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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影响，地方居民对于地方传统文化的认同普遍存在认同危机的现象，

文化认同危机严重影响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居民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对于地方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基于记忆场所理论视角，结合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案

例分析，研究表明“保徽”传承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建徽”创造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改徽”

拓展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研究认为通过对地方文化记忆场所的传承、创造与拓展能够有效地唤

起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记忆，强化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从而长效地促进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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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现代化导致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

活模式的不断变化，加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推

进，使得现代化和城市化与地方文化不可避免产生

冲突
[1]
。地方传统文化在地方居民的生产与生活中

的功能受到较大程度的弱化，居民与地方传统文化

的距离显得日趋渐远，从而忽视了地方传统文化的

功能与存在，导致居民对地方文化存在文化认同危

机。而文化认同对个体价值观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并影响个体行为
[2]
。文化认同危机的存在将会影响

到地方居民文化保护的意识与行为，而地方居民又

恰是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基础主体
[3]
。一旦

文化认同危机现象普遍存在必然会动摇地方传统

文化保护与传承所依赖的根基。我国各级各类文化

生态保护区要使其特色鲜明的地方文化得以有效

保护与传承，建构居民地方文化认同是亟待解决的

根本性问题。缺失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来谈地方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会显得如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由此，文化生态保护区如何建构居民地方文化

认同对于保护区内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

要实际价值与意义。 

一、相关研究综述 

当前对于居民地方文化认同建构的研究主要体

现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从地方文化自身视角研究如

何利用地方传统文化资源来建构居民地方文化认

同。诸如李凡研究了佛山祠堂对地方文化认同建构

所扮演的价值性功能，认为祠堂强化了人们对地方

文化认同感
[4]
。也有研究认为地方传统民俗的传承和

发扬能够强化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度
[5]
。同时，陶

琼的研究也认为可以通过广泛宣传民俗文化来提升

居民地方文化认同
[6]
。有研究进一步提出通过对传统

文化生活展演的社会强化来构建中华文化认同
[7]
。孙

九霞等通过对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纸商品化的研究

认为文化资源商品化对纳西族的文化认同有较大的

影响
[8]
。这些研究表明居民地方文化认同建构需要充

分有效地利用地方文化的各种资源，正如曹海峰研

究指出强化民族文化认同需要依赖于传统民族文

化，规避认同危机所产生的文化认同缺失
[9]
。 

二是从地方居民自身因素探讨文化认同的建

构。相关研究主要有单铭磊运用扎根理论方法研究

提出居民的社区情感和文化价值观对居民的文化认

同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10]

。类似的研究也指出居民的

社区依附与社区认同影响了居民的文化认同
[11]

。同

时，有研究认为居民的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也对居

民的文化认同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3]P19

。贺彦凤等

研究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强化需要调整人

们的文化心态和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意识
[12]

。胡培

培的研究也强调了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认知，培养

文化自觉意识是建构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
[2](P243)

。相

关研究进一步表明强化居民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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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促进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
[13]

。以上

研究主要是围绕地方居民的主观层面因素来探索如

何建构居民地方文化认同。 

三是从外部相关机制探索文化认同的建构。有

研究人员通过对丽江地方居民三多节文化认同调查

研究认为政府应大力宣传民俗文化，创造传统文化

学习氛围来提升居民地方文化认同感
[14]

。也有相关

研究从事件与仪式理论角度研究认为事件的刺激作

用对于居民文化认同具有积极影响作用
[15]

。周鸿雁

研究认为应通过加强学校对文化的教育来提升居民

地方文化认同
[16]

。另有研究表明可以充分利用“利

益动力”的机制来建构人们的文化认同
[17]

。该层面

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政府和社会的角色来探讨居民地

方文化认同的建构，强调了政府及社会在建构文化

认同中的功能与作用。 

本研究以记忆场所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国

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黄山市所开展

“保徽、建徽、改徽”运动的个案剖析，从记忆场

所的传承、创造与拓展三个层面探讨居民文化认同

危机情境下如何建构居民地方文化认同，从而长效

促进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二、研究理论基础 

（一）记忆场所理论 

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通过对“记忆”与“场

所”内在关联机制研究发现历史遗存的地方空间对

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建构具有重要实际作用，并首次

提出了“记忆场所”这个概念，系统构建了记忆场

所理论。记忆场所（place of memory）是指传承

群体记忆的地方，是建构群体记忆的场所
[18]

。该理

论提出通过记忆场所来保留群体的集体记忆，建构

群体的文化认同与归属
[19]

。该理论认为记忆场所主

要体现为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三种形式的场所
[20]

，诸如一些生产、生活、宗教仪式性等场所。这

些场所能够帮助人们建构对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

同感与归属感。“记忆场所”提出后，被历史学、

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地理学、建筑学等众多

学科的研究者广泛应用于诸多的研究领域
[21]

