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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村庄规划建设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乡

村文化遗产作为地方特色和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然而，由

于当前乡村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村内保护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乡村文化遗产面临挖掘不够深入、

文化逐渐消退等一系列挑战。本项目旨在以湖南省湘潭市杏花村为例，通过运用GIS、VR等技术多元数

据协同的应用，结合文化基因理论，构建一个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策略框架，对湘潭县乡村文化遗

产多源数据进行高效分析与整合，探索杏花村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以期为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可持续性

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弥补当前保护方法体系的不足，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的双赢，以达到促进

湘潭县乡村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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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villag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of social concern.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memory, carries rich his-
tor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values. However, due to the current weak awaren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the imperfect protection mechanisms within villages,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face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excavation and gradual cultural decline. This 
project aims to take Xinghua Village in Xiangtan City, 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utilizing GIS, VR 
and other technologies for multi-data coordination, combined with cultural gene theory, to construct 
a strategy framework for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It seeks to efficiently 
analyze and integrate the multi-source data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Xiangtan County, explore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mechanisms of Xinghua Village,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holistic 
and sustainable preservation of rural culture, addressing the deficiencies of current protection meth-
ods, achieving a win-win situ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
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al heritage in Xiangt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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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22 年 10 月 16 日，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

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为三农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湖南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围绕建设农业强省目标，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

实施“六大强农”行动，打造农业优势特色千亿产业，扎实做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工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打

下坚实基础。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旨在利用多元数据协同技术进行科技创新，基于文化基因理论对湘潭县杏花村范围内的乡村

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挖掘，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分析现阶段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构建文化基因图谱，

进行乡村文化遗产现状格局研究分析，同时运用 VR 等技术，创新文化基因传承方式，带动地区技术创

新，并提出乡村文化遗产分类分级保护策略，以期为湘潭县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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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技术路线 

本研究以理论构建为基础、数据驱动为手段、策略制定为目标，构建系统化技术研究路径。具体技

术路线如下图 1。 
 

 
Figure 1. Research technology roadmap 
图 1. 研究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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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体系构建阶段：基于文化空间理论、文化基因理论、乡村振兴战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梳

理各理论的起源与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其内涵及特征，明确理论对湘潭县杏花村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指

导价值，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多源数据采集与分析阶段：运用多尺度数据采集方法，全面获取杏花村的村域物质概况、文化遗产

概况、自然资源与传统村落概况等信息。同时，借助 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处理，结合

VR 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场景的数字化呈现与沉浸式分析，为研究提供多维数据支撑。 
策略框架构建阶段：通过构建文化基因图谱，系统识别杏花村文化遗产的基因要素与传承脉络。基

于现状问题总结，整合多元数据与文化基因理论方法，结合城乡规划理论及地方相关政策，从保护、传

承、活化等维度，构建科学的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策略框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2. 区域概况 

2.1. 区位概况 

白石镇杏花村位于湘潭市湘潭县东南部(如图 2)，其距县城 35 公里，107 国道线从镇南部穿过，交通

较为便利。村内现有村民小组 21 组，人口 3007 人，耕地面积 2400 亩。北部与中路铺镇紧密相连，南部

则与白石村相邻，东部与黄茅村和双新村接壤，同时与莲花村、望江楼村等村落为邻。杏花村的地势呈

现出南高北低的丘陵特点，平均海拔为 66 米。 
 

 
Figure 2. Location map of Xinghua Village 
图 2. 杏花村区位图 

2.2. 历史沿革 

明清时期：属于县上五十八都怀德乡，清代属县九都。1864 年，齐白石先生诞辰于杏子坞。 
民国时期：1935 年，属县第五区花萼乡。1950 年，属湘潭县第十一区新桥乡。 
1961 年：1961 年，设杏花、谭家垅大队，属白石铺人民公社。 
1984 年：改名杏花村，属白石铺乡人民政府。 
2007 年：白石乡撤乡建镇，下辖 26 个行政村。 
2016 年：谭家珑村和杏花村合村。 
2021 年：杏花村被确定为湖南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村。 
如下图 3 是湘潭县杏花村各年代的历史建筑。 

