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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小宇）5月 23日，

第四届古村镇大会举行碛口新宣言

研讨会。

14 年前，山西省建设厅等单位

联合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在碛口古镇

研讨并发表了 《中国古村镇保护与

发展的碛口宣言》，14年后，国内外

知名专家学者重聚碛口，在总结中

国古村镇十几年间形成的新思想和

新理念基础上，深度探讨乡村振兴

背景下中国古村古镇保护与发展的

进一步定位。

大家从重视古村镇的档案与数

据库建立、多角度开展古村镇的价

值研究，古村镇的大众普及，鼓励开

展多学科、跨行业、超部门的交流活

动，提升古村镇宜居水平，进行居民

技能与生活培训，开展与古村镇相关

的传统建筑修缮与改造技术培训，引

导新居民文艺创作、文化创业等多

个方面对《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

碛口新宣言》 进行了研判和深入探

讨，提出新的意见和建议，为古村

镇的活化与发展注入新理念、新共

识、新力量，助力碛口古镇及周边

古村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四届古村镇大会
举行碛口新宣言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 刘小宇）5 月

24 日，第四届古村镇大会举行

了文旅融合专题论坛，邀请了

八位来自国内外的文化旅游、

文物保护、建筑设计等领域的

专家学者、业界顶级领袖，结

合文旅融合主题展开了精

彩阐述。

论 坛 上 ，Five More
Minutes 公 司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CEO HACKLA · NDER
作了题为《新全球丝绸之

