等。传统文化遗

产伴随城市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困难，

甚至面临着灭顶之灾。许多城市越来越失去了特

色，变得千篇一律。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也有许多城

市面对现代化的冲击反而更加重视保护城市的传统

文化风貌，通过各种方式在精心维护城市文化遗产，

包括传统建筑和古老街区。
德国是世界上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做得比较好的

国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像得累

斯顿这样的古老城市，在德国享有“文化之都”的美

誉，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整个城市充满历

史感，老建筑、老街区、老教堂特别多。但在德国的

一些大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表现得比较

突出，高楼大厦越盖越多，直接威胁到传统建筑和古

老街区的生存。法兰克福作为欧洲重要金融中心，

为了城市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建了很多现代化的高

28

* 收稿日期: 2018-01-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项目“中国海洋文明的发生、演变及其与古代宗教和伦理的

关系研究”(2015JDZS05)

作者简介: 张胜冰(1957- )，男，山东邹平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等研究。

DOI:10.16497/j.cnki.1672-335x.2018.02.012



楼，而且很多高楼建在传统历史文化区内，和许多古

老教堂、修道院、歌剧院、广场等历史建筑毗邻而居。
当地居民对现代建筑挤占传统建筑的做法十分反

感，纷纷表达他们的不满。这其实反映出在现代化

背景下，传统文化及其作为载体的古老建筑、街区面

临的命运。这种情况在许多城市中都存在，为了有

效解决这一矛盾，许多城市把老城区和新城区分开，

老城区重在保护，新城区重在建设，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解决由城市发展带来的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

化建设之间的矛盾。韩国首尔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

市，但也非常重视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在市中

心就专门规划出多个韩屋村这样的传统民居群落作

为历史文化风貌的载体，通过活化利用来突显传统

特色。日本则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颁布了《文

化财保护法》(Japanes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
tural Properties)，通过法律的手段推动历史文化街

区的保护和再生，不允许大拆大建。
法国巴黎也是文化遗产众多的城市，有大量的

传统建筑和古老街区，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

允许巴黎搞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以免对文化遗产

造成破坏。但巴黎作为国际大都市，显然不满足只

有历史文化遗产，这样会对城市发展带来很大制约。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巴黎采用了分开建设的方案，在

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建造一些现代化高楼，形成巴

黎的副中心和 CBD，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传统文化

保护与现代城市发展的矛盾。如巴黎西北部的拉德

芳斯是巴黎最主要的中央商务区(CBD)，位于市区

和郊区的结合部，这里除了高楼林立，还建了巴黎新

的地标建筑新凯旋门，而且这个新凯旋门正对着远

处的古老的凯旋门，预示着传统与现代的连接，其设

计可谓十分精巧。北京城市发展也采用了这样的思

路，在传统文化风貌比较集中的东城区、西城区和崇

文区，尽量减少新建现代化的高楼，以维护传统文化

风貌的完整性，体现古老北京的文化特色，而在东部

朝阳区的国贸一带，则形成了北京的财富中心和中

央商务区，作为新北京的象征。这一带聚集了中央

电视台新大楼、国贸大厦、各类高档写字楼以及在建

的北京最高建筑“中国尊”等。当然，这样的解决方

案是不是最佳的，也会引起很多争议，这主要涉及到

北京作为我国首都的定位是什么，是承担经济功能?

还是像世界其他首都那样，主要承担政治功能和文

化功能?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就决定了人们对

城市发展的不同认识。很显然，北京不想只是作为

中国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还想成为经济中心和

财富中心。
就传统民居而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

传统民居面临着在现代化面前如何生存的问题，尤

其是那些地处城市中心或周边的传统民居消失得更

快，也更容易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随着城市范

围的扩大，许多城市都在搞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旧村

改造，传统民居面临着被拆除的厄运，能够保留下来

的越来越少。传统民居是一个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传

统文化载体，具有突出的地域性特征，最能体现和反

映一个城市和地区的文化特色。城市中的传统民居

过去很多都是传统村落的一种聚集形态，随着城市

的发展逐渐演变为城市民居。从城市发展来看，城

市是在村落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聚合而成的，这在

世界上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村落

是城市的早期形态，最初城市和村落是没有太大区

别的，城市是在村落基础上逐渐发展来的，用恩格斯

的话说就是:“只要它用壕沟和城墙防守起来，村落

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2］(P361)
美国城市学家刘

易斯·芒福特也说道，城市是聚集、众多、包围成圈

的城墙。［3］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与村落具有天然

的联系，城市就是在村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今天许

多城市中存在的城中村现象，也表明了它们之间的

密切联系。
由于城市是在村落基础上发展来的，因此城市

必然保留着许多村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遗存，形成

城市和乡村的二元性，这在许多城市中都不难看到。
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村落消失得很快，许

