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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城市和城镇转移。在此过程中，传统村庄

人口数量锐减，老龄人口与未成年人口占据了村庄人口的主要部分。即使这样，在农村剩余人口

中，绝大多数未成年人有着强烈的进城意愿。因此，传统村落将面临人口数量逐渐减少，结构老

龄化问题。长此以往，一些地区出现了传统村落的消失。传统村落承载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与优秀

文明，如果任其消亡，可能导致众多非物质文化的丢失与遗弃，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对传统村落承载的历史传统文化应有选择地进行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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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

不断向城市与城镇转移。传统村落中，已经很少能

够看到年轻力壮的中青年劳动力的身影。原本热闹

喧嚣的传统村落逐渐变得寂静。根据中国新闻网一

份调查显示，2000 年至 2010 年间，我国传统村落的

数量从 363 万个减少到 271 万个，并且，传统村落

减少的速度正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而加速。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许多专家与学者的关注，并有学

者对此感到非常惋惜。乡村主体的灭失导致大量的

乡村文化与手工艺术面临后继无人的边缘，这将导

致我们会遗失大量宝贵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技艺。基

于上述背景，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传统村落的消逝

与保护主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本文构建了如下逻

辑：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不断推进城镇化建

设过程中对传统村落应不应该进行保护？其次，如

果需要保护，我们保护什么？再者，如何有效地对

有保护价值的内容进行保护？ 

首先，我们应当遵循历史进步的规律，应肯定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城镇转移的积极影响。传统村

落消失使得我国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被转移出

来，农村劳动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这为我国在农村

地区推行土地集中经营、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先决条

件。土地集中经营可以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

大、中、小型农场式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将逐步取代

当前分散的小规模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模式。农场式

生产经营将更加注重科学化种植，在农产品生产中

会更多地引入科技要素，在防旱抗涝、病虫害治理

及施肥维护等生产维护方面将更加科学化。农场式

经营模式将引入现代公司制管理方法，仿效现代公

司的管理模式，将更有效率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引入

到农业生产中去。另外，现代公司制模式的农场将

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市场地位，增强农业

生产者的市场议价能力。此外，农村劳动力向城镇

转移有利于人口素质更快地得到提升。从发展的情

况分析，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始终是存在的，且差距

较大。优秀的教育资源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转

移，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城市化集中。而这种教育资

源的集中恰好为劳动力的城市化集中提供了更加便

捷高效的教育服务。医疗卫生等领域也是如此。因

此，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符合历史发展规

律的，也是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结构升级

所必需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结构的转型升级，

劳动力就业结构必然随之变化。这种现象并不仅存

在于我国。在西方部分国家工业革命兴起之时，自

然村落的消失也同样存在。早在十五世纪，英国与

荷兰等国掀起的“圈地运动”迫使大量的农村人口

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进入城市，沦为出卖劳动的劳

动力。因此，传统村落的出现与消亡是历史不断前

进、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经过程。当然，早期的“圈

地运动”是一种暴力迁徙劳动力的行为。我国当前

所面临的传统村落消失是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自然发生的，劳动力的迁徙是在自主自愿的前

提下发生的。即便是这样，如果任其发生而不加以

任何的保护或管理，大量的民俗文化与独特的乡情

乡风会逐渐的被我们在不自觉中错过和遗失，这对

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与振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都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础上不断创新才得以实现的。传统优秀文化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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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明进步的基石，不应在发展中被忽视和丢弃。

