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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遗产资源综合调查和价值评价是乡村遗产保护及活化利用的第一步。从重庆地区乡村文化景

观遗产资源基础调查项目的总结入手，探讨应用跨学科、多维度调查评价技术对乡村遗产资源进行

“深读”的工作程序和内容。整体研究以构建资源综合调查框架与遗产评价体系为前提，通过实际 

应用，强化乡村文化景观遗产资源专项统计和保护管理意识，突出保护利用过程中多方协同参与的

重要性，从根本上为解决乡村文化景观遗产传承缺失问题提供策略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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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nd value evaluation of heritage resources is the first step 

in the protection and activated utilization of rural heritage. Starting with the summary of the basic 

survey project of the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resources in Chongqing,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working procedures and contents of “in-depth study” of rural heritage resources by apply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survey and evaluation technology. The overall research takes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heritage evaluation system as a premise and, 

through practical application, strengthens the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resources special 

statistics and protection management consciousnes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multilateral 

coordin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nd provides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 of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inheri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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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人类在与自然协同进化过程

中形成的最和谐的人居环境模式和空间之

一，是兼顾自然生态保育、人类生存、社

会发展的复合式有机系统。在遗产保护领

域里，乡村文化景观遗产的概念则整合了

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历史空

间、本土知识等多个方面，涵盖所有与传

统乡村生产生活有关的自然、人工景观、

建构筑物以及乡村社会风俗、文化技艺等

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资源。在价值内涵上除

一般遗产具有的普世价值外，还拥有突出

的生态保育价值、系统活态性以及保护的

紧迫性 [1]。国外对乡土景观的研究源于 20

世纪 40—50 年代。美国景观地理学家 J. 

B. Jackson 尝试将“ vernacular”（乡土）与

“ landscape”（景观）联系在一起，在《发现

乡土景观》一书中通过将乡土景观作为文

化景观的一种重要形式来启发人们的思想

认识，这也成为早期乡土景观研究中颇具

权威性的论述之一。《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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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公约》颁布以后，乡村文化景观遗产逐

渐作为文化景观遗产的一种类型受到重视与

保护 [2]。

中国对乡村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2008 年贵州“村落文化景观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首次提

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文化景观”（village 

cultural landscape）概念，并强调这种文化景

观类型是亚洲农业文明的结晶，是以农耕经

济为基础，村落为物质空间核心的独特文化

景观类型。2017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在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乡村景观

遗产的准则》[3]，该项准则的通过不仅代表了

国际遗产保护方向的变化，也提供了从自然

与文化关联的整体视角看待乡村景观的遗产

资源、景观演化与价值的分析途径。随着近

些年“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美好环

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等乡村建设活动的

开展，国内学者对乡村文化景观遗产的研究

与保护利用越来越重视。

1  重庆市乡村文化景观遗产综合调查

评价项目概况
《中国文物保护准则》中提出遗产调查

记录是保护工作程序中的基础工作。但是由

于乡村遗产的特殊情况，至今尚未形成完

整成熟的乡村遗产资源调查方法与评价技

术。重庆乡村文化景观遗产资源调查工作启

动于 2018 年，在发现参照一般文物资源普

查方法暂不可行的状况下，提出了“全域资

源摸底与典型乡村个案深入调查”同步推进

的模式。其中，全域乡村文化景观遗产资源

数据主要整合来自现有与乡村相关的各种遗

产类别的基础数据：主要分为物质文化遗产 

（21 871 处，占总遗产数据量的 88.85%）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2 744 处，占总量的 11.15%）

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乡村聚落类遗产、

不可移动文物类遗产、历史建筑类遗产和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4 类。其中不可移动文

物类遗产（21 426 处）资源最为丰富，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5 处）因开展申报时间晚

而相对较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

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

传统医药以及民俗 10 个类别，其中传统技艺

（834 处）分布最为广泛，传统戏剧（57 处）

相对较少。

在分项调查中，以乡村聚落类遗产为例，

资源统计以重庆市域内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国家级、市级），中国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国家级、市级）三大类，共 7 小类作