路之下智慧历史村庄的

未来》的主旨演讲；中国

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

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军

作了题为《民宿:文旅融

合的创新业态》的主旨演讲；山

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张世满作了题为 《逝去

的繁荣 (晋蒙粮油故道与碛口)》
的主旨演讲；荷兰海牙城市推广

局对外联络及中国市场营销主

管 Hans·Doets 作了题为《海牙市

中心的前世今生：其居住质量对

游客和居民的巨大好处》的主旨

演讲；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

员会委员、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

院硕士导师孙小荣作了题为《文

旅 融 合 与 乡 村 振 兴》的 主 旨 演

讲；大地风景文旅集团副总裁、

大地乡居总经理李霞作了题为

《越过时光:从遗产地到文旅目的

地》的主旨演讲；斯洛文尼亚农

村发展网络副主席 Goran·Soster
作了题为《文旅融合》的主旨演

讲；北京全域智联文旅发展有限

公司 CEO、视觉艺术家、国内知

名摄影师蔡志勇作了题为《手机

摄影带来的全域智联之路》的主

旨演讲。他们结合古村镇发展

的趋势和热点，深度剖析文化

遗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保护

及利用方式，从研究、规划设

计、运营、传播等多个视角阐

述古村镇发展的危与机，国际

嘉宾结合本国案例分享前沿的

旅游资源推广方式等内容，引

领了文旅融合的新思潮，为促

进当今古村镇旅游传播交流和

发展贡献力量。

第四届古村镇大会
举行乡村振兴分论坛

第四届古村镇大会
举行文旅融合专题论坛

本报讯（阮兴时）5月 24日，第四届古村镇

大会正式开幕后，邀请了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

产研究会会长郭旃，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市与

乡村统筹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兵弟,北京大

学城环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教授吴

必虎，意大利 Twissen 旅游公司董事长、创始人

Francesco·Redi为本次大会作主旨报告。

主旨报告会上，郭旃以《探寻古村镇保护与

演进的哲理——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谁要保

护？》为题、李兵弟以《生态宜居村庄建设推动乡

村文旅产业发展》为题、吴必虎以《与历史对话，

为未来留史——中国传统乡村景观的保护与

利用》为题、Francesco·Redi以《遗产旅游：吸

引年轻一代的挑战和机遇》为题，结合古村

镇发展趋势和热点问题，深度剖析文化遗

产、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保护及利用方式，

从研究、规划设计、运营、传播等多个视

角阐述古村镇发展的危与机，总结分

析了中国古村镇 14 年间形成的新思

想、新理念、新共识，这将有力指引和

推动全国古村镇保护与活化工作迈

上新台阶。

第四届古村镇大会邀请郭旃、李兵弟、
吴必虎、Francesco Redi作主旨报告

本报讯（记者 刘少伟）5月 24日，第四

届古村镇大会在主会场广场组织乡村振

兴分论坛。九位来自美术、建筑、文创、

旅游协会、民宿等行业的专家学者、

业界顶级领袖结合乡村振兴主题

和工作实际，分享了各自在乡村

振 兴 一 线 的 坚 守 、探 索 和 实

践。微博政务运营总经理

李峥嵘主持论坛。

论坛上，无名营造

社创始人陈国栋、天

空 的 院 子 民 宿 创 办

人何培钧、中央美

术学院雕塑系公共艺术工作室主任胡泉纯、

国家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基地产业导师陈奇、

《邻芳魔境》 品牌创始人王翎芳、纪录片独

立制片人徐尧鹏、北京风景文化文创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刘玉恒、台湾花莲县休闲旅游

协会理事长叶陈锦、杭州民宿行业协会执行

会长夏雨清等行业领袖、业界精英、专家学

者分别以 《造村行动——城市创意青年介入

乡村实践的可性》《有种生活风格叫小镇 (从
民宿、社区到小镇的社会实践省思之路)》

《有 问 题 才 有 艺 术—— 乡 村 艺 术 热 的 冷 思

考》《普通乡村之振兴路的实践与探索：从

明 月 村 到 白 玉 村》《重 新 发 现 乡 村 生 活 美

学》《当文创与古村镇相遇——古村镇新 IP
与新风物的故事》《农村文化与观光休闲的

融合与创新》《黄河如何颠覆民宿》 为题，

分享了各自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经

验和教训，力求通过实践和探索，为下一步

的乡村振兴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

专题分享结束后，论坛还组织了互动论

坛，瓦厂酒店创始人唐亮、九七华夏设计机构

CE0 洪金聪、寒舍旅游投资管理集团创始人

总裁殷文欢、北京多彩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张森华一起围绕乡村振兴主题就产业

投资、文旅发展等话题展开了一场精彩的思

想碰撞和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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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少伟） 5 月 23
日，第四届古村镇大会组委会召开媒

体通气会，就大会总体情况进行了通

报。近 40家国内媒体应邀参加了会

议。副市长李俊平出席媒体通气会。

据古村镇大会执行主席、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介绍，5
月 24日，第四届古村镇大会在碛口