多村落变成了城市，或是被改造为城市，村落在城市

中的生存变得更加困难，只有那些远离城市的地区，

村落文化保存得才相对完整，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

城市化影响。江浙的乌镇、西塘、周庄、同里、南浔、
锦溪、千灯、木渎等古村镇，保留了较多江南村落文

化元素，这些地方自然就成为现代人寻访古村落的

热点。另外像安徽的西递、宏村、歙县，也保留了大

量的徽派民居建筑等村落文化遗产，成为研究徽派

建筑难得的实物资料。云南的云南驿、沙溪、和顺、
双廊、束河等，也留下了很多与古村落有关的历史人

文遗迹，如商铺、马厩、茶马驿站、古戏台、洞经音乐、
民居建筑、民族风情、宗教传统等。这些古村落文

化，承载了许多古老的文化传统和习俗惯例。但伴

随着近年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如何保存好这些传

统村落文化，如何让古老的村落文化与现代城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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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相伴相生，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面临的难题。
二、山东半岛沿海城市村落现状考察

山东 半 岛 濒 临 黄 河 和 渤 海，被 称 作“海 上 山

东”，在 17 个地级市中有 7 个是直接靠海的，还有几

个是间接靠海的，因此，山东是典型的沿海省份，海

洋文化特色鲜明，齐鲁文化中的齐文化就是海洋文

化，也称作海岱文化，以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滨

州、日照、东营为代表。而鲁文化为内陆文化，以鲁

西南、鲁南、鲁北地区的临沂、济宁、菏泽、枣庄、聊

城、德州、莱芜、泰安等为代表。齐鲁文化具有海洋

文化和内陆文化并存的特点，也形成了山东文化的

二重性，对山东人传统精神性格产生了潜在影响，一

方面体现了沿海地区人们普遍具有的开放、进取、重
工尚商、崇利善变

［4］
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表现出鲁

文化的淳朴、热情、勤劳、守旧的一面。
山东既是一个工业大省，也是一个农业大省，农

耕文明的传统较为深厚，无论是从物质生活方式还

是精神生活方式来看，山东都与农业文明具有密切

联系，直到今天，山东的许多城市仍然保留着较多的

乡村文化色彩和生活方式，村落文化根深蒂固。就

山东半岛而言，村落文化主要表现为沿海村落，长期

以来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较深，城乡错落分布，村落占

的面积较大，城市群面积相对较小。比起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地区，山东半岛城市群显然不如这些城