为调查统计对象。典型个案研究主要从此次

重庆市国家级名村名录统计项目中进行筛选，

结合地域特色建立起“乡村文化景观遗产评价

体系”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遗产综合调查

工作框架”。考虑到重庆地区特色地貌与文化

背景，项目组选择对已经开展新村建设的渝

北区洛碛镇大天池村新村 2 组进行乡村文化

景观遗产评价，通过评价改造后的现状情况，

建立起综合评价意识。同时，选择涪陵蔺市

镇凤阳村（老街）与渝北区洛碛镇大天池村杨

家槽进行半年的入村综合调查评价，充分深

入重庆乡村，挖掘传统文化价值。

调查评价过程中将涉及各方力量，主要

包括城乡文物管理部门、国土资源与城乡空

间规划部门、城乡建设管理部门、民族宗教

管理部门、农业林业管理部门、环境保护及

市政管理部门、村镇管理部门、乡村原住民

代表、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地方文

化学者、规划建筑与景观设计团队、文化遗

产保护修缮设计施工管理专家团队以及民间

公益力量乡村保护志愿者团体、遗产保护基

金会等，多方力量协同合作模式形成了交叉

关联的“多方参与协同”工作机制（图 1）。

2  乡村文化景观遗产评价体系
2.1  研究内容及工作框架

通过对乡村遗产保护现状进行分析，研

究发现在以往遗产保护及活化利用的实践中，

乡村出现了整体风貌不协调、建设趋于模式

化 / 城市化、传统文化遗产衰败、运营长效

机制缺失、村民参与度与满意度低等现象 [4]。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必要通过构建乡村文化

景观遗产评价体系（图 2）对项目示范点—

渝北区洛碛镇大天池村新村 2 组①进行遗产价

值评价。以评价检验其是否满足多方主体使

用需求、建成遗产是否具有传承意义等。再

通过分析结果数据，总结问题与经验，建立

起价值评价管理意识，为下一步开展遗产传

承与保护设计提供基础理论指导。

评价体系选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分析 

法 [5-7]。将定性问题定量化，以文献研究、实

地调研、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进行探索性

研究。从居民的视角探寻出乡村文化景观遗

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为下一步设

计提供最优服务，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乡村景观评价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要真实全面地反映乡村文化景观的特征，

就必须考虑到影响乡村文化景观质量的各个

方面。因此，评价体系在乡村文化景观遗产

综合调查内容的基础上将评价指标分为：目标

层（乡村文化景观遗产总体评价）、准则层（乡

村建筑文化景观、乡村社会文化景观、乡村

生态文化景观、乡村产业文化景观）、方案层

3 个层级指标。二级准则层根据准则层再进行

细分：乡村建筑文化景观包括乡村聚落格局、

建筑本体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设施建

设 4 个方面；乡村社会文化景观包括社会空

间结构、社会文化环境、规划编制过程、村

落管理机制、村民参与度与满意度 5 个方面；

乡村生态文化景观评价侧重于村落的生态空

间结构；乡村产业文化景观则是侧重于村落

的整体产业空间结构。整体体系涵盖乡村文

化景观遗产综合调查内容里的各项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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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1 个二级准则层指标、77 个方案层指标。

再根据指标权重计算方法与综合指数计算方

法得出各项指标评价分值，最终对比综合指

数得出评价结果。

2.2  评价结果分析

结合综合调查情况与评价结果数据分析，

研究发现在乡村建筑文化遗产方面，涪陵蔺

市老街与大天池村杨家槽的街巷空间形态原

真性较好，但村内建筑整体质量都相对较差，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老化现象。结构、墙体甚

