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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浩   徐 莉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坚持绿色发展的理念，坚

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国策，实现经济与环境

共同发展的目标。保护与开发好传统村落文化资

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美

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一、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概述

（一）余巷村历史概况

余巷村位于武进区横林镇的东部，据《横林

镇志》记载，余巷原名“佘巷”。传说清朝乾隆皇

帝第三次巡游江南，乘龙舟驾临佘巷，其邑之佘

状元忙做准备，从佘巷至古运河佘杭码头一路，

以席铺地迎候。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但皇上却把

佘状元名帖上的“佘”字错看成了“余”字，脱

口说了句“余状元平身”。从此佘巷地名便改成了

“余巷”，一直沿用至今。

（二）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概况

1. 自然资源。一般是指传统村落在形成过

程中的周边环境资源，如地形、地貌、山川、河

流、农田、森林、植被等自然资源。余巷村地处

江南，位于古运河之畔，属于典型的江南水乡，

村中小河流淌穿过，村中树木繁多，村前屋后种

植水稻和小麦。

2. 建筑资源。主要指街巷建筑、古桥古道、

庙祠建筑等，街巷建筑一般是传统村落的整体布

局和结构形态，由街区、巷落、古建筑、传统民

居等构成。余巷老街主要是东街和西街，街长约

300 米，用地面积约 1.5 公顷，街巷空间主要呈一

字型分布。历史上的余巷镇曾驻在这里，余巷老

街还保留了清末和民国的老街布局、木排门、石

板地、雕梁画栋的门窗、砖雕门楼，建筑风格以

青砖墙体熟石灰抹灰为主。余巷村现有 4 处市级

文保单位 ：冯元桢故居、冯氏宗祠、冯仲云故居

和薛氏宗祠。

3. 人文资源。主要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人

资源、风情民俗、礼仪文化等。余巷村名人资源

丰富，历史上出过许多名人。如明代方志学家薛

应旂，东北抗联名将冯仲云，中共领导人冯铉、

冯琦，院士冯元帧、摄影师薛伯青等。余巷村祠

堂文化兴盛，有冯氏宗祠、薛氏宗祠、姚氏宗祠

等祠堂，这些宗祠与村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体现

着余巷村先辈们流传下来的和宗睦族的民风民俗。

（三）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价值分析

摘  要 ：本文在分析浙江省常州市余巷村地理位置、自然与人文环境、价值属性、历史文化内

涵的基础上，结合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余

巷村保护与开发路径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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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族社会文化，对于研究宗

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3. 经济与旅游价值。余巷村地处常州郊区东

部，没有进行过开发，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建

筑文化资源、人文历史文化资源如进行科学合理

的开发可以提高居民的收入，改善居民的生活水

平，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实现其经济价值。

余巷村处于江南水乡，具有典型的“小桥、

流水、人家”的江南地域风情，对其进行旅游开

发具有先天的资源优势。可集中余巷村自然资

源、建筑文化资源、人文历史资源，将其打造成

为具有儒家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的旅游文

化村，实现其旅游价值。

二、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现状及问题

（一）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现状

《常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3—2020）》

把余巷村列入古村落保护范围，余巷村的一些建

筑也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如冯元桢故居、冯氏

宗祠、冯仲云故居、薛氏宗祠被列为市

级文保单位。余巷村的冯仲云故居也得

到了利用，依托其成立了冯仲云纪念

馆，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出和冯

仲云有关的老照片、影像资料、书籍、

信件、实物等档案资料，吸引了一些游

客前往参观。

（二）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

与开发的问题

1. 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

发的总体规划尚未形成。尽管余巷村被

列入保护范围，但是其保护与开发的总

体规划尚未形成，缺少保护性规划，导

致破坏传统村落格局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余巷东街和西街被涂上了白色，破坏

1. 历史文化价值。余巷村历史文化丰富，承

载着余巷村的历史发展轨迹的众多文物古迹对于

研究古村落发展史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余巷村具有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和浓郁的诗

书教育气息，余巷村出了 21 位进士，是全国进士

最多的村，儒家文化对余巷村影响深远，这些文

化资源对于研究儒家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余巷村的风俗人情、民俗文化、民间传说、传统