 

 
Figure 3. Historic buildings of Xinghua Village 
图 3. 杏花村历史建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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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自然环境概况 

地形地貌：白石镇境内地貌以丘陵为主，兼有少量丘间溪谷平原。通过使用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进行

高程、坡向、坡度分析(如图 4~6)，可知其地势西高东低，境内最高点为西部莲花寨，海拔 372.6 米。杏

花村地势南高北低，西高东低，地势最高为 141 米，最低为 41 米，高程总体平均值为 91 米。 
 

 
Figure 4. Elevation analysis map 
图 4. 高程分析图 

 

 
Figure 5. Aspect analysis diagram 
图 5. 坡向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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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Slope analysis diagram 
图 6. 坡度分析图 

 

 
Figure 7. Water temperature and climate in Xiangtan City 
图 7. 湘潭市水温气候概况 

 
水文气候：杏花村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冬温夏热，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气候特征。

湘潭市全年平均温度为 16.7℃~17.4℃ (如图 7)。降水量较充沛，但季节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春夏季

降雨量充沛，但蒸发量大，可能导致灌溉不足，秋冬少雨。全年降水量为 1200~1500 毫米(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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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杏花村文化基因图谱构建 

3.1. 文化基因理论内涵 

文化基因理论基于达尔文进化理论提出，用于解释文化传承及演变规律[1]。文化基因以人为空间载

体，通过模仿、变异、选择在记忆中传递信息，受多种因素影响产生差异传承。其传递过程包括同化、记

忆、表达感知和传输结果四个阶段，涉及从信息识别到不同载体间传输的全过程，新媒体和网络为传输

提供了新途径。 
该理论在建筑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领域有良好应用前景，但在农业文化遗产方面研究较少[2]。

农村种植产业地区是农村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本研究聚焦文化基因的“显性物质载体”与“隐性精神

内核”双重属性，通过“基因提取–基因识别–谱系构建–传承路径”框架，解析杏花村文化遗产的深

层结构与演化规律[3]。 

3.2. 文化基因提取 

3.2.1. 物质文化遗产 
齐白石故居： 
齐白石，字渭青，号兰亭，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代表作有《蛙声十里出山泉》《墨

虾》等。年少时始于对绘画、书法、雕刻的强烈兴趣；十六岁习木工；二十岁画工笔、习诗文；直至三十

六岁离开故里(如图 8~10)。 
 

 
Figure 8. Qi Baishi’s former residence 
图 8. 齐白石故居 

 

 
Figure 9. Xingdou Pond 
图 9. 星斗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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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Qi Baishi’s home 
图 10. 齐白石家中 
 

齐白石故居(如图 8)位于白石镇杏花村星斗塘(如图 9)，是其早年间学习、作画、题诗的场所，幼年时

常在塘边钓虾，奠定了此后研习虾、临摹虾的基础。始建于清代，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2006
年被划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为故居本体墙基四至 3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

延伸 50 米。 
天妃宫：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天妃宫，又称“娘娘庙”(如图 11)。1924 年齐白石等人领头捐资修建；

2002 年，湘潭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天妃宫始建于清代，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为墙基起至

1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边界向外延伸 20 米处。 
 

 
Figure 11.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ianfei Palace 
图 11. 天妃宫现状 

3.2.2. 非物质文化遗产 
舞龙：源于明清时期湘潭地区的“火龙舞”祭祀传统(如图 12)，最初用于祈雨抗旱，后演变为节庆

民俗[4]。杏花村舞龙队现存 3 支，平均年龄 52 岁，最年轻传承人仅 2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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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传统舞龙技艺面临“年轻人外出务工导致传承人断层”“现代娱乐方式冲击传统仪式感”等

挑战，仅重大节庆保留完整表演流程。日常性传承不足，仅在节庆集中呈现，年轻人因外出务工缺乏参

与意愿，传统技艺面临“人亡技绝”风险。 
剪纸：村内剪纸艺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胡秀英是白石镇著名的剪纸艺术家(如图 12)，其剪纸艺术

《刘海砍樵》成功申报为湘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市级非遗传承人，累计培养学徒 37 人，但仅 6 人