至是相关配套的水电气管线均出现严重损毁。

对于建筑本身的空间布局而言，由于疏于维

护，依然存在漏雨、采光差、保温性能不足、

房屋返潮等问题。大天池村新村 2 组的空间

结构与形态大多以集中且大规模的开发居住

为主，集约了土地，却也使乡村遗产遭到了

破坏。出于对用地和指标的考虑，村落规划

采用联排式布局来满足户数，建设趋于模式

化、单一化。因此，村民对于已开展保护的

示范点的房屋的布局、高度以及材料的使用

等都存在意见，认为现状房间布局不能紧密

地贴合原有生活习性，居住舒适性及房屋美

观度都不能准确地反映传统营造文化，有很

大的改善空间。

同时，有关乡村社会文化景观方面，涪

陵蔺市老街、大天池村杨家槽、大天池村新

村 2 组都出现了乡贤外流、传统手工艺流失、

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传统地方节庆活

动消失等问题。但保护过程中对生产性景观

的风貌进行了控制，改造后的村落将牲畜养

殖棚圈进行有序的规划，在整体规划上避免

重复出现改造前“脏乱差”的现象。

3  乡村文化景观遗产综合调查
3.1  研究内容及工作框架

研究通过对涪陵蔺市镇凤阳村（老街）、

渝北区洛碛镇大天池村杨家槽 2 个村落以“典

型乡村个案深入调查”，总结出从“结构 – 要

素 – 形态 – 场景”4 种维度和多方参与视角考

察与阐释乡村遗产内容构成的工作方法。分

别从乡村建筑文化景观、乡村社会文化景观、

乡村生态文化景观和乡村产业文化景观 4 个

部分（图 3）对构建系统完整的中国传统乡村

文化景观遗产的诸多要素进行剖析，强调调

查指标选取时多方主体的参与性，以展开对

乡村公共历史记忆、传统乡村生产 – 生活方

式以及乡土建筑建造文化与技术的系统调查。

3.2  乡村物质文化景观调查

3.2.1 乡村聚落格局调查

乡村聚落格局调查的内容不仅关注村落

目前的空间结构与形态特征，也需要从历史

的维度来分析现象背后的演变及影响变化过

程的因素，从而对村落物质空间整体历史价

值和后期的更新发展寻找依据。

1）村落历史空间结构与形态演化。村

落是乡土中国社会的基本空间单元，而揭示

出一个村落从孕育到形成发展，再到时空演

变的历程是乡村历史价值最重要的证据。首

先，依靠地方史志、村民访谈、乡村空间考

古等手段，基本复原了村落发展的历史过程 

（图 4），并发现村落历史空间结构与形态往

往受制于当地的生产 – 生活方式、产业基础、

自然地形条件以及村落的社会结构网络等。

其次，“地方和场所”的形成与久居在此的族

群所形成的集体认同感、空间归属感密切相

关，也和族群的文化身份、文化性格相关。

村落历史空间携带着大量与本地居民文化习

俗、生活习惯相关联的内容。其中空间的性

质分析和记录往往具有解释这种地方性的意

义。在普遍的村落空间属性中，除了“公共 –

本公共 – 私人空间”的差异，还有诸如：生 –

死空间、神圣 – 世俗空间、男 – 女性别空间、

洁净 – 污秽空间等空间差异。可以通过绘制

村落空间性质和属性分布图表深入理解空间

深层的文化意义。

2）村落历史空间形态的类型学分析。借

助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从“边界、节

乡村文化遗产综合调查

类型

结构

构成
要素

表现
形态

场景

乡村建筑文化景观

乡村物质空间结构

村落空间

建筑物

构筑物

装饰设计

建造技艺

乡村风貌

村落整体空间形态，景观风
貌，建筑形象，街巷空间，
天际线，材料，色彩，道路
铺装，公共建筑与场所，工
具与材料

村落街巷、节点空间以及公
共建筑中交往活动场景，住
宅商铺中的活动

乡村社会文化景观

乡村社会空间结构

人口

家族宗族

邻里

乡村管理

民俗信仰

社区活动

人口构成，宗族系谱，家庭
组成，公共关系，社区活动
方式，乡俗乡规，神灵崇
拜，地方信仰，民俗活动

乡村人际关系，家族宗族发
展，居住的舒适度，日常交
流活动，节庆活动

乡村生态文化景观 乡村产业文化景观

乡村生态空间结构

气候条件

山水格局

动植物

农田耕地

农俗

居住地

生物多样性，生态链，水土
保育，耕作方式，宅田关
系，与生产相关的各类关系
习俗与活动

不同时节、环境中的生态保
育措施、习俗，传统农耕活
动

乡村产业空间结构

传统农业

传统畜牧业

传统渔业

传统手工业

传统商贸

其他

从业人口分布，手工产业与
特色作坊，特色工艺，生产
