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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通过景观基因视角进行深入探讨。首先，通过分析村落的物

质与非物质层面，构建了全面理解村落历史演进和文化特性的框架。总结了景观基因理论的核心观点，

即村落被视为包含实体、社会和心灵景观基因的动态整体，强调了村落作为一个活跃文化生态系统的价

值。然后，通过案例分析，展示了景观基因理论在村落保护设计、文化复兴、旅游经济发展中的实际应

用效果。最后，提出了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建议，包括构建景观基因识别体系、动态监管、

个性化利用方案、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注入，以及跨学科协作。本文为传统村落的保护、活化和持续发

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强调了景观基因理论在推动乡村振兴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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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discu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genes. First, by analyzing th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aspects of villages, a framework for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s is constructed. The core view of landscape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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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is summarized, that is, villages are regarded as a dynamic whole containing physical, social 
and spiritual landscape genes, emphasizing the value of villages as an active cultural ecosystem. 
Then, through case analysis, the actu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landscape gene theory in village protec-
tion design,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demonstrated. Finally,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pro-
posed,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ndscape gene identification system, dynamic supervision, 
personalized utilization plan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jection, and interdisci-
plinary collabor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pro-
tection,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landscape gene theory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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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探索中国传统村落的深厚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景观基因视角的引入为研究带来了新的维度。这个

概念不仅描述了村落景观的表面特征，更深入挖掘了景观背后承载的文化和社会动态及其演变轨迹。详

细剖析村落的景观基因，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在传统文化保护、家族记忆和乡土情感维系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旨在识别和解读塑造村落特质与传承的核心要素。这包括村落的物质结

构，如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也涉及非物质层面的社会架构和精神遗产。通过综合考察这些因素，我们

可以全面了解村落的历史演进和文化特性，为保护和传承工作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从景观基因视角切入，可以深入分析传统村落在现代化冲击下的适应机制和变迁历程。面对城市扩

张和工业化浪潮，传统村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如何在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和谐共存的路径，

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景观基因研究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帮助我们精准定位村落中需保留的文

化精髓和可适当调整的领域，从而做出更为审慎的规划决策。 
通过广泛回顾现有文献，我们发现关于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日益完善的理论体

系。这个体系不仅涵盖了物质层面的文化标志，如建筑美学、空间布局和自然环境，还深入探讨了非物

质层面的文化因素，如宗族规则、社群联系和地域归属感。诸多研究表明，村落的景观基因作为历史脉

络与当代发展的桥梁，其内在逻辑和外在特征共同塑造了村落独特的文化标识和集体记忆。 
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构建一套科学且实用的方法论体系，以推动村

落的保护、活化和持续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守护和传承我国丰富的农耕文化遗产，还为全球范围内的乡

村振兴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彰显了跨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意义。 

2. 景观基因理论概述 

2.1. 景观基因的定义与发展历程 

源于生物学基因理论的启发，景观基因这一概念被引入至地理与文化研究领域，特指塑造某一区域

自然与人文特色的基石成分。历经世代累积与传递，这些基石铸就了地域的独特标签与文化个性，有别

于生物体的遗传法则，景观基因着重于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复合继承，范畴广泛，涵括建筑艺术、土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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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范式及社会体制等方面。 
自问世以来，景观基因理论的演进轨迹呈现出从初步构想到渐趋成熟的趋势。起初，学术界聚焦于

辨识与编录各类基因元素，旨在建立详尽的基因库。伴随研究深化，关注焦点逐步转向如何在现代社会

变迁中守护并激活传统风貌。以欧阳红等人对北方古村落皇城村的实证分析为例，清晰描绘了景观基因

理论在保护实践中的具体运用，生动展现了多元基因间的关联网络与层次结构，为理论的实际落地提供

了有力佐证[1]。 
进一步地，探究景观基因与地方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已成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气候变化及土

地利用转型对景观基因的潜在效应正日益成为学者们的关注热点。Toriz 等研究者通过采用景观基因组学

方法，细致剖析了墨西哥米却肯州光叶松面对土地变化时的适应策略，此案例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自然

景观响应人类活动的理解，同时也开创了一种审视传统景致变迁的新途径[2]。 
在实践领域，景观基因理论已然成为传统村落保护设计与文化复兴计划中的重要工具。以豫西地区

为例，孙振磊等学者借助对景观基因的深入剖析与精准辨认，为渑池县赵坡头村的保育举措奠定了坚实

的科学基础。这一案例生动诠释了理论知识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有效指导了村落文化遗产的维护与传

承[3]。 
总之，景观基因理论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传统村落的认识，还为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文化遗产提供了

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2.2. 景观基因理论的核心观点 

景观基因理论作为一种创新的视角，被运用于探究和保护中国古村落，构建了一套深刻的体系，用

以解读和维系村落内在的文化底蕴和外观特色。该理论强调，古村落并非仅是静态的空间实体，而是一

个活跃的文化生态体系，其核心价值在于持续传承和演化文化信息。 
在景观基因理论的指引下，关键概念是将古村落视为一个动态整体，内含一系列相互关联且可传承

的“基因单元”。这些单元覆盖了从实体风貌到社群职能，再到心灵符号的广泛领域，共同塑造了村落

的独特身份。具体而言，实体景观基因，例如村落布局、建筑风格以及与周围自然环境的融合，直观地

展示了对生态环境的智慧利用和巧妙适应。社群景观基因，比如家族体系、人际网络和地域认同感，勾

勒出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合作模式，揭示了居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心灵景观基因，则包括宗教信仰、