持续从事剪纸创作。 
不足：全村仅少数妇女掌握传统技法，节日期间偶有剪纸、贴窗花等习俗，日常传承以家庭或师徒

模式为主，未形成规模化教学。 
木雕、书法、写生：齐白石故居周围建有齐白石木雕艺术馆，常举办齐白石文化旅游节、齐白石木

雕真迹展、齐白石木雕艺术展、艺术家写生等活动，齐白石大师作品与事迹耳濡目染，村中村民多对木

雕、书法、写生(如图 12)具有浓厚兴趣，传承白石文化。 
不足：齐白石文化品牌带动了木雕艺术展、写生等文化活动，部分村民参与旅游服务，但非遗项目

尚未深度融入旅游产品，市场化转化停留在初级阶段，缺乏具有地域标识性的非遗商品或体验项目。 
 

 
Figure 12.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Xinghua Village 
图 12. 杏花村非物质文化遗产 

3.3. 文化基因识别 

一、自然环境特征 
杏花村位于湘潭市湘潭县东南部，其地形地貌以丘陵为主，兼有少量丘间溪谷平原，地势南高北低、

西高东低，为杏花村的建筑布局提供了独特的空间基础。同时杏花村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

明，降水充沛，深刻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 
二、建筑风貌特征 
(一) 建筑型制 
齐白石故居其建筑布局严谨，以厅堂为中心，形成明显的中轴线，厢房对称分布于两侧，天井则为

建筑内部提供了良好的采光和通风条件。此类建筑整体规模较大，遵循“前堂后室、中轴对称、多进空

间、左右两厢”的基本格局。 
(二) 空间要素 
杏花村的建筑空间要素丰富多样，包括祭祀空间、居住空间、辅助空间和交通空间。祭祀空间如齐

白石故居中的堂屋，是家族成员进行祭祀活动和集会的重要场所；居住空间则以厢房和排屋为主；辅助

空间包括储藏室、厨房、作坊等，满足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交通空间以天井、檐廊和楼梯为主，方便

居民在建筑内的通行。 
(三) 建筑结构 
杏花村的建筑结构体系以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为主，既保证了建筑的稳固性，又具有良好的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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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建筑的主体空间采用抬梁式结构，运用较大的柱子和石制柱础以满足稳定性需求；辅助空间和隔

层则多采用穿斗式结构，节省材料同时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 
(四) 建筑材料 
杏花村的建筑多就地取材，以砖石和木材为主。青灰色的片瓦、青砖和土坯砖构成建筑的主要外观，

而梁柱则多采用附近山林中的原木。这种建筑材料的选择不仅降低了建筑成本，还使建筑与当地的自然

环境相得益彰。 
三、人文环境特征 
(一) 文化信仰 
杏花村村民在建造房屋时，往往遵循背山面水、负阴抱阳的原则，以寻求心理上的安宁和生活的福

祉，而建筑布局中遵循“尊者居中”理念，建筑装饰蕴含着儒家思想。 
(二) 宗族观念 
杏花村的居住形式多为聚族而居，祠宅合一。家族内部各个家庭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并设有祠堂，

各空间以祠堂为中心对称布局。这种宗族观念不仅加强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还体现了家庭伦理和社会

文化对建筑的重要影响。 
(三) 民俗特色 
杏花村拥有舞龙、剪纸、木雕、书法、写生等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这些民俗活动丰富了村民的精

神生活，传承了地方文化。例如，舞龙作为湘潭非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杏花村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和发展。 
(四) 风俗习惯 
杏花村的风俗习惯独具特色，重视传统节日、庙会活动丰富；同时饮食清淡健康，特色小吃丰富，

茶文化浓厚等。充实人们生活的同时有利于地方传统文化的传承。 

3.4. 文化基因图谱构建 

 
Figure 13. Cultural gene map of Xinghua Village 
图 13. 杏花村文化基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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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整理的杏花村文化基因图谱构建的内容，将杏花村的文化基因分为两大类：物质文化基因和非