与销售模式，乡村“赶场”
以及集市形态

乡村生产农业场景，特色产
品加工活动场景，乡村贸易
活动场景

乡村文化景观
遗产评价体系

步骤一

实地调查 现场调查，给出乡村文化景观遗产各项评价指标

给出评价指标

层次分析法

模糊评价法

非物质文化景观遗产

物质文化景观遗产 乡村建筑文化景观

乡村聚落格局

社会空间结构

建筑本体建设

社会文化环境 各项层级指标/评价标准确认

得出各项指标在此次评估中的占比以及相对优劣次序

各项评价层次指标赋值，根据计分标准对乡
村文化景观规划内容完成打分，得出结果

比较差值，总结得出各项指标优缺
点，为后期设计提供策略建议

基础设施建设

规划编制过程

配套设施建设

村落管理机制
村民参与度与满意度
生态空间结构
产业空间结构                            

乡村社会文化景观

乡村生态文化景观
乡村产业文化景观

设计调查问卷(各指标程度分值为1~5分)，并发放

将计算得出的权重与各指标赋值相乘，再求和得出评估总分
比较各指标与总分差值，差值＜总分的项则表示未改造或差，反之亦然

根据调查问卷内容对村民进行访谈，调查对象为不
同年龄阶段、不同阶薪层级的当地居民
收集并整理问卷信息，反馈村民意见，求出样本容
量各项评价层次指标得分均值

给出各项指标评价标准

构建判断矩阵

设计问卷

现场访谈

整理问卷

评价综合指数计算
得出评价结果

一致性检验
定层次指标权重

步骤二

步骤三

步骤四

3 乡村文化景观遗产综合调查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2 乡村文化景观遗产评价体系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evaluation system

2

3



112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1/09

点、标志物和路径”4 方面对村落空间现状进

行归纳和重点解读。对于边界的理解主要应

用图底法研究聚落的空间拓展与实体环境因

素、生产要素以及构筑物之间的关系与规律。

记录村落中的重要节点、街巷的空间形态、空

间的景观构成以及空间的利用方式。结合路径

和标志物视觉通廊梳理，总结村落空间序列、

层次和沿街景观风貌。

3.2.2 建筑文化景观调查

调查方法采用历史建筑调查测绘基本工

作程序和技术，对乡村范围内建筑进行“拉网

式”普查，在对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历史建

筑进行勘测的基础上解读乡土建造地域特色，

寻踪本土建造技艺和工匠队伍。 

1）建筑本体调查与测绘（图 5）。首先

进行建筑分类普查和基本信息统计，农房民

居建筑的地域特色调查，当代农房建设行为

在建筑空间、形态、材料与技术上的变化，

重要历史建筑建造信息调查与“法式”测绘。

“法式”测绘是以测绘图纸方式表达，尽量

做到完整记录“原状”。其次，则是对重要

历史建筑本体及构件残损度进行调查。对本

地区历史建筑和传统农房面对的病害类型、

病害表现、致病机理进行调查，对病害导致

的建筑本体不同部位、不同材料上的残损劣

化程度和表现进行图像、图纸和文字记录 

（表 1）。

2）传统营建技艺、习俗和匠作制度调查

记录。参与农房建造并且对具体的农房传统

建造过程、习俗等进行考察。主要包括建房

组织方式、选址定基、风水勘察、备料环节、

匠师来源、建房使用工具、传统技艺做法与

工序安排等。在具体实践操作中同样以访谈、

摄影、录像、图纸绘制加文字说明的方式加

以记录（表 2）。

3.3  乡村非物质文化景观遗产调查

乡村文化景观遗产价值创造者和传承者

是“人”。对当前中国乡村住民生存状态的

深刻理解和剖析是乡村遗产保护发展的关键。

有关乡村非物质文化景观遗产调查结合了“历

史的 – 长时段”的乡村社会 – 生活结构考察

和“现在的 – 多时段”的乡村社会 – 生活形态

体验，理解本土乡村社会由宗族、人际关系、

民俗信仰、价值观和各种动机所组成的复杂

网络，重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方式。

表 1 历史建筑残损程度分类表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residual damages to historical buildings