民间习俗和历史传承，构成了村落文化的核心，深深植根于村民的集体记忆和价值观念之中。 
通过这一理论，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古村落的复杂性和生命力，以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价

值。它不仅提供了分析工具，还为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指引，旨在确保古村落的文化基因传承，同时促进

其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存。 

3. 景观基因理论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规划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3.1. 理论革新与文化遗产守护：景观基因理论的引入与实践 

景观基因理论的引入为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规划开辟了全新视野。这一理论不仅提供了一种系统

化、科学化的文化遗产辨识与保护方法，更深刻地重塑了古村落的保护路径与实施策略。文献综述与深

度案例分析证实，景观基因理论为古村落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注入了创新动力，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精细化与科学化。 

3.2. 分类界定与文化经纬：景观基因理论的实践应用 

景观基因理论的实际应用极大地丰富了对古村落文化特质的理解与保存。通过将景观基因分为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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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及精神三个层面，学者们得以精准描绘村落的文化经纬与时间脉络。欧阳红等学者的工作通过运用

N 级编码与分类法则，创造性地揭示了各类景观基因间的关联层级[4]，不仅深入剖析了古村落景观基因

的内在运作机制，还为保护行动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支撑，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强大威力。 

3.3. 创新保护与经济活力：景观基因理论的实践启示 

景观基因理论的探索激发了古村落保护措施的革新，促进了传统村落与现代经济的融合。以陈秀与

任欣鹭的案例为例，通过精细剖析地方文化符号并融合景观基因识别技巧[5]，成功将本土文化基因融入

乡间旅宿设计，实现了民宿产业与古村落独特文化的深度结合。这种策略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维系与

弘扬，同时也为区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3.4. 文化旅游与遗产传承：景观基因理论的经济效用 

景观基因理论在推动古村落旅游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刘瑞瑞等学者指出，古村落的景观基因

是构建旅游印象的关键[6]。通过甄别与活用这些基因，可以有效塑造游客的感知体验，促进古村落旅游

业态的持续繁荣。这种以景观基因为核心的旅游开发模式，不仅提升了游客对文化的沉浸感，还有利于

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3.5. 面临挑战与未来方向：景观基因理论的实践难题与对策 

如何在推进旅游业的同时，避免对古村落生态与人文传统的破坏，以及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守成与

革新之间寻找平衡，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难题，我们需要更加谨慎与精细的态度，确保古

村落的文化宝藏得到有效保护，并适度开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景观基因理论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规划中展现出显著成效，深化了对古村落文化标识

的理解，推动了保护策略的创新。然而，面对复杂的现实环境，持续的探索与优化仍必不可少。未来，如

何平衡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应对旅游兴盛带来的挑战，将成为景观基因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核

心议题。通过不断探索与实践，我们期待找到更加贴切的方法，以辅助古村落的维护与进化，实现文化

遗产的持久传承与繁荣发展。 

4. 景观基因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策略 

在景观基因视角下探索中国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我们深刻认识到，传统村落不仅是历史的

见证，更是活态的文化宝库，其保护与传承呼唤创新思路与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基于此，以下策略建

议应运而生： 
一、构建全方位的景观基因识别与分析框架 
针对传统村落的独特性，应采取科技手段与传统智慧相融合的方式，对村落的物质与非物质景观基

因进行深度识别与系统分析。这不仅涵盖建筑风格、空间布局等显性特征，更应深入挖掘社会习俗、节

日庆典、口头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构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景观基因数据库，为后续

的保护与开发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与精准指导。 
二、实施景观基因信息链的智能化动态管理 
在景观基因识别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建立智能化的景观基因信息链，实现

对村落变迁的实时监测与历史轨迹的精准回溯。这一信息链应具备开放性，面向学术研究、政策制定及

公众教育，增强全社会对传统村落价值的认识与尊重，促进信息的透明化与共享。 
三、制定个性化与创新性的活化利用方案 
根据不同村落的文化特色、生态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量身定制保护与利用策略。重点在于激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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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内在活力，如修复古建、复兴手工艺、发展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使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得到创

造性转化与可持续利用。同时，注重文化教育与传播，提升游客与当地居民的文化体验与认同感。 
四、强化社区赋权与社会资本的有效整合 
积极推动社区参与，提升村民在村落保护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能力，培育其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

自豪感。同时，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机制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构建多元投资渠道，吸引企业、非政府

组织及个人投资者参与村落保护项目，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作用，实现村落保护与经济发展的

双赢。 
五、深化跨学科合作与国际交流 
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建筑学、社会学、人类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

的交叉研究与智慧碰撞。建立跨学科研究平台，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经验分享，吸收国际先进理念与

技术，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创新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通过上述策略的实施，我们期望实现中国传统村落的全面复兴，不仅守护了历史的记忆，也激发了

文化的活力，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与生态遗产。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也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践行，展现了中华民族对历史文化的深情厚谊与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 

5. 结论与展望 

从景观基因的角度来看，我们得到了一套理论架构和操作手段，可以更好地理解并保护中国古村落。

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挖掘景观基因的内涵，探讨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中的应用策略，同时加

强跨学科合作，确保科研成果与实地保护行动相结合，实现古村落的永续发展和文化传承。在此过程中，

突出地域特色和激发社区活力将是实现目标的两个重要方面。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范围仍然有明显的边界，这表明需要拓展后续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针对古村落景观基因的研究，虽然在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面临着尺度单一

和方法论局限的挑战。大多数研究倾向于对特定村落或局部区域进行详尽的案例分析，而忽视了跨区域

甚至全国范围的综合比较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论模型的普遍适用性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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