市群，城市化率较低。正因为如此，传统村落保存下

来的也较多。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近代以来

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造成的，加上山东自古以来农

耕文化传统深厚，工商业不如江浙、闽粤发达。从这

点来看，山东半岛虽然临海，但城市发展不如其他沿

海城市，规模也相对较小，相反，村落文化却比较突

出，即使是城市也带有较多的村落文化痕迹，很多城

市看上去更像一个大集镇，这构成了山东半岛的特

点。
从空间上看，山东半岛分布着大量的村落，许多

村落和城市混融在一起，或是坐落在城市周边，城中

村现象比较普遍。当然，城中村是我国许多城市都

存在的一种现象，这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

但山东半岛相对而言更加突出，传统村落和现代都

市交融在一起，城乡特色鲜明。近代以来，山东半岛

又深受德国文化的影响，从许多村落建筑上可以明

显看出这种影响。一般来说，山东半岛村落建筑大

都以红瓦为屋顶，呈斜坡形，这也是德式建筑的基本

样式。1897 年，德国入侵胶州湾，接着占领青岛，进

而把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山东半岛，德国殖民文化

沿着德国人修建的胶济铁路，一直渗透到济南、淄博

等地区。因此，在山东半岛的许多城市，留下了大量

的德式建筑，包括中国最早的啤酒也诞生于此，当时

被称作“日尔曼啤酒”。从这也不难看出为何山东

半岛的传统村落具有与中国北方其他地区不同的特

点，应该说是殖民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德国传

统建筑样式也是红瓦斜屋顶的结构，看上去比较美

观实用。山东半岛临海，海风比较大，这种房屋设计

能很好适应外界自然环境的变化。当然，除了受到

外来文化影响外，中国本土文化观念仍然渗透到传

统村落建筑中，那些靠近城市的村落还会受到城市

生活的影响，融合了城市的生活理念。比如青岛具

有代表性的传统民居建筑里院( 见图 1)，延续了中

国传统院落式建筑具有的社会伦理内涵，但与北方

常见的四合院又不同，它是一种具有山东半岛特点

的四合院，既带有传统村落文化的特点，又体现了城

市生活的需要，同时还留有外来文化的影响。

图 1 青岛传统民居里院

里院最初是在村落基础上形成的，因此里院建

在城乡结合部的较多，既受到村落文化的影响，又打

上了城市文化的印迹，可以看做是由村落民居向城

市民居的过渡。里院形成于德占时期，是由德国人

设计的。当时青岛到处都是破破旧旧的渔村，没有

像样的城市建筑，德国占领青岛后，为了便于管治，

把当地划分为外国人居住区和华人居住区。外国人

居住区以正宗德式建筑为主，华人居住区以里院建

筑为主。里院融合了欧洲小城建筑( 红瓦坡顶、带

楼层)和中国传统院落式建筑的特点①，形成一种既

可以居住又可以聚众的围合式建筑样式，作为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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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主要居住区，也是便于殖民统治，管理起来更加

方便，每个里院少的可以住几十户，多的可以达到上

百户。1899 年，大鲍岛建成青岛第一个里院建筑

群，形成最早的华人居住区，之后里院在青岛大量出

现。里院一般是两层楼的四合院院落样式，比起北

方四合院更带有城市民居的特点。
山东半岛沿海城市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日

益消失的命运，尤其是随着旧村改造，大量的城市村

落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城市变得越来越

现代化，文化传统在一天天消失。城市化进程较快

的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过去保留下了大量的沿

海城市村落，如青岛沿海一线的大麦岛、徐家麦岛、
王家麦岛等，这些地方 400 年前还是荒无人烟的地

区，当时从河南逃荒到此的戴姓、蓝性和于姓等族

人，纷纷聚居于此，成了青岛沿海一带最早的居民，

今天的村史碑上就记载了这段经历(见图 2)。即墨

市是青岛一个县级市，也是典型的由沿海村落变为

城市的例子，历史上人口很多也是从内地迁来的。
据《即墨县志》记载，鳌山建卫前，明洪武二十四年

(1391)，即墨人口为 12． 68 万人，比 600 年前增加了

7 万多人。这些移民大都来自云南，如今在即墨、胶
州、崂山、莱西等地居民宗谱上都可查到“先祖永乐

年间迁自云南”［5］
这样的记载。由此可见，山东半

岛靠海地区，历史上居民很少，后来来自内地不同地

方的人们逐渐定居于此，才出现人口聚居，所以这一

带的文化很难形成像内地那样根深蒂固的文化传

统，而是形成一种与当地自然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海洋文化，加之近代以来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