类型 定义

第一类
承重构件中原有的残损问题均已得到妥善处理，暂时未出现新的残损点

或明显征兆

第二类

承重构建中原有的残损问题大部分得到妥善处理，个别需重新修补加固，

或者是存在迹象还不明确，需作进一步观察以待处理的残损问题，但又

不至于影响结构安全

第三类
承重构件中关键位置的个别残损问题或系列残损问题已对结构安全产生

影响，但尚不至于立即发生危险

第四类
承重构件中的局部或整体已经完全处于危险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表 2 乡村农房建造习俗与技艺的调查记录

Tab. 2 A survey of rural house-building customs and techniques

调查项目 调查记录的具体内容

设计方法 基地分析、朝向选择、建筑群体空间关系、单体建筑控制尺寸的设计顺序、梁

架、柱子直径尺寸的相互关系和确定方式、构件用料尺寸、装饰构件的内容和

纹样设计、审美原则等

传统习俗 选址及建造时间选择、方位朝向等内容相关的吉凶禁忌判断等

表达体系 匠师的图纸表达方式；施工工具的使用方法、符号体系、操作细节等

术语体系 匠师间交流的口诀、用语，对操作流程、建筑构件、工匠级别、工种的称谓

等，可从匠师访谈、图纸、史籍、墨迹、题记、铭刻等附属文物的调查中获取

祭祀仪式 开始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仪式程序、仪式意义等

匠师工具 木作、石作、瓦作、彩画作、油漆作等各工序使用的传统手工工具、机械工具

名称

基础
信息

技术
经济
指标

整村建
筑普查

基础设
施调查

村庄
建筑
调查

村民意愿

建筑
形式

建筑
质量

历史
发展

产权
位置

构件
材料
色彩 

人为 
自然 

历史沿革

建筑面积
用地面积
开间进深
层数高度
结构形式
平面形式
立面形式

细部设计

残损程度 

残损原因 

村落形成发展 
重要历史事件 

房屋功能使用 重点为厨/厕/
卧使用情况 

基础设施情况 

改造意愿 建筑改造形式 
重点改造位置 

是否支持 

居住意愿 

水/电/气... 
牲畜棚圈(室内) 

建造年代
增改建
使用情况(空置率)

5

大天池村杨家槽 涪陵蔺市老街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

阶段一

阶段四

阶段二

阶段五

阶段三

阶段六

21世纪00年代

4 乡村历史空间演变形态发展 [8]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rural historical space evolution[8]

5 建筑本体调查内容
Content of building survey

4-2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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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日常、节庆及特殊（婚丧等）3 种状

