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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传统建筑的保护与活化逐渐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

要议题。闽中土堡作为中国东南地区独具特色的防御性建筑，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地域特色。

本文基于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跨文化视角，结合文化景观理论和遗产价值评估理论，进一步深化了理论

框架，深入探讨了闽中土堡的保护与活化路径，重点分析其在现代文化旅游经济中的创新应用。通过比

较国内外类似遗产的修复与活化案例，本文提出了一套融合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解决方案，强调科技

手段、社区参与及政策支持在遗产可持续利用中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闽中土堡的保护不仅涉及中国

文化遗产的延续，还为全球遗产保护提供了新颖的范例和经验，特别是在遗产与经济融合的背景下，提

出了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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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global awaren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protec-
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
cern for academia and policy makers. As a unique defensive building in southeastern China, the 
Minzhong earthen fortress carries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as well as regional char-
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f glob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
tion, incorporating cultural landscape theory and heritage value assessment theory to deepe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eeply explore the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path of Minzhong Tu-
bao, with a focus on analyzing its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n modern cultural tourism economy. By 
comparing restor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cases of similar heritage sit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
ternatio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solution that integrate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with local 
practices, emphasizing the key role of technological mea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in the sustainable use of heritage sit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protection of Minzhong 
Tubao not only involves the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provides novel ex-
amples and experiences for global heritage protec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ion 
of heritage and economy, proposing innovative path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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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闽中土堡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1.1. 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

的核心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近年来倡导将遗产保护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强调文化

遗产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仅是历史记忆的载体，还能为当代社会带来经济、文化及社会价值[1]。在中国，

文化景观理论和遗产价值评估的应用为土堡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助力制定更全面的保护策略，以适

应现代社会需求。国家政策亦日益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

家文化遗产保护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将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融合，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政策方向为闽中

土堡等地方性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2]。 
然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自然灾害等外部威胁加剧了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面对遗产保护与现代

化发展的矛盾，如何在保护历史真实性的前提下实现遗产活化，成为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课题。这不仅

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政策制定与实践中的核心挑战。 

1.2. 研究意义与目标 

本研究从文化景观理论视角出发，突出闽中土堡在地理与人文特征上的独特性。通过对闽中土堡的

个案分析，丰富防御性建筑在遗产保护与活化中的理论探索，并探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跨文化与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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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融合的路径。本研究结合国际成功案例与中国实际，提出符合全球遗产保护标准且具本土特色的策略，

为相关研究提供学术支持。 
在实践层面，闽中土堡的保护与活化研究不仅有助于增强地方文化认同感，还能为地方经济，特别

是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新动力。研究旨在探索土堡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下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聚焦于技术创新、文化旅游及社区参与等方面。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如何科学修缮土堡并保持其历史真

实性？如何平衡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社区应在土堡的保护与活化中发挥什么作用？如

何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遗产保护与活化的效果？这些问题的解决将为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保护政

策提供有力支持。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及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国内外文献构建理论框架，

重点结合文化景观理论和遗产价值评估理论，明确适用于闽中土堡的保护模式。其次，选择意大利庞贝

古城、日本京都历史街区和意大利五渔村等国际成功案例，深入分析其在社区参与、文化景观保护等方

面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对比分析，这些案例的成功因素为闽中土堡的保护与活化策略提供了启示。 
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闽中土堡的保护置于全球文化遗产保护视野，通过跨文化比较，提出兼具国

际标准与本土特色的保护策略。特别强调现代数字技术(如三维扫描、VR/AR 等)在提升保护精确度和公

众参与度中的作用。同时，研究提出政府、市场、社区三方协同合作的模式，强调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

作用，为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提供新思路。这种从技术到社会机制的综合性方案，旨在实现文化遗产保

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2. 闽中土堡的保护与活化挑战 

2.1. 闽中土堡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闽中土堡是福建东南部特有的防御性建筑，兴建于明清时期，逐步发展为适应当时的社会、政治和