大，因此山东半岛的沿海村落与内地具有明显不同。
这些沿海村落人们喜欢称作渔村，往往临近港湾，人

们靠海吃海，以打鱼为生，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统治者

出于海疆防卫需要，不断派兵把守，修筑炮台工事。
明朝以来山东半岛沿海出现了大量的卫所等带有军

事驻屯性质的村落组织，如青岛一带的鳌山卫、灵山

卫、雄崖所、浮山所等军事卫所，烟台沿海一线也相

应设置了奇山所、海阳所、大山所、莱阳卫、威海卫

等。这在国内其他海疆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如海南

东方市的八所、十所，乐东县的四所、九所等，都来源

于明朝的卫所制。虽然卫所制这样的准军事组织后

来随着明朝灭亡被废弃，但这些地名却永久保留了

下来，而且卫所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村落形式。除了

卫所，还有就是由海湾、渔港、入海口形成的人口比

较容易聚集的地方，这也是沿海村落保留比较完整

的，如青岛市的董家口、古镇口、女姑口、沧口、沙子

口、登窑口、金口等，这些在过去都是对外往来的海

上通道，当年清政府还专门设立了海关分卡，［6］
以

增加对边防的控制，这些由过去的卫所、港口形成的

村落大都建在靠近城市的地方，现在都成为城镇一

级的行政单位，与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

我们今天看到的沿海城市村落的基本分布。

图 2 记载青岛沿海村落由来的石碑

图 3 地处崂山区行政中心的古老渔村山东头村

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山东半岛城市

沿海村落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沿海城市村落被纳

入旧村改造和商业开发项目，建了大量的现代化高

楼和新型社区，如果再不进行保护性抢救，若干年后

人们可能再也看不到保存完整的沿海村落了。目前

青岛市属于城市范围的沿海村落剩下的已经不多

了，主要集中在崂山区的山东头、朱家洼、沙子口、仰
口一带，以及胶南、胶州、红岛片区。地处青岛东部

城区的山东头(见图 3)，是规模较大并拥有 600 多

年历史的古老村落，现有村民 1330 户，村民早已转

为城镇居民，既不种地，也不下海打鱼了，很多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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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拆迁，政府很多年前就把这里列为城中村改造

项目，村子周边早已建满了高楼大厦，由于长期以来

和村民的拆迁补偿方案一直无法谈拢，使得拆迁一

直难以进行，很多房屋年久失修，污水横流，虽然看

上去和周边现代化城市景观不太协调，但从建筑样

式和村落布局来看却保留了沿海村落的鲜明特征，

这样的沿海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得很快，也许

将来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三、城市村落型特色小镇: 沿海城市村落保护与

开发新思路

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特色小镇建设，并把它纳入

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特色小镇应该如何建

设? 怎么才能让特色小镇真正有特色? 而不是变成

房地产在借机圈地，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我们看

到，许多所谓的特色小镇其实是采用一种简单的仿

古、仿洋、仿民俗的做法，看上去很崭新、很洋气、很
高大上，但却没有生活的真实感，因为这些所谓的特

色小镇是按照人为的想象被设计出来的，并不是建

立在生活真实性之上，它们只是在外观形式上和文

化传统有某些相似罢了。这方面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广东惠州的奥地利小镇。该小镇由中国五矿集团开

发建设，总投资额 60 亿元，也被称作哈尔斯塔特小

镇。该小镇位于惠州市博罗县罗阳镇的麦田岭，它

是按照奥地利哈尔斯塔特镇原样进行复制，试图打

造一个充满欧式风情的特色小镇。现实生活中的哈

尔斯塔特小镇以其独具特色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内涵

闻名于世，它位于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

的一个村庄，常住居民 1221 人。该小镇有最古老的

盐矿、教堂、湖泊、史前文明遗迹、冰洞、小木屋等，融

自然风光与人文历史为一体，特色非常鲜明。1997
年，哈尔斯塔特小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而惠州这个哈尔斯塔特小镇则成了彻头