手工艺等和一些传统农耕器具等，为研究民间遗

产提供重要资源。尤其是民俗文化，反映了传统

村落地域文化，代表着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研究

民间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

2. 艺术与社会价值。余巷村中建筑属于典

型的江南传统建筑，民居多为砖木结构，白墙黑

瓦。建筑风格以青砖墙体熟石灰抹灰为主。薛尚

书宅至今保存完好，是三进三开间的清式大院，

这些建筑和传统民居以其独特的建筑文化对于传

统建筑的修复、保护和研究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余巷村是一个传统民居的聚集地和村民生产

生活的聚居地，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社会集合体，

村中冯氏、薛氏、姚氏等宗族构成了不同的社会

单元，一个宗族管理着本族的社会事务，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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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始的风貌，由于经济建设与村民居住环境改

善的原因，大批古建筑被村民拆除，取而代之的

是一些现代建筑，这些现代建筑与传统村落风格

迥然不同，严重影响余巷村整体村落格局，破坏

了传统村落的古朴自然风貌和人文历史氛围。

许多村民举家外迁，村中居住的多是老人、

孩子和外来务工者，村落“空心化”比较严重，

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村落乡村文化和传统

文化丧失，传统村落文化环境遭到破坏，严重削

弱了村落文化资源的根基。

2. 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意识

较为淡薄。余巷传统村落的居民保护意识较为淡

薄，意识不到传统村落的保护是件重要的事情，

一些居民对古建筑随意拆毁和改造，建造现代建

筑，改变了传统村落原有的建筑风貌，失去了传

统村落本来的韵味。

余巷传统村落一些古建筑由于未被列入文保

单位，导致这些古建筑面临着自然损毁的境地。

大多数古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导致长

期遭受雨水、虫蚁等侵蚀，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处于倒塌的危险境地。还有的村民在修缮房屋

时，将旧的房屋拆除重建或者大面积的改造，使

得这些古建筑成为现代建筑的取代品。

3. 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工

作不到位。余巷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工作不到

位，没有形成旅游产业，处于待开发状态，缺少

相应的旅游开发管理主体，未形成规模化、产业

化旅游开发模式，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缺

乏。一些古建筑虽然被列入文保单位，但是处于

长期闲置的状态，尚未对外进行开放。

一些文化资源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如

余巷村的宗祠较多，如冯氏宗祠、薛氏宗祠、姚

氏宗祠等，宗祠文化是余巷村一大特色，这些宗

祠具有浓郁的江南味道，但是这些宗祠并没有得

到较好开发利用，没有把宗祠活化利用，未将宗

祠与居民的生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开发，未发

挥其传承文化、凝聚宗族的作用。

三、余巷传统村落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

的路径与策略

（一）保护与开发的原则

1. 原真性原则。余巷村的自然资源、建筑

资源与人文资源是宝贵的传统村落文化资源，在

保护与开发时需要遵循原真性原则，不能破坏余

巷村的自然风貌及其村落周边的自然环境，在建

筑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上需要遵循“修旧如旧”的

原则，不能破坏古建筑原来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特

色，人文资源保护与开发方面需要保持当地本土

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和民俗文化，真实反映余巷

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原有特色风貌。

2. 整体性原则。传统村落的自然资源、建筑

资源、人文资源等要素有机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需要我们整体考虑各个资源之间的关系，不能把

他们分离出去保护与开发。

余巷传统村落的山川、河流、地形、地貌

等自然资源与古建筑、传统民居等建筑资源以及

民俗文化、名人资源、宗祠文化等人文资源构成

了传统村落文化资源的有机整体，这些资源完整

不可分割，需要将这些资源进行整体性保护与开

发，将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完整融合为一体。

3. 独特性原则。余巷传统村落地处江南，带

有典型的江南水乡村落的韵味，在保护与开发时

需要彰显其江南地域独特性，将其小桥、流水、

人家地域特色予以保护，挖掘余巷村的宗祠文化

资源、名人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提炼余巷

传统村落的地域文化要素，将地域文化与传统文

化相结合，打造独具江南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传

统村落。

（二）保护与开发的路径

1. 自然资源。这是余巷传统村落赖以生存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余巷村周围的自然生态和景