地理环境的产物。闽中土堡不仅具有军事防御的功能，还在社区管理和宗族凝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3]。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历史上频繁受到外敌入侵、匪患和宗族械斗的威胁，当地居民因此修建了坚固的防

御性建筑，以保护社区的安全和财产。 
结合文化景观理论来看，闽中土堡的起源与发展不仅是地方防御功能的体现，也是区域文化景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居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这种关系塑造了独特的建筑形式和

社区文化。 
闽中土堡的建筑风格独具特色，融汇了闽中的自然环境、地方文化，以及周边的防御性民居特征。

其修建的目的不仅限于防御功能，同时也体现了闽中居民在宗族生活中的权力结构和秩序。与中国其他

地区的防御建筑相比，闽中土堡更加强调宗族、家庭等血缘和地缘社区的共生关系，象征了地方的权力

体系、宗族文化及其特有的地域特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土堡作为宗族和乡村聚落的防御及生活中

心，充分反映了闽中地区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结构。 

2.2. 土堡的建筑特点与功能 

闽中土堡的建筑形式多样，根据地势特点和防御需求进行设计。土堡多选用本地的材料，如毛石、

生土、木材等，具有坚固的结构和多样化的功能。一般来说，土堡配置了堡墙、角楼、瞭望窗和射击孔等

防御设施，内部则按照居住规模合理分布各类房间及相关设施，包括仓廒、厨房和水井等。在具有宗族

性质的土堡中，堡内的中央区域通常会设有祠堂，以供奉祖先，体现了宗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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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保障闽中土堡的保护与活化，需要进行详细的可行性分析。首先是修缮资金的预算，基

于闽中土堡的规模和损毁情况，预估修缮所需的资金总额，确保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其次是技术方案的

具体实施步骤，例如三维激光扫描与三维建模等现代技术的引入，以提高修缮工作的精确性和效率。同

时，也需要对潜在的风险和挑战进行充分的评估，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如定期维护计划以及公众教育

活动，以增强遗产保护的实用性。 
整体建筑布局展示了防御与生活的双重用途。堡墙和防御设施用于防范外来入侵，而堡内的祠堂、

居住空间等则满足了宗族祭祀、聚会及日常生活的需求。正是这种多功能性，使得土堡不仅是一座防御

的堡垒，同时也成为宗族内部生活的核心场所。土堡的建筑形式充分结合了闽中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

展现出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历史特征。 

2.3. 土堡的文化象征与跨文化价值 

闽中土堡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的不仅是建筑和军事防御的价值，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象征

意义。在宗族社会中，土堡代表了家族力量，是家庭团结和凝聚的标志。此外，土堡也象征着宗族对地

方社会与经济的掌控，成为宗族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之一。 
结合跨文化视角，闽中土堡不仅具有建筑和军事防御的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和文化象征意义。

它是宗族和社区生活的核心，代表了家族的力量和地方社会的凝聚力。与欧洲的城堡或日本的武士宅邸

相比，闽中土堡展示了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和价值观，是理解中国宗族社会的重要窗口。 
在跨文化视角下，闽中土堡与其他防御性建筑，如欧洲的城堡、日本的武士宅邸等有着相似的防御

功能和建筑特色，但在文化和社会功能方面却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本土风貌[4]。土堡不仅仅是简单的防御

工事，它反映了中国宗族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儒家文化对于家庭与社会秩序的深远影响。在全球文化遗产

的语境中，闽中土堡为探索中国古代防御性建筑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样本，其保护和活化对于国际防御性

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闽中土堡的跨文化活化与现代利用 

3.1. 保护现状与面临的威胁 

闽中土堡的当前保护状况令人忧虑，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5]。首先，随着时间推移，土堡的建筑材

料逐渐退化，受到自然环境的持续侵蚀。例如，福建地区频发的台风、暴雨以及湿气对土质和木结构的

损害尤其严重。许多土堡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维护，墙体已经出现开裂甚至部分倒塌的现象。此外，伴随