彻尾的山寨版，引起很大争议，被认为是缺乏文化自

信的表现。这样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大量存

在，一说建特色小镇首先想到的就是欧洲风情、古典

风格，没有谁会去想如何立足于在本民族现实生活

的真实去进行开发，很多小镇都没有生活真实性依

据，不过是人为凭空建造的，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

命力。
山东半岛有很多充满特色的沿海古村落遗产，

虽然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现代社会的影

响，但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古村落仍然不少，这些

古村落在现代社会中受到严峻挑战，很多将面临着

被拆除的厄运。我们看到，地方政府为了城市发展

需要，到处在进行城中村改造、旧村改造，大都采用

简单化方式把地卖给开发商。青岛沿海一线的麦

岛，十几年前这里还是成片的古老渔村，村落文化特

色非常鲜明，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来的渔村

现在都成了城市。这些渔村由政府介入，统一进行

拆迁安置，土地公开挂牌出售，开发为高档住宅楼、
连排别墅群，原来的村民则被安置在专门的安置片

区，村民变成了市民，村民得到政府的补偿，但失去

了原来的以渔业为生的谋生手段，成为城市无业游

民。当地人把他们称作坐地户，很多人就靠出租房

屋为生。生活虽然看上去比过去富有了，也不需要

从事劳动，但普遍不知道该做什么。烟台、威海过去

城市周边都有大量渔村，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建设，许

多渔村都慢慢消失了，变成了城市社区。日照市是

山东半岛的一个年轻的地级市，建市时间较短，但历

史十分悠久。周朝时就出现了有关文字记载，当时

属于莒地，秦时属于琅琊郡，北魏时设置梁乡县，唐

宋时属密州，元明清时划归沂州府，民国时撤府设

道，属胶东道。解放后属于沂水专区，后划归临沂专

区。1985 年 3 月撤县设市，1989 年 6 月升格为地级

市，现辖 2 区 2 县，40 个镇、4 个乡，户籍人口近 300
万，是山东半岛规模较小的地级市。日照由于作为

城市的历史非常短暂，过去没有什么像样的城市，村

落文化根深蒂固，保留下来的也较多。因此在城市

化发展中始终伴随着城市不断蚕食村落的过程，在

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壮大为城市，成为一个地级市。
在日照新城区过去有很多成片的渔村、渔港，现在已

经很难看到了，只有在旧城区还可看到村落文化留

下的痕迹。
红岛地处胶州湾北岸，由于远离城市中心，受城

市化冲击相对较小，至今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渔村。
但红岛已经成为大青岛格局中的重要支点，成为

“三湾三城”(“三湾”指胶州湾、灵山湾、鳌山湾;

“三城”指青岛、黄岛、红岛) 重要组成部分，加之地

处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范围，随着城市中心

的北扩，传统渔村的拆迁改造在所难免。旧村改造

虽然难以避免，但如何改造却是值得思考的。改造

不等于简单地拆除，把旧的拆掉建成新的，更不是指

把传统的东西变成现代的，这样的改造是一种简单

粗暴的方式，是以毁灭传统文化为代价。就传统村

落而言，如果把传统村落一律拆除，建成高楼大厦，

这样的改造在加速城市化、城镇化的同时，也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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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传统文化资源的消失。改造应当在有效保护传统

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维护文化遗产的价值，促进

文化遗产的再生。因此，保护与再生性开发，应该成

为我们的基本理念。
特色小镇建设是保护村落文化遗产的一种有效

方式，值得大力推广，但特色小镇建设要秉承生活真

实性原则，依托于真实的文化空间，在真实的文化遗

产基础上进行再生性开发，而不是人为地去打造，更

切忌简单移植和模仿，造成文化失真。山东半岛现

存的很多城市沿海村落，可以尝试通过保护与再生

开发方式，建成特色鲜明而又有现实生命活力的城

市村落型特色小镇。这样的保护与开发不是把原有

村落简单拆除，而是把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村落文

化遗产保留下来，进行修复和改造，恢复村落文化的

生机和当代活力，这就是再生性开发。这方面有很

多成功案例。山东枣庄的台儿庄是座具有 400 多年

历史的古城，虽然历史上的台儿庄大战使得许多建

筑物遭到严重毁坏，但仍保留下了 53 处战争遗址、6
华里的古运河、3 华里的古驳岸、95% 的城市肌理，

为古城重建奠定了基础。台儿庄古城的重建是在真

实的历史遗迹上进行的，并非人为打造。枣庄市当

时叫停了这里的一个投资 5 亿元的房地产项目，斥

资 30 亿对台儿庄古城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按照

留古、复古、承古、用古的原则，恢复历史原貌。在设

计上按照原空间、原尺度、原风貌;建设上原材料、原
工艺、原地工匠，尽可能地再现历史，重现台儿庄的

辉煌。［7］(P247 － 252)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波兰首都著名

的华沙王宫，该王宫建于公元 13 世纪，历史十分悠

久，历史上多次遭到战争毁坏，二战时期遭到德军炮

火轰炸，成为废墟。战后经过长达 30 多年的精心修

复，又奇迹般地重现往日的辉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世界文化遗产一般不接受人工修复的重建项