观资源应该予以保护，使其成为余巷传统村落保

护体系的一部分。余巷村地处江南水乡，京杭大

运河从村南流淌而过，村中池塘比较多，水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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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文脉，保护水乡就是保护水文化，要将与水

相联系的传统民居、农田码头等景观作为传统村

落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保持江南水乡的

原始风貌，保护传统村落水文化氛围，加强对水

乡文化资源生存环境的保护。

在坚持水资源保护优先的前提下，重视水乡水

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水乡旅游文化产业，让

游客体验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利用水资源进行开

发利用，结合传统民居、宗祠祠堂、文物建筑等，

建造一些如滨水步行道路、临水平台等景观，在河

边种植一些滨水植物，与村中树木相结合，打造独

具江南水乡特色的滨水娱乐旅游区。

2. 建筑资源。根据余巷传统村落的建筑资源

进行分类保护，对已经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

应予以重点保护，划定保护范围，安排专人负责

保护管理，加强文物建筑修缮维护工作，确保文

物建筑完好无损。对一些建筑质量良好，具有一

定历史价值的建筑，应在不改变其外立面的情况

下对其进行保护 ；对一些建筑质量一般，与传统

村落风貌相协调的建筑，对其进行改造，使之与

村落整体风貌相协调 ；对一些现代建筑予以拆除。

 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将一些文物建筑面向

公众开放，如对一些名人故居如冯仲云故居、冯

元桢故居进行旅游开发，将其打造成旅游景区，

依托名人故居开放旅游产业，实现建筑资源价值

的最大化。

3. 人文资源。余巷传统村落名人众多，要

加大名人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挖掘这些

名人的生平事迹和名人精神，发挥名人的教育功

能。可以在余巷村中建设名人馆，展示名人的相

关文献资料、典故故事等。在村中建造名人雕

像、修建名人文化广场、举办名人相关的文化活

动等，利用名人文化精品，树立名人文化品牌。

余巷传统村落宗祠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祠文

化，要保护与开发宗祠文化，对宗祠文化资料进

行挖掘、收集、整理，将保护宗祠建筑与弘扬优

秀宗祠文化相结合，将宗祠打造成青少年的德育

教育基地。

利用节假日在宗祠举办一些宗族祭祀活动和

社戏，将名人的生平事迹以戏剧形式在宗祠戏台

上表演，宣传宗祠文化，将宗祠文化空间以旅游

文化产品形式展现给游客，实现经济上双赢，达

到保护与开发宗祠文化的目的。

（三）保护与开发的策略

1. 加大保护宣传力度，制定保护性规划。通过

现代媒体手段，加大余巷村保护的宣传力度，充分

利用各种媒体途径宣传余巷传统村落的历史价值

和旅游价值，开展相关教育宣传活动，营造保护

与开发古村落的良好氛围。尽快制定余巷传统村

落保护性总体规划，对余巷村进行整体性保护与

开发，明确余巷村自然资源、建筑资源、人文资源

的保护措施，将一些古建筑、传统民居、古树、古

井、古桥等资源列入重点保护对象，切实做好余巷

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各项措施的落实工作。

2. 深入挖掘文化资源，注重传统村落旅游开

发。加大余巷村人文资源的挖掘力度，使当地自

然资源、建筑资源与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相得

益彰，体现余巷村的农耕文化、宗祠文化、儒学

文化等的独特魅力。将余巷村的旅游资源与当地

的农业资源、人文资源等相结合，将其打造成为

彰显江南水乡特色的旅游度假村，大力发展旅游

观光产业和特色文化产业，开发旅游新产品，打

造精品旅游品牌，实现余巷村文化资源保护与开

发工作共同发展、共同促进。

参考文献 ：

[1] 王浩 . 常州胜西古村落保护研究 [J]. 黄冈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2013,（5）.

[2] 王浩 . 常州乡村老街保护与发展探析 [J]. 城市学

刊 ,2016,（6）.

[3] 王浩 , 黄国栋 .“乡愁”理念视角下乡村老街的保

护与发展——以常州奔牛老街为例 [J]. 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 ,2016,（3）.

                      （作者单位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

                                                   责任编辑 ：康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