态，从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

动 3 种类型 [11] 考察乡村公共空间、节点与村

民活动之间的“粘性”。场景研究和浸入式

体验参与成为遗产调查的新方法。涪陵蔺市

老街项目选取了 6 个公共空间节点（村入口、

小卖铺休息座椅处、转角广场、剧院前广

场、古镇出口、河岸空间），通过记录人流量

以及活动，分析得出蔺市老街中最具有活力

的 3 个区域：村入口、小卖铺休息座椅处及 

河岸空间。

村入口节点是通往老街外部、集市的重

要通道，主要产生短暂社会行为：07 ：30 多

为大人送小孩上学时间，09 ：00 多为居民买

菜和娱乐时间，17 ：30 为下班时间，所以这

3 个时间点人流量最大。小卖铺休息座椅处

节点（图 8）与村入口接近，主要产生短暂社

会行为。小卖铺门前的座椅也引发了被动社

会行为。河岸空间的主要人群活动为洗衣服、

区域位置
行政区划 
交通条件
地形地貌
山体植被
河流水系
气候环境
生态环境
循环系统
产业资源

人口规模
人口构成
民族分布
姓氏组成
移民迁徙
宗族系谱
乡约族规
经济制度
土地所有
工匠制度
节日庆典
生产活动
民间礼仪
宗教习俗

种植业
畜牧业

历史文化资源 
村落形成与发展
重大历史事件

自然条件

生态系统
基本概况

经济产业

社会文化 

区域资源

历史发展

人口结构

宗族结构

社会制度 

礼俗活动

农牧经济

商贸经济

社会-生
活结构
整体调

查

新石器 汉  代 宋元时期 明  代 清  代 民国时期 近现代 近现代 近现代 近现代

涪陵蔺市老街

据考古文物
发掘，新石
器时期晚期
已有人类活
动遗址

汉代已形成
烟户稠密的
村落

宋元时期为
驿站，但并
未形成完整
的道路系统

明代已建房
成市，后涪
州辖十三个
里 时 ， 蔺
市为“蔺市
里”

清 代 康 熙 七
年，蔺市为长
滩里上二甲，
清 代 宣 统 三
年，筹设乡镇
警 察 , 全 州 九
镇，蔺市镇属
第三区

民 国 2 8 年 蔺
市复名为甲等
镇，镇公所设
在“文庙”，
设“街保”与
“乡保”

新 中 国 成 立
后，初置蔺市
镇、龙门乡。
1952年设建制
镇，是区公所
所在地

1984年撤销龙
门公社，龙门
乡合并入蔺市
镇为蔺市镇

1992年撤区并
乡，撤销了区
公所，将五马
乡与龙门乡合
并为蔺市镇

1995年属涪
陵区李渡区，
1998年重 庆
直辖后隶属涪
陵区，2008
年堡子镇并入
至今

东晋 元代 清代 清代 清代 近现代 近现代 近现代 近现代

东晋347年
桓温平蜀，迁县
治于邻溪口(今
洛碛镇)

1362年
明玉珍称帝，遣
将派军驻守玉皇
岭，其驻地后人
称为张关

1670年
湖广填川，始祖
杨绍文带领杨氏
家族迁至该处居
住，后称为杨家
槽

1754年
洛碛置镇，归四
川省川东道重庆
府所辖

1796年
白莲教起义，在
洛 碛 镇 一 带 交
战，杨家槽留有
遗址

1955年
江北区更名洛碛
区

1961年
恢复洛碛镇，由
洛碛区进行管辖

1960—1970 年，
杨家槽的规模逐
渐发展至自然村

2 0 0 3 年 至 今 ，
2 0 0 3 年 村 级 调
整，黄井村、勤
俭 村 （ 原 杨 家
槽）合并成立大
天池村，至今未
发生重大变化

大天池村杨家槽

6 乡村社会 – 生活结构整体调查内容
Rural society-content of overall survey of life structure

7 村落历史发展脉络图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ontext map of the village

8 蔺市老街小卖部休息区节点活力分析
Analysis of node vitality of the canteen rest areas in Linshi 

Old Streets

6

7

8

3.3.1 乡村社会空间与生活形态调查

1）“历史的 – 长时段”的乡村社会 – 生活

结构考察（图 6）。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所论及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超稳定”结构

是支撑中国乡村空间核心价值的基础 [10]。不

同地区由血缘 – 族缘关系建立的、以土地为

纽带的基层社会单元，通过调查村落发展历

史、宗族繁衍谱系、传统产业结构以及乡俗

乡约的历史遗产获得重建，找寻每个村落单

元自身的“根”。依靠地方历史文献、地方志

和村民口述史的收集来对村落历史进行调查 

（图 7），结合村民家族族谱来对村落人口变

迁、社会结构和亲族关系进行梳理。

2）“现在的 – 多时段”的乡村社会 – 生 

活形态体验。人不是静止而是不断变化的因

素，物质空间必然与人的行为发生联系才能

获得活力与生机。观察村落住民的生活方式、

生活状态和空间 – 行为特征是激发遗产空间

活力的基础。根据人与空间的关系，本调查

活力节点—26日活动状况分布，有编绳活动

活力节点—28日活动状况分布，无编绳活动

幼年

幼年

成人

成人

老年

老年

0

0

5

5

10

10

15

15

20

20

25

25

30

30

35

35

40

40

人
数

人
数

07:00 07:30 08:00 08:30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4:30 16:3013:00 15:00 17:0013:30 15:30 17:3014:00 16:00 18:00
时刻