物质文化基因；其次，通过识别杏花村文化基因的构成，即自然环境特征、建筑风貌特征、人文环境特

征，提取出相对应的文化基因遗传信息；最后，采用基因结构分层编制的二维图，构建出杏花村文化基

因图谱(如图 13)。 

4. 杏花村文化基因传承路径探究 

4.1. 保育主体基因：构建精准化评估与分级保护体系 

(1) 评估维度 
追溯杏花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以及在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活动中的关联，考量杏花

村历史文化在凝聚社区认同、维系社会关系、传承文化传统等方面对当地居民的精神滋养和社会稳定作

用，构建保护开发评估体系(如图 14)。 
 

 
Figure 14. Dual system of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图 14. 保护开发评估双体系 

 

(2) 三维度评估体系落地 
空间形态评估：运用 GIS 技术绘制《杏花村建筑风貌空间分布图》，标注传统建筑密度、街巷走向

等要素，每季度更新建筑破损动态数据，建立“建筑健康档案”[5]。 
技艺濒危度评估：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指数表》，从传承人数量、技艺复杂度、市场需求三方

面量化评估，如若传承人少于一定数量，市场需求低，定为“濒危级”。 
环境依存度评估：通过遥感影像分析自然环境与文化遗产的空间关联，划定核心保护区(距齐白石故

居 50 米内)、缓冲区(50~200 米) [6]，禁止缓冲区新建高层建筑。 
(3) 分级保护行动方案 
1) 物质文化遗产： 
对齐白石故居引入 3D 激光扫描技术完成数字化存档，每年投入专项维护资金，禁止任何商业改造。 
对天妃宫在 2026 年前完成建筑结构安全性检测，由县文旅局牵头修复破损构件，设置二维码导览系

统。 
2) 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于濒危项目进行招募青年传承招募人，实施“非遗导师制”，给予学徒每月一定补助，同时组织

年度 “民俗文化节”，设立非遗创编比赛，获奖团队给予一定数额奖励[7]。 

4.2. 统筹联动基因：建立跨村落文化协同发展机制 

以白石历史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前提，整合本村与周边村落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名人文化等。

绘制区域文化基因图谱，梳理各村落文化元素的异同与关联。 
拓展整区旅游产品深度，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推出民俗文化体验游，让游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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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村落参与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通过区域联动，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势互补，形成整体保护合力，提

升区域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 

4.3. 修复载体基因：实施“村民文化主体性”提升工程 

构建村民培训体系框架(如图 15)，通过培训、教育等方式，提升村民对本地历史文化价值的认知，

使其认识到自身生活方式、传统技艺等是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的同时，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实现永续传承，使文化

基因在代际间稳定传递并不断丰富发展。 
 

 
Figure 1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raining system of villagers 
图 15. 村民培训体系示意图 

4.4. 创新活化基因：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 

数字化保护：联合湖南科技大学开展“文化基因数字化工程”，完成齐白石故居 VR 全景建模，上

线“云游杏花村”小程序，支持虚拟导览与木雕技艺互动体验。建立《杏花村文化基因数据库》[8]，收

录建筑构件高清图、非遗技艺视频，创新保护机制(如图 16)。 
 

 
Figure 16. Innovation and developm 
图 16. 创新保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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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研发：联合省建筑材料研究院，2025 年开展“传统青砖改良实验”，研发兼具抗震性能与历

史风貌的复合材料，应用于天妃宫修缮工程[9]。 
考核与监管：建立《保护成效评估指标》，每年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估(如图 17)；对破坏文化遗产的企

业，除依法处罚外，纳入湘潭市信用黑名单；对保护成效、环境影响、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评估(如图 18)，
确保历史文化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Figure 17. Establish an assessment mechanism 
图 17. 建立考核机制 

 

 
Figure 18. Improving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图 18. 完善监管机制 

5. 结论 

杏花村文化基因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涵盖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基因是地

域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源泉。 
杏花村文化基因的保护与传承面临挑战，如村民文化保护意识薄弱、保护机制不完善、文化逐渐消

退等。运用多元数据协同技术可以有效挖掘、传承和保护乡村文化遗产，构建文化基因图谱，为乡村文

化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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