。诸

如，陆邵明研究认为通过保护和利用记忆场所，可

以将人们与历史的社会生活关联起来，进而建构文

化认同
[1]（P66）

。人们正是通过记忆场所获取社会身

份，获得情感归属和自我认同
[22]

。董琦琦认为记忆

场所表现形态与文化记忆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
[23]

。

人们对过去记忆与所关联的物体、空间场所及事件

紧密相关
[1](P65）

。可见，文化认同必然与特定的语

境和场所相互关联。记忆场所与文化认同的这种内

在关系，甚至被研究人员认为记忆场所就是一种具

体化了的文化认同
[24]

。 

（二）相关概念 

1.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对特定文化群体和文化场域所

形成的归属感
[1](P64)

，是个体意识深处的文化归属
[25]

。

文化认同体现了人们对于一种文化所达成的共识与

认可
[26]

，并共有文化符号、文化规范和文化理念。

从宏观来看，文化认同是人们对文化精神和核心价

值的认可；从微观来看，文化认同是人们的各种文

化记忆而建构起来的
[27]

，表明的是人们对所属文化

的态度，文化认同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直接认可和

群体的文化记忆。而记忆场所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

载体和媒介，必然会使个体对所属文化的认同产生

显著的影响。 

2.文化记忆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哈布瓦赫关于集体记忆研

究的基础上，认为记忆既有社会基础，还有文化基

础，并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
[28]

。文化记忆是集

体记忆的表现形式，是由某群体共享并向群体成员

传达的一种文化的身份认同
[29]

。这说明文化记忆是

一种体现群体形象并使群体成员对该形象产生认同

的记忆
[30]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需要借助一定的

文化符号来形成，诸如文本、图像、建筑物、遗址、

纪念碑等各类文化符号。可见，记忆场所的保护与

利用对于文化记忆有效形成的作用不可或缺。有研

究者已关注如何保护、活化和创新记忆场所来传承

文化记忆，从而加强居民对地方文化认同感。 

三、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的个案分析 

（一）案例地概况 

黄山市是徽州文化核心发源地，拥有丰富的文

化资源和优美的生态资源，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成

为地方的两大特色产业。目前，黄山市内拥有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3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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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87 项，国家级名录 20

项；截止 2019 年已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 271个

古村落，数量名列全国地级市第二。2018 年入境旅

游人数达 262万人次，国内游客人数达 6223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 572.76 亿元
[31]

。原文化部于 2008 年

批准黄山市、安徽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三地设立国

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对徽州文化生态空

间进行整体性保护，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地促

进了徽州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徽州文化体系健全、

内容丰富、蕴藏厚重、特色鲜明，涉及经济、社会、

教育、医学、工艺、民俗、建筑等诸多领域。其中

徽派建筑堪称徽州文化的名片，是徽州文化集大成

者，全面反映了古徽州人的情感思想、文化理念和

价值观念。徽派建筑的特色和风格集中体现于古民

居、祠堂、牌坊及园林等相关建筑物，尤其是受徽

州传统文化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徽州古民居形成独

具特色的徽派建筑风格，粉墙、黛瓦、马头墙、砖

木石雕等成为古民居的标配。虽然黄山市遗存的古

徽派建筑众多，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承载徽州

文化记忆的古徽派建筑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或消

失，从而导致地方居民失去了徽州文化记忆的依赖，

产生了对徽州文化认同的危机现象。因此，如何保

护、活化和创新承载徽州文化记忆、维系徽州文化

认同的徽派建筑，成为黄山市在建设徽州文化生态

保护区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针对徽派建筑

的传承问题，黄山市提出了“保徽、建徽、改徽”