所以，在传统村落消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对其加

以有效管理与保护。 

在传统村落消逝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保护什

么？理论上，有价值的优秀乡村文化与民俗文化都

是我们的保护对象。实践中，如何区分与鉴别有价

值的文明文化便是实践保护政策的前提。在城镇化

建设不断加快的进程中，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不断向

城镇和城市转移，使得农村青年与中年劳动力人口

数量锐减。由于后继乏人，许多传统的技艺面临失

传的困境。例如宁夏、新疆、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

曾经流传多年的传统医学、宗教音乐、器乐、陶艺、

雕刻、戏曲、礼仪等民族技艺与文化正面临失传的

问题。城镇化进程更多地是改变了农村地区长期以

来形成的社会群体关系，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

对于来自农村地区社会群体传统关系的维护尤为重

要。总结起来，在传统村落走向消逝的过程中，应

该保护的对象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一、优秀的民

族与地方手工艺；二、优秀的民风、民俗、宗教文

化与礼仪；三、传统的社会群体关系。 

一、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 

传统手工艺是民间流传多年形成的特色工艺，

代表着地区或民族独有的生产与生活文明。例如贵

州的贡茶技艺、海南的黎锦、宁夏的剪纸手艺等，

这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地方生产与生活工艺在后继无

人的困境下面临灭绝的边缘。总体上，对于传统手

工艺术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进行保护：一是通过市场

进行推广。对于能够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传统手工

艺，应予以政策鼓励与资本支持，并在传统工艺的

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使其更好地适应未来市场需求

的变化；二是通过组建民间团体进行保护。对于濒

临失传又暂时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手工艺，政

府应鼓励民间组织或团体进行手工艺的继承和保

管，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创新开发新产品，

以适应新的市场变化；三是通过政府文化管理职能

相关部门对地方手工艺进行归类收藏与保管。对于

无人继承而民间团体管理难度较大的传统手工艺，

应由地方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分类收藏、归档

与保管。 

二、对于民族、民俗、宗教文化与礼仪的保护 

在这场劳动力大迁徙中，如何管理与保护大量

的民族、民俗及地方宗教文化是我们当前及以后长

期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随着乡村主体的逐渐消逝，

农村地区历史传承的乡土文化与民俗礼仪正在变得

支离破碎。地方乡村文化的衰落与消逝无疑是对部

分历史文明的抛弃，这会使得我们未来淡忘曾经走

过的轨迹，以至于后来人也不知我们文化的源泉所

在。放弃历史，会使得我们在未来走向迷途。首先，

对乡村文化的保护可通过“政府+市场”的模式进行

保护。这种模式由地方政府牵头，搜集整理地方民

俗、宗教、礼仪等地方文化，将其整理归档。在此

基础上，政府可以引入企业与私人资金筹建地方特

色文化展览馆，由此催动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地方丧葬嫁娶、习俗文化可以通过地方政府文化部

门备案并对后续接班人进行指导管理。 

三、对传统社会群体关系的保护 

迁入城市的劳动力所表现出的生活文化观念与

现代城市文化观念的冲突。由于长期的农村生活，

农村地区转移进入城市的大部分劳动力依旧习惯于

传统的村落生活方式，群体之间在浓密的血缘亲情

关系网中相互依存。现代都市生活的市场观念更加

注重快节奏与高效率，使得农村劳动力在都市的生

活中逐渐迷惘，孤独感日益增强。传统的亲情与乡

情成为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劳动力频频回首的记

忆，成为他们缓解压力、舒缓思乡之情的慰藉。每

逢春节，以亿计的劳动力会不辞辛劳从工作地远赴

千里之遥的家乡，便是他们对家乡的亲人与乡邻温

情期盼与渴望的证据。因此，要妥善安顿劳动力大

迁徙中农村劳动力人群，真正实现城镇化，就需要

处理好进城农村劳动力的亲情维护工作，尽可能地

对他们的传统亲情心理依赖加以呵护。亲情心理疏

导与保护也将促使我国城镇化过程更多地体现“以

人为本”和人性的特点，使得城镇化进程更加科学

化，体现社会进步的文明和谐。如果不能妥善地处

理好进城农村劳动力的亲情关系维护和心理疏导工

作，即便是进入城镇生活与工作，在心理上他们对

城镇的认可度也会大为降低，在情感上沦为城镇的

“伪市民”。 

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是维系族群和家庭稳定的

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

乡村地区家族亲情关系网络的维系。对于这种文化

的保护，可以鼓励民间个体或家族自行保护，例如

家族文化或族谱文化可以通过家族兴建宗族祠堂等

形式加以保存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对进城的农村劳

动力进行社会群体关系的再造，而实现这一点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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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其进行心理疏导，解决他们心理上的孤独感，

使他们能够积极融入并适应城市的新型社会关系群

体中去。 

其次，进入城镇和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面临

着子女入学难、登记落户难及办理城市社保与医疗

保障困难问题等，使得进城劳力处于制度上的“伪

市民”。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表现出较大的群体性、

流动性与随机性，使得所在城市对流动劳动人员的

管理难度较大。目前，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劳动力

会千方百计地将留守在家乡的父母与子女接到工作

所在城市生活与学习。然而，由于城市的公共资源

承载水平有限，致使城市职能管理部门对人口规模

有意识地进行控制，所以不仅留守农村的人口无法

便捷地进入城市，即使身在城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

也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另外，由于城市教育与医

疗资源有限，无法满足更多的服务需求。因此，对

进城工作的劳动力而言，子女入学就成为其勉励的

最具难度的问题，对城市管理者而言也是如此。再

者，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服务的主要对象为城镇原著

居民，流动务工人员往往被忽视，或由于管理的难

度致使其不能被城镇社保制度有效覆盖。综合分析，

由于城市的承载力与较大的流动性带来的管理难度

往往使得进城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沦为体制之外的

“伪市民”。体制上被排斥在城市之外的农村劳动力

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的城市社会群体关系中去。因此，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或途径就是要打破城乡户籍的

限制，保障进城劳动力的合理权益，使其成为城镇

和城市体制上的标准市民。解决这个问题要求我们

也应遵循 “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原则。并大力发展

城市公共事业，使其适应城镇化建设的历史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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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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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urbanization progress, the rural labors gradually transfer to the cities and towns. In the 
process, the popu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has dropped rapidly; elderly population and young population 
occupy the main part of the village population. Even so,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rural surplus population has a 
common strong desire to live in the city or town. Therefore, in the long term,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will still face a 
further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and structure aging problem. If things go on like this, it will be 
inevitable that some areas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will disappear from us. Many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long contained a unique national culture and excellent civilization. If we let any of them disappear without 
any measurement, it may result in the loss of many non-material cultures. Development is not equivalent to 
abandon all the past, human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s always based on the essence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ization, we should inherit 
and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Key words: urbaniz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 family relation care; pseudo citiz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