目，华沙王宫是一个例外。相反，像山西大同等城市

通过人工方式开发打造的所谓古城，虽然耗资巨大，

但从文化遗产的角度讲，没有任何价值，属于劳民伤

财的政绩工程，不值得提倡和仿效，因为它不是现实

中的真实的文化遗产。
在城市村落型特色小镇建设上，一定要重视真

实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原有村落基础上进行开发

建设。即墨市是山东半岛重要沿海城市，地处鳌山

湾、海泉湾和丁字湾一带，沿线分布着田横岛省级旅

游度假区、海泉湾温泉度假区，以及以国家深海基

地、国家海洋科学技术实验室为代表的蓝色硅谷区，

使得城市中心进一步东移，沿海区域将成为未来城

市发展重心。这里紧邻黄海，分布着大量的传统村

落，渔业经济是这里的传统产业，有山东半岛规模最

大的祭海节，以海神信仰和海洋生活方式为特色的

传统村落文化保存得较为完好。但随着这一带城市

化开发建设，传统村落面临不同程度的拆迁，如何更

好地保护这些村落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工

作。笔者认为，可以在保存原有村落文化的基础上

进行开发建设，避免大拆大建，更不能搞毁灭性开

发，要给现代社会多留下一些村落文化遗产。具体

做法上，可以把村落文化的保存同城市化建设结合

起来，建设富有村落气息的村落型特色小镇，并引入

渔家乐、休闲渔业、休闲农庄、观光旅游、生态养生等

相关产业，促使村落文化走向再生。
山东半岛的胶州湾、灵山湾、鳌山湾、丁字湾、荣

成湾、莱州湾、龙口湾、套子湾等沿线都分布着大量

的沿海村落，这些村落距离中心城市都不是很远，有

的就分布在城市周边，都可以按照这样的开发理念

进行开发建设。烟台市所属的莱州市、蓬莱市、龙口

市，还有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长岛，传统村落比

较集中，但也容易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莱州被

称作“中国长寿之乡”，空气质量比较好，自然环境

优美，有山东半岛最细腻的沙滩，经过多年开发却一

直名气不大，远处比不过广西巴马，近处比不过同省

其他沿海地区。还有胶南泊里镇的董家口、古镇口，

沿海村落文化保存下来的也很多，这些地区成为近

年来城市化开发的热土，但村落文化的保护却没有

引起足够重视，导致村落文化消失得过快。董家口

正在建现代化深水码头，主要承载青岛传统重化工

业的转移，建设成为青岛南部工业新城，地铁 13 号

建成后直通港区。古镇口被国家列为军民融合示范

区，海军基地、大学城、科技城融为一体，随着大量人

口的迁入，城市化进程将会大大加快，而原有的沿海

村落如何与新城相容共生，而不是简单地被城市化

所取代，这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在

我看来，这些沿海村落都可以纳入城市村落型特色

小镇开发计划，按照村落型特色小镇的理念进行保

护与再生开发，开发为具有一定文化遗产价值又兼

有旅游休闲观光功能的特色小镇。
再比如里院的保护与再生开发也应该成为城市

村落文化抢救的一项重要工作。前面我们说过，里

院是山东半岛非常独特的一种传统民居，是从村落

发展而来的，具有很高的文化遗产价值。青岛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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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见图 4)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里院之一，坐落在

海泊路上，也叫积庆里，是旧青岛著名的三大市场之

一，与劈柴院、台东齐名。广兴里建于 1897 年，是当

时德国人建造的华人居住区，规模较大，最多时达到

160 户居民，人气兴旺，现仅剩下居民 36 户，都是低

收入的困难户，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破损严重，政府

已经把它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文物保护要求进

行维护，还计划开发为建筑博物馆，这应该说是为里

院的保护与再生开发开了一个好头。这样的做法是

值得肯定的，也是值得推广的，因为里院的价值不仅

仅在于见证了青岛作为殖民城市的历史，更重要的

还在于可以看出一个城市如何从传统村落演变为城

市群落，这对于城市史研究而言意义不言而喻。对

这样的传统民居的保护性开发，同城市村落型特色

小镇建设结合起来，可以为城市增添许多地域文化

色彩，比起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化建设更有吸引力，

也更富于城市文化内涵。

图 4 青岛广兴里里院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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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vitalization，Utiliz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oastal City Villages in Shandong Peninsula

Zhang Shengb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 The village is an early form of the city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urban culture，which has carried
many ancient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custom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how to protec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villages and make the ancient village culture coexist with the modern urban civilization has be-
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facing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Shandong Peninsula is rich in urban village cultural herit-
age，which should not be completely replaced by urbanization，but rather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life authentici-
ty． Through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the representative coastal city village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towns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villages that can satisfy the needs of modern life so as to restore the vigor and
contemporary vitality of the village culture，and ad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charm．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rocess; town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villages;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principle of authentic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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