时刻
07:00 07:30 08:00 08:30 09:00 09:30 10:00 10:30 11:00 11:30 12:00 12:30 14:30 16:3013:00 15:00 17:0013:30 15:30 17:3014:00 16:00 18:00

洗车、游泳等，在下午会有大量居民来此处

围观交谈，是社会活动的主要集中点。

采用手机 APP“六只脚”记录村民在街

区内的行为与多时段生活活动，并拍摄行为

活动或节点照片。随机选取一部分参与者，

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活动轨迹。得出如下 

3 点结论。1）被动社会行为：人置身在人群

中不寻求任何直接的言语交流，如在公共场

所中独处、观演、放松等。2）短暂社会行为：

偶然相遇引起的闲聊、对话和短时低强度的

人际接触，如吃饭、寒暄、围观、遛狗等。 

3）持续社会行为：持续行为包括亲密关系与

紧密联系，依赖于人与人之间频繁的、重复

的交流与接触。

在以第一产业为主的传统农耕村落文化

景观调查中，通过对村民进行访谈、问卷调

查、分时段观察记录等形式，对其农忙、农

闲 2 个日常生活阶段的活动轨迹、行为进行

记录，同时结合农作物种植时节等时间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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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产业基础进行补充调查（图 9）。

3.3.2 乡村生态与环境风貌基础调查

中国乡村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和

谐共生的一个生态圈。乡村环境风貌调查正

是理解这种生态文明和文化的最佳方式。主

要内容分为自然要素、人文要素和现状景观

系统 3 部分（图 10）。自然要素包括山水格

局、植被、动物等因素共同形成的生态良好

的循环系统。人文要素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生

产性景观（农田、茶园、林木种植以及水利生

产设施、牲畜养殖棚圈等）、生活性景观（村

落人居环境中所有与之呼应的景观要素和重

要节点、建构筑物，例如：民居、院坝、公

共活动空间）、重点环境节点和宗教景观。现

状景观系统包括道路系统、绿化设计、景观

空间视线（图 11）、村庄肌理。

4  结语
本研究从重庆全域范围内现存遗产资源

的有效统计和普查入手，以强化乡村文化景

观遗产资源专项统计和管理意识为目的，对

乡村文化景观遗产资源进行了一定的整合统

计与分析，从总体角度上提炼出乡村文化景

观遗产的资源分布特点与价值。再依托前期

重庆乡村文化景观遗产资源调查工作统计对

象中典型个案进行深入探讨，形成了一套较

为系统的综合调查研究工作框架与典型乡村

文化景观遗产评价体系。项目组结合示范点

开展评价体系与调查工作实践，一方面针对

乡村景观资源现状进行前期评价，客观揭示

相对优劣，为开展乡村规划与设计明确实施

目标。另一方面则是了解目前乡村保护工作

开展现状、保护部门管理落地性问题，提出

针对性的保护与利用模式建议。通过整理和

分析综合调查及评价结果发现，目前乡村遗

产保护及活化利用实践中已经展现出来传统

“自上而下”开展乡村建设活动的弊端。在此

形势下，研究视角需从“单一主体”拓展到

“多方参与”，提出以居住群体、专家技术、政

府、社会力量以及消费群体等多方协同参与

的实施策略。以自上而下的政策、资金与自

下而上的民智、民意相结合的方式来为中国

新时代下乡村遗产集群保护管理及传承利用

提供机制与策略。

注释 (Notes)：
① 大天池村新村 2 组为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高起点、高
标准规划建设幸福家园集中居住示范点，规划占地面积约 

53 400 m2，具有地域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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