现代化进程的城市扩张和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许多土堡失去了原有的居住和社会功能，逐渐被遗弃。 
结合遗产价值评估理论来看，当前保护工作的不足在于缺乏系统的价值评估与管理，这使得保护措

施无法有效对准最重要的文化价值层面。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可以明确哪些部分最具保存价值，进而

制定更加有效的保护优先级。 
另一方面，人为因素同样对土堡的保护构成了严重威胁。由于缺乏明确的保护政策和法规，一些土

堡被破坏性改建或任意拆除。部分居民为了追求更现代的生活舒适性，对土堡的内部结构进行了不符合

文物保护要求的改造，导致其原有的历史风貌受到破坏。此外，资金不足和缺乏专业修缮技术人员也使

得土堡的保护和修缮工作面临诸多障碍。 
通过结合文化景观理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土堡在社区中的作用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一理论能

够帮助保护工作不仅关注土堡本身，还要关注其周边环境、文化景观及社区关系，从而实现更全面的保

护。 
在全球遗产保护的背景下，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不仅需要物理层面的修复，还需保留其社会功能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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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区的文化认同。然而，对于闽中土堡而言，这一挑战显得尤为严峻。随着农村人口的持续流失，传

统的宗族结构逐渐解体，土堡逐步失去其原有的文化内核，逐渐变为静态的历史遗迹，难以在现代社会

中实现功能性的再融入。 

3.2. 修缮与活化的国际经验借鉴 

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如何在修缮过程中保持遗产的原真性，同时使其具备现代社会功能，是

一个重要的挑战。修缮工作的核心在于如何平衡历史价值与现代需求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庞贝古城的修

复项目为此提供了有益经验，项目遵循最小干预的修缮理念，利用现代技术对建筑结构进行数字化分析，

确保既能保留建筑的原貌，又增强了其防护性能[6]。 
借鉴文化景观理论，庞贝古城的保护不仅注重物质建筑的修缮，还注重其周边环境的整体协调，这

为闽中土堡的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闽中土堡的修缮应同时考虑其与自然景观、社区互动的整体性。 
类似地，日本京都历史街区的保护项目采用了多方合作的方式，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学术机构和

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不仅完成了历史建筑的修缮，也重新振兴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对于闽中土堡的保

护，这一经验同样值得借鉴，通过建立政府、学界和社区的协作机制，保障修缮工作的科学性和持续性。 
国际经验表明，社区的参与不仅是遗产保护的必要条件，也是活化的重要推动力。闽中土堡应通过

建立社区参与平台，激发当地居民对遗产的认同感和保护意愿，推动社区成为遗产保护与活化的核心力

量。 
此外，数字化技术在文化遗产修缮与展示中的应用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例如，法国的卡尔卡松古城

通过数字技术重现了中世纪城堡的原貌，为游客提供了沉浸式体验。闽中土堡也可以借助虚拟现实(VR)
和增强现实(AR)技术进行数字化复原，这不仅可以使其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得以更好地展示，还能吸引

更广泛的公众关注，提升文化遗产的影响力。 

3.3. 社区参与与政策支持的必要性 

社区的深度参与是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的重要动力[7]。国际经验表明，社区对遗产的认同和积

极参与能够显著提高保护工作的效果。例如，意大利五渔村通过以社区为主导的保护模式，不仅提升了

遗产的修缮和管理水平，还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对于闽中土堡来说，

社区力量的深度参与尤为关键，尤其是在土堡周边居民减少、宗族影响力减弱的情况下，如何有效调动

社区的积极性成为关键问题。 
建议建立基于社区的参与平台，通过组织文化活动、志愿者培训和教育项目来增强居民对土堡的认

同感。文化景观理论的应用能够帮助理解社区与土堡之间的关系，使保护工作更具系统性。 
政策支持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中国已经出台了诸多文化遗产保护法

规，但在具体执行方面，尤其是地方政策的落地和长效机制的建立上，仍然存在一定不足。地方政府应

制定更灵活的政策来吸引社会资本，推动土堡的修缮与活化，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缓解资金短缺问题，