古镇隆重开幕，本届大会以“黄河传

统，时代生活”为主题，大会期间，陆

续开展主旨报告、资源对接、主题论

坛、项目签约等 5大类 18项活动，国

内外 40多位应邀出席的文化旅游、

遗产研究、建筑设计、规划运营、投

融资等领域专家学者、业界领袖、古

村镇保护与活化实践者将结合古村

镇发展趋势，从研究规划设计运营传

播等多个角度，深度剖析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危机

和机遇，文旅融合如何推动古村镇长

效发展、古村镇发展如何与县域经济

互相支撑？如何充分发挥文化遗产

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等热点问

题，并发布中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碛

口新宣言和 2019网友最喜爱的十大

古村镇专项评选结果。

李俊平表示，吕梁将以第四届

古村镇大会为契机,紧紧抓住中央

推进乡村振兴和省委、省政府锻造

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的历

史机遇,依托碛口古镇的龙头带动

作用,以文旅融合发展为重点,把古

村镇保护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全
力打造吕梁境内 320 公里的黄河旅

游带,走出一条古村镇保护与活化

的文旅融合之路。

本
报讯（记
者 刘 少
伟）5月 24
日 ，一 场 千

人 乡 村 快 闪

活动在第四届

古村镇大会主

办 地 —— 碛 口

古镇黑龙庙广场

上燃情上演。奔腾

黄 河 水 、绿 水 青 山

间，《我爱你中国》的

旋律、现场歌手与观众

的默契合唱、激情演奏的

专业乐队、碛口古镇上如

织的游人，共同构成了一幅

鲜活动人的古镇画卷。

5月 23日，第四届古村镇大

会在“九曲黄河第一镇”山西碛口

古镇开幕。来自德国、意大利、荷兰、

斯洛文尼亚及全国 22 个省市近 800 人

参加本届大会。众多文物保护、文化旅

游、乡村建设、民宿实践、互联网传播等领域

专家学者、业界顶级领袖济济一堂，共同就当前

古村镇发展趋势和热点问题展开对话讨论。作为

大会活动的一个小环节，两位专业歌唱家领唱的《我

爱你中国》迅速让现场观众自觉参与进快闪活动中来齐

声合唱，随后，雷鬼音乐雪茄剪乐队带来的一曲《生命之

水》，让古镇群众领略了来自异域、结合了传统非洲节奏、美国

的节奏蓝调及原始牙买加民俗音乐的魅力。快闪活动用极短的

时间为现场嘉宾观众打造了一场热血沸腾、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本届大会组委会特意在碛口古

镇组织了这场千人乡村快闪活动，邀请专业的歌手、专业的表演团队联合

现场观众，唱响华夏之歌，唱响黄河之魂。”古村镇大会执行主席、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副教授罗德胤介绍说。

悠悠黄河之滨，碛

口古镇之中，青墙黛瓦

的古朴山村延绵悠长，

连片的农家小院清净

悠然……5 月 23 日，第

四 届 古 村 镇 大 会 在 碛

口 记 忆 分 会 场 召 开 资

源 对 接 会 。 来 自 全 国

近二十家资源对接嘉宾

与我市 13 个县（市、区）

现场进行了热烈的交流

对接。 13 个县（市、区）

的与会人员各自从文化

内涵、条件基础、项目规

划、产业布局等方面介绍

了发展文旅融合的前景和

优势。

人说山西好风光，右手

一 指 是 吕 梁 。 吕 梁 历 史 悠

久、文化深厚，是中华文明重

要的发祥地，全市现有不可移

动文物 5901 处，总数量位居全

省第五；吕梁人文荟萃、英才辈

出，有一代女皇武则天、北宋名将

狄青、一代廉吏于成龙、革命烈士

刘胡兰这样的名人；吕梁山川秀美、

风景如画，红色旅游资源丰厚，绿水青

山被誉为“华北氧吧”；吕梁的黄河黄

土，是中华之魂，吕梁的白酒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来到吕梁，诙谐洒脱的伞头

秧歌，欢快激扬的大唢呐声，独具特色的皮影

木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演艺将让你流连

忘返；抿尖、擦尖、揪片、圪垛儿、莜面、碗团、合

楞子、土豆宴、红枣、核桃、芝麻饼等美味小吃使

你大饱口福。今日的吕梁，综合交通运揄发展

迅速，已形成航空、铁路、公路三大运输方式相

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交通运输格局，较为完善的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基本形成。

碛口李家山麒麟山庄、庞泉沟森林牧场旅

游、贾街周边二期民宿集群、贾家庄自驾车营

地、柏洼山、车鸣峪风景区、高家垣古村落红色

文化、休闲生态旅游……五十余个文化旅游招

商项目犹如一场“饕餮盛宴”，吸引着在场所有

来宾。寒舍文旅集团创始人、总裁殷文欢以他

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中阳文旅产业潜力之大，他

说：“城市人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空间，中阳原

汁原味的山间乡村有着‘山深人不觉，犹在画中

游’的意境，这样一个能让人们沉浸下来，夜里

拉着亲朋好友看星星、白天去跋山涉水的地方，

很难得。”视觉艺术家、国内知名摄影师蔡志勇

感叹碛口古镇的魅力：“作为一名旅游品牌的策

划师，手机摄影的践行者和推广人，碛口的美，

值得被放在手机摄影博物馆中。”九七华夏设计

机构 CEO洪锦聪则希望通过为我市文旅产业顶

层设计的落地提供服务，在吕梁开展试点。山

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彭柏青则说道：“山西的文

化旅游开发如今已经进入如火如荼阶段，山西

素有‘中国古建筑博物馆’之称。如今，黄河、长

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集聚各方资源进行开发，

而吕梁的黄河黄土、红色资源、古建筑古村落资

源非常丰富，希望通过本次对接，与会嘉宾与吕吕

梁达成更多好项目好项目、、好意向好意向，，实现合作共赢实现合作共赢。”。”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亮亮刘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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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实现习总书记提出来的‘两山理论’？过去做