来传承和弘扬徽派建筑风格，强化徽州文化认同与

归属。 

（二）保徽——传承徽州文化记忆场所 

保徽即黄山市对市域内各类遗存的徽州古建

筑，按照政策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修缮与保护。黄

山市对徽州古建筑的保护原则上以原址保护为主，

辅以必要的迁移集中保护形式。其中宏村、西递、

呈坎和唐模的徽州古建筑就是原址有效保护的典

范，而以潜口民宅、古城岩、湖边古村落则为迁移

集中保护的代表。2009 年黄山市推出并实施“百

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来进一步加强对古村

落和古民居的保护力度，该工程选择市域内 101 个

古村落和 1065 幢古民居进行保护性利用，目前已

融合来自政府、民间、企业等各类资金达 60 亿元，

用于修缮古民居、古祠堂等徽州古建筑。通过该工

程的实施有效地保住了古村落、古民居的“筋、骨、

肉”，传承了徽州文化的“精、气、神”，强化了地

方居民对徽州文化的认同。黄山市在对徽州古建筑

保护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保护经验并形成了完

善的保护体制，并于 2017 年制定了《黄山市徽州

古建筑保护条例》，这说明了黄山市保护古建筑的

制度化与规范化。通过各类保徽的措施，徽州古建

筑得以有效保护，承载徽州文化记忆场所得以传

承，同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形成了良

性的长效保护机制。 

（三）建徽——创造徽州文化记忆场所 

建徽即对于市域内新建的相关建筑物要根据徽

派建筑特征和风格进行建设。2006 年黄山市颁布了

《黄山市徽派建筑风格保护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

提出徽派建筑风格实行分区控制，一类区域建筑风

格一律按照规划要求，实行严格控制区域内各类建

设，诸如世界、国家级文化遗产地、历史文化保护

区、文物保护单位等；二类区域建筑风格按照外观

形式体现徽派建筑风格的要求进行控制，这类区域

主要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外的老城区、城市主要出入

口、景区（点）和主要交通干线两侧 300 米可视范

围的村镇；三类区域建筑风格要适当体现徽派建筑

风格要求进行管理，建筑物外墙色彩以灰白色为主

色调。此类区域为城市新区、各类经济园区及乡镇。

通过科学合理建徽规划，黄山市域内城乡形成了徽

派建筑成群、成片、成线的格局，诸如中国徽州文

化博物馆建筑群及黄山市文创小镇建筑群均为典型

的新建徽派建筑。遗存的徽州古建筑客观上存在一

定程度消失的情况下，黄山市通过建徽有效传承了

徽派建筑文化与风格，为地方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徽

州文化记忆场所，进一步强化了居民徽州文化记忆，

有效建构了居民对徽州文化的认同。 

（四）改徽——拓展徽州文化记忆场所 

改徽即对市域内非徽派建筑风格的建筑，根据

不同分区控制要求，通过整治改造使其展现徽派风

格。黄山市根据“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群众参与、

属地管理”原则，对于处在景区、景点周边建筑，

要严格按照徽派建筑特征要求，修旧如旧，原汁原

味呈现徽派风格；省际或市际交界处重点村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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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建筑的形态、体量、色彩等符合徽派建筑特征，

形成整体徽派风格；其它相关区域内的非徽派建筑，

以整治色彩、改造平屋顶为主来体现徽派风格。黄

山市通过分区控制、分层次要求的办法科学合理地

推进相关区域建筑物的改徽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

效。目前，市域内中心城区主次干道、高速公路及

旅游公路两侧、重点村镇及旅游景点区域、相关村

落基本实现了“改徽”，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徽派

特色的整体风貌。黄山市在保徽、建徽工作的基础

上，再辅以改徽工作，从而有效弥补了保徽与建徽

在徽派建筑的数量上的不足与空间上的局限，广泛

地拓展了徽州文化记忆场所，更能有效地促进地方

居民徽州文化记忆的形成，建构地方居民的徽州文

化认同感。 

四、结语 

受全球化浪潮席卷和现代化进程影响，地方居

民对地方文化认同的危机甚或缺失现象，已然成为

一个不争的事实。地方居民对于地方文化认同的诉

求意愿也愈加强烈，由于人们的过往社会生活、社

会的历史事件往往通过建筑的空间结构的形式加以

呈现和保存
[32]

，一些地方上的文化遗产、传统历史

街区、传统生活方式等成了有效建构地方居民文化

认同的重要资源
[33]

。可见，建筑物是人们形成历史

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是人们产生文化认同感的重

要依赖。文化认同作为人们在特定场所生产和生活

中形成的产物
[34]

，说明文化认同的形成离不开特定

的文化记忆场所。因此，建构地方居民对地方文化

认同需要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文化记忆场所，以促进

居民文化记忆的有效形成，进而对地方文化产生认

同感。本研究通过对黄山市“保徽、建徽、改徽”

案例分析，认为黄山市通过传承、创造和拓展徽州

文化记忆场所，使市域内的古徽派建筑得以有效保

护，徽派建筑风格得以不断传承与创新，徽派建筑

空间得以广泛拓展。“保徽、建徽、改徽”工作的落

实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居民徽州文化记忆形成，对文

化记忆的传承具有重要实际效应，全面建构了地方

居民对徽州文化的认同感。黄山市在传承、创造和

拓展文化记忆场所的做法和经验，对于其它文化生

态保护区建构地方居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具有实际

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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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from perspective of 

place of memory: Case study of Protecting Hui, Constructing Hui and 

Changing Hui in Huangshan city 

WANG Yong-gui
1
, YE Shan

2
, JIANG Hong

1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41, China; 2. Litian Middle School, Jian 34310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local residents have an identity crisis on 

local culture,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s'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of memory, addressing the case study of protecting Hui, constructing Hui and 

changing Hui in Huangshan c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protecting Hui inherits Huizhou cultural place of memory, 

constructing Hui creates Huizhou cultural place of memory, and changing Hui expands Huizhou cultural place of 

memory.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nheritance, creation and expansion of local cultural place of memory can 

effectively arouse residents' memory of local culture, strengthen residents' identific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local culture. 

Key words: Huizhou culture; place of memory; cultural memory; cultural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