从而提升保护的可持续性。 
政府应与社会资本紧密合作，同时引入国际保护经验，制定灵活的激励政策，确保多方利益能够一

致，共同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 
此外，政府应加大对公众教育和宣传的投入，以增强人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通过文化活动、教

育项目和社区工作坊等方式，让居民深刻理解土堡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激发他们的主动保护意识。

同时，政府可以提供税收优惠、补贴等政策激励，鼓励更多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

使保护工作更具广泛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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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闽中土堡保护与活化的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策略 

4.1. 现代科技在遗产保护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现代技术为文化遗产保护和修缮工作开辟了新的路径。闽中土堡的保护可以

借鉴国际先进的数字化保护技术，并结合土堡的具体条件，利用这些现代工具提升修缮工作的效率和精

确度。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航拍以及三维建模等技术，研究人员可以对土堡结构进行全面的数字

化采集，生成高精度的数字模型[8]。这些模型不仅能够用于科学分析土堡的现有状况，还可模拟未来潜

在的损害，为修缮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从而使修缮过程更具科学性和精准性。 
例如，意大利庞贝古城的修复过程中，就利用了三维扫描技术对建筑结构进行详细分析，从而避免

了不必要的破坏性修缮。这项技术不仅能帮助专家发现传统检查手段难以察觉的细微损坏，还能通过 VR
和 AR 技术重现历史场景，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对于闽中土堡来说，数字化技术同样具备广泛的应用前景。通过创建三维模型和实现数字化复原，

不仅能够在修缮前详细掌握建筑的结构细节，还可以通过虚拟展示的方式，将土堡的历史和文化传播给

更广泛的受众。在游客受限的情况下，借助数字平台展示文化遗产，也是进行文化教育和推广的有效途

径。 

4.2. 文化旅游与土堡活化的结合 

文化旅游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的有效途径之一。许多国际成功的文化遗产项目通过与旅游业

相结合，实现了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借助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文化遗产不仅获得了修缮资金的保障，

还提升了其社会知名度，推动了区域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9]。对于闽中土堡来说，其独特的历史背景

和建筑特色，为文化旅游的发展创造了独具优势的条件。 
结合文化景观理论来看，文化旅游的发展应注重保持土堡的整体文化景观和环境的协调，避免过度

商业化对遗产本身的破坏。在开发文化旅游项目的同时，需要严格控制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确保这些

设施不对遗产本体及其周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像西班牙的阿尔罕布拉宫和法国的卡尔卡松古城等成功案例，通过开发沉浸式历史体验、文化展览

以及节庆活动，成功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这些项目不仅有效地传播了遗产的文化价值，也通过旅游

业为当地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闽中土堡同样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将文化遗产与地方特色相结合，通过

组织文化节庆、开发土堡主题的文创产品和设计旅游线路，不仅吸引更多游客，还进一步传播福建的独

特历史和文化。 
然而，文化旅游开发必须注意保持文化遗产的完整性，避免陷入过度商业化的困境。文化遗产不仅

是旅游资源，更是地方历史和文化的象征。因此，在开发旅游项目时，政府和企业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

则，合理控制游客数量，保护遗产的原真性。政府应当制定明确的管理规范，设立游客承载量的限制，

通过技术手段如预约系统和智能化监测手段进行管理，以确保文化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 

4.3. 社区参与与多方合作的创新模式 

文化遗产的活化不仅需要技术与资金的支持，更需要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与参与度。社区居

民既是文化遗产的受益者，也是直接的守护者，他们的参与和认可对于实现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至关重

要。许多国际成功的遗产保护项目都通过社区赋权与参与取得了显著成效，闽中土堡也可以通过引导社

区成为遗产管理的主体，使社区居民在参与保护的过程中获得社会和经济收益，从而增强对土堡保护的

积极性。 
例如，意大利的五渔村采用了社区合作社的形式，居民共同参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维护，不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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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护力度，也改善了社区的经济条件。闽中土堡的保护和活化应结合其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制定