遗产保护的人可能只讲绿水青山，而如何将绿水青山变为金

山银山？我们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放在一块来讲，在对历

史文物‘保护与活化’的过程中，如何积极响应习总书记讲的

要让文物说话？而文物说的话又如何让老百姓听得懂？如

何与历史进行对话？”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旅游研究规划中心

主任、教授吴必虎在做主旨报告时，开场抛出的一连串提问，

引发在场嘉宾产生 了深深思考。

吴必虎说，所谓文化遗产，皆为历史建设结晶。土木结

构的文化遗产容易破坏，在历史的演变中经历着重建、再建、

创建。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建设，在创建过程中要允许现

代生活方式能够放进去。“如今我们花大力气、花大价钱来保

护的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建设结果。”吴必虎说。比如孔

府，它是政府支持，历代不停地建设结果，比如平遥古城，除

了城墙是政府建的，里面的房子都是晋商自己建的，这些文

化遗产都是几代人投巨资形成的。开平碉楼是海外华侨汇

款回故乡建设而成，福建土楼是客家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子

一点一点建起来的，鼓浪屿是海外华侨为了做生意自己建的

房子，丽江古城则是茶马古道上任建设的结果。

吴必虎认为，建设才是文化遗产主要的动力，而不是保

护。有一个名词叫做“修旧如旧”，但是能不能做到修旧如

旧？吴必虎说：“唐代的建筑，就做不到修旧如旧，这样的情况

该怎么办？建筑师依靠想象，大概修的像唐朝的建筑就可以

了。这样叫做客观主义原则性，要做到一模一样，就显得有些

教条主义了。这样的创建，既基于了原址，又呼应了历史，更

新了功能，因此，文化遗产源自于建设，而不是源自于保护。”

其次是商业化的问题。有人会认为，来了大量的游客，

把传统安静的乡村生活破坏了、商业化了，好像商业带有原

罪。我要告诉大家，商业是创造文明、创造历史文化遗产的

主要动力。碛口古镇也是因商贾贸易而形成，商人从某种角

度而言是文化遗产的主要创造者。商人有钱可以造房子，商

人全球的运动形成了丝绸之路，甚至我们今天的“一带一

路”，如果没有商业活动，光搞文化交流也是不行的。

第三则是乡村振兴。孔子有云“礼失而求诸野”。中国

乡村保留的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乡村城市化过程。

比如现在有一部分城市居民想过田园生活，这块地卖给的对

象就是城里人想到乡村的酒店或度假村住的人，而不是农民

自己。这时的乡村振兴就要换个思维：乡村遗产活化不是仅

仅为了搞旅游用来赚钱，而是一种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的保

留。外国人到中国看什么，我认为更应该看中国的乡村，这

才是真正的中国，外国人了解乡土中国，一定要到村子里

来。这样传统文化才能够一代代传下去，这才是大众需求。

“作为一个城市人，作为在草原牧区生活过，也来自农村

的一个人，在我的心目中一直觉得乡村是非常可爱的，它比

起城市来空气好、生态好、风光好等等，我想只要有一天农村

的这种社会公共服务、农村的基础设施也达到了和城市一样

的水平，到那个时候可能是城里人想拿一个到乡村居住的条

件，想拿这么一个居住证可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早晚

有一天这种场景会实现，我们看到经济发达的国家，他们的

农村更适宜居住，而且居住条件不亚于城市。”5 月 24 日，在

第四届古村镇大会现场，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会长

郭旃这样袒露自己对于乡村的感情。

作为一名国内文物保护方面的资深专家，当天，郭旃应

邀出席了在临县碛口举办的第四届古村镇大会，并结合自身

多年来工作和研究的经验，以《探寻古村镇保护与演进的哲

理——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谁要保护？》为题，向与会嘉宾

分享了自己关于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思考。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看乡村还有落后的一面，比如排

