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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潇潇

传统村落濒危。
无人理会只能看着它们湮没尘

埃，理会太多可能让它们没了灵魂。
保护传统村落，恐怕最重要的是

要弄清“留下什么”，然后再考虑
“怎么留下”。

“还是不要开发了吧”

由于专业的缘故，秦瑞鸿时常深
入潍坊的各个角落探访、调研。从毕
业起即在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
院执教，研究旅游经济十几年，秦瑞
鸿的观念却发生了很大转变。

不久前，一个拥有大量泉水资源
的乡镇的负责人找到秦瑞鸿，请她协
助规划，对该镇泉水等旅游资源进行
开发。“造富于民”——— 这也是秦瑞
鸿之前致力于的领域之一。

“依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开发了
吧。”秦瑞鸿劝道，一旦开发，极易
造成破坏，不如给子孙多留点东西。
对方不置可否。

“现阶段各地的村落旅游开发似
乎陷入了一种困境，文化传承和旅游
开发之间似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
盾。”秦瑞鸿说。几年前，对于潍坊
一些传统村落的开发，秦瑞鸿曾兴奋
不已。而随着发展，再回头看那些被
开发过的地方，她却开始反思。

“很多原有的文化被一涌而入的
商业侵蚀，在开发的过程中，原生态
的东西越来越少”，秦瑞鸿走访时发
现，一些被当作旅游开发项目保留下
来的村子，不少已被弄得面目全非。
有的开发出商业街，在村里盖起了小
洋楼，路边随处可见的叫卖“伪文化

产品”的小贩。而原有的，值得保护
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被开发后的村子
千篇一律，甚至有不少原住村民，都
被外来的商业人士“挤”了出去。

“被开发后，很多村子变成了旅
游区，而不是原本的一个生命体。”
秦瑞鸿说，因为一个村落进入旅游开
发程序后，不可避免要按照商业规律
来进行改造，这就极有可能导致文化
被肢解。

“许多村里都有戏台，唱大戏是
多么隆重的庆祝方式。”秦瑞鸿说，
而过度的商业化开发，则使这些庆祝
发生了变质。“比如说，有此以前只
在特定日期举行的民众活动，为了满
足文化开发的需要，几乎是常年举行
表演，有些表演中还掺杂了商业的成
分在里面，这对民俗文化反倒造成了
伤害。”

“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而不保护，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
损失。

走访中记者发现，许多保存了五
六百年的村落里，百年老屋在风雨飘
摇中开始摇摇欲坠。许多村民和老屋
的继承者感受不到保护的价值，或由
于经济等原因，对之放任。

“光靠村民保护是不行的，政府
必须介入进来，在经济等各方面给予
支持。”青州市政协副主席、古城保
护修复建设指挥部指挥孟庆刚说。

无人居住也是加速传统村落破败
的重要原因。潍坊的许多传统村落，
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城镇化建设中，
在政府资助下，村民大多搬到山下，

随后又流入了山东各个城市。由于各
种原因，那里房屋已经残破，基本没
有人居住。秦瑞鸿指出，一直以来，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
移是变态。而如今，大量农民出门打
工，驻留时间大部分不在农村，于是
他们从生活理念到行为方式开始排斥
原有的乡村生活模式。

“不说别的，就说这最基本的生
活条件，有谁愿意放着干净舒适的新
房不住，还整天待在连卫生间都没有
的旧村子里呢？”井塘村民吴兴花感
叹。

“留得住人才保得住村”

“留得住人，就要满足村民改善
生活条件的基本要求”，潍坊市住建
局村政科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也
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保护方式。对传
统村落的保护，绝不是只保护那建筑
物的空壳，而是民族文化的记忆、符
号、传承。

孟庆刚也告诉记者，要保护好一
个传统村落，村民们是其中的重点。
村民们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意识亟待加
强。因为村民们传承着村落的文化、
技艺、民俗风尚等。有效保护必须在
保得住的同时，让传统村落活起来。

“村民们走出农村，文化就消失
了。”秦瑞鸿说，政府应将“惠民”
的意义再延伸，如果在教育、医疗、
卫生、生活等方面将农村的生活水平
提高，让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把村
民留在村里，传统村落的保护就不会
再成为一个难解的课题。

潍坊市传统村落
调查统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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