基于社区的保护和管理制度，通过社区基金、志愿者项目以及社区教育等方式，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自

豪感，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到土堡的修缮和管理之中。 
在闽中土堡的保护与活化过程中，多方合作模式同样必不可少。政府、企业、学术界、国际组织与

社区需要协同合作，构建起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政府可以为项目提供政策保障与资金支持，企

业则通过公私合作(PPP)模式进行资金投入，学术界则贡献修缮技术与文化研究成果，而国际文化遗产组

织能够带来先进的保护理念及国际资源[10]。 
这种多方合作的模式能够有效解决保护中遇到的资金短缺、技术不足和社区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在

这种模式下，各方的资源和优势得以充分利用，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工作更加全面和可持续。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总结 

本研究通过探讨闽中土堡的历史背景、建筑特征、文化意义及其保护与活化途径，深入揭示了它作

为区域防御建筑的重要性。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的视野下，研究结果表明，闽中土堡不仅具有深

厚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其保护与活化也具备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本研究通过引入文化景观理论和遗

产价值评估理论，强调了闽中土堡的整体性保护，特别是在文化与景观融合的背景下，提出了一套以社

区参与、技术创新和多方协作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在保护方面，闽中土堡的修缮必须遵循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以保持其原真性和完整性。现代

科技，如三维建模与虚拟现实等，为土堡的修复与展示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扩大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

深度。数字化手段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保护工作的效率和科学性，还为文化传播创造了新的形式，使得闽

中土堡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得以通过多种途径展现。 
在活化方面，文化旅游是将土堡的文化价值融入现代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通过策划文化节庆、

开发文创产品以及设计旅游线路，可以吸引游客参与，进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文化旅游的开发必须

与遗产保护协调进行，确保文化遗产在经济活动中的合理利用，不被过度商业化侵蚀。多方合作及社区

的深度参与也是活化的关键因素，政府、学术界、企业与社区需协同合作，确保土堡保护与活化的可持

续性。 

5.2.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本研究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经验。首先，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应聚焦于物质形态的

修复，更需注重其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的延续。以文化景观理论为指导，通过跨学科的方法理解文化遗

产的整体环境和社会关系，有助于更系统地进行保护。以闽中土堡为例，通过文化教育与社区深度参与，

可以有效增强居民对遗产的认同感，确保其得到长期保护。 
其次，现代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方面提供了崭新思路，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虚拟现实、增

强现实及三维建模等技术的应用，使文化遗产的展示更加生动形象，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度和互动性。现

代科技与文化遗产的结合，不仅增强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效率，还提高了遗产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特别

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推动文化遗产的国际交流提供了新的平台。 
国际经验表明，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涉及技术层面，还依赖社会各方的协同努力。在众多全球遗产保

护案例中，多方协作模式的成功经验可以为闽中土堡的保护提供启示。特别是在资金匮乏的背景下，政

府应引入市场机制并吸引社会资本，通过政策激励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共同推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活化。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02


李刚 等 
 

 

DOI: 10.12677/ass.2025.141002 15 社会科学前沿 
 

5.3. 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为闽中土堡的保护与活化提供了一些建议，仍有诸多方面值得在未来进行深入探讨。首

先，关于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未来的研究可以更系统地探讨如何利用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来进一步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效率与展示效果。例如，可以研究如何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遗产修复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或者借助智能技术实时监测建筑健康状况，以实现

更加精确的保护。 
其次，关于文化旅游的融合路径，仍需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在推动文化旅游的同时，如何有效防止

过度商业化对文化遗产的负面影响，确保其完整性与可持续性，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难题。尤其是在文化

遗产活化与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如何设计旅游项目既能增强游客体验，又能维护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

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关键方向。 
最后，跨学科的研究将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的重要发展路径。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涉及建筑学

和历史学，还与社会学、经济学、环境科学等领域有着密切联系。通过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可以提供更

为综合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结合方面，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将成为

推动遗产保护与活化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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