水、交通设施、垃圾处理等等都有诸多的不便，特别是我们的

社会公共服务，医疗也好，教育也好，生活的一些基础设施都

有待提升，有待改变。更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还缺钱缺人

才。”郭旃清晰地分析道。

“无论城市和乡村，我们现在出去旅游所见到的场景，都

会看到大自然生成、大自然养育，也受大自然局限、大自然约

定出现的很多人文景观，比如海南昌江黎族、哈尼梯田、、丽江丽江

古城、开平碉楼等等，在国际上我们也会看到大自然和人的到大自然和人的

创造共同发力，相互作用产生的特色村镇。比如伊朗的坎儿比如伊朗的坎儿

井、韩国的村落河回村，这些村寨所体现的就是天人互动、

相互作用和不同族群的人类文明、文化的源起，哪些是尽可

能要保存和延续的物质文化载体，哪些是在这些物质文化载

体下形成的一种传统，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郭旃继续

介绍说。

村镇保护不像一个简单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村镇是

一个活的、仍然在生存着的一个群体，既有要保护的一面，

也有要发展的一面，所以专家呼吁要统筹保护，物质遗产和遗产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强调一方面，忽略另一方面一方面。。

“我们乡村保护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人类有天然演进的路演进的路

线，可能有共同的原理，大自然怎么塑造我们，人类是怎么人类是怎么

适应和改造的，可以总结出很多的哲理。但是不同的自然不同的自然、、

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他们的变化情况和他们的变化情况，，不同族群必然有不同族群必然有

不同的创造不同的创造，，每个村寨都有自己印证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自每个村寨都有自己印证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自

然演变过程然演变过程独特的地方独特的地方，，所以每个村寨都有机遇所以每个村寨都有机遇，，都会有机都会有机

会会，，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其自身的规律和逻辑重要的是我们要尊重其自身的规律和逻辑。”。”郭旃最后郭旃最后

郑重地表郑重地表示示。。

如今，发展文旅产业要和乡村振兴相结合，这就是我

们所说的乡村振兴战略，使城乡融合发展更协调、更有质

量。对此，我认为要抓住生态宜居村庄现代化建设的有利

机遇、科学组织实施生态宜居村庄规划、以生态宜居村庄

建设促进乡村文旅产业发展。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市与乡

村统筹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兵弟谈及村镇发展，言语铿

锵。

我认为促进乡村文旅产业的总方针是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要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生态宜居、村庄建设为

抓手，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长期落后的问题。以公共服务为

突破口，解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平等化问题。以基础设施建

设为基础，解决农村发展的现代化问题。坚持树立新农村建

设目标的一个全力提升，是建设质量的全面飞跃，也是融入

自然的全面发展，让乡村农民的全面获益。

当然我们在农村建设中要遵守一个“二三四”的基本原

则，首先是政府决策、农民主体考量的两项原则，农民自愿、

农民满意、农民受益，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

的实际问题。程序上我们叫三之点重点把握，生产方式的改

变在前，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后；农村土地不是用来卖地发展，

而是用地发展；乡村产业发展要与镇区建设、村庄治理相结

合。工作方法推进“四先”的方法，村庄规划先展开，农民的

土地先流转，农村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动，乡土特色

农耕文明古村保护先保护。

多元业态多模式发展，促进全域旅游。在当前建设中特

别要注意一定要保留乡村的味道，注意农村的面貌，留得住

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坚持打开创意空间，推动乡村文旅

产业不断升级，包括人居环境升级、使用功能升级、乡土特色

升级、设施服务升级、体验生活升级，乡村旅游设施要提出乡

土特色。

我们的农村振兴最后应当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应当是

村的生态宜居化、镇的新兴产业化、城的融入乡村化、国的城

乡一体化。让民风民俗回来，让环境生态回来，让文化自信

重新回到农村的怀抱，让城乡融合发展。

● 吴必虎

与历史对话，为未来留史
□ 本报记者 阮兴时

● 李兵弟

狠抓生态宜居村庄现代化建设
□ 本报记者 冯凯治

● 郭旃

要尊重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逻辑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特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