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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村古村落是武夷山数千年农耕文化的结晶袁具
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袁 是中国文化的传
承袁是地域民俗的符号遥由于特殊的地理与历史环境袁
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具有地方区域特色的传统建筑文

化以及传统建筑的营建技术袁具有较高的历史尧文化尧
艺术和科学价值遥 反映独特的民风民俗袁传承着文化
的延续袁是不可再生和不可代替的历史文化遗产遥 因
此袁 如何正确处理有关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关
系袁创新古村落管理体制尧机制等问题袁也成了许多旅
游界尧文化人士关注的焦点遥

一 尧城村古汉城遗址与古村落的构成

武夷山市南部的兴田镇境内袁有一个依山傍水的
古村落袁方志中称为野古粤城村冶或野粤城冶尧野崇文里冶袁
现名野城村冶遥汉城傍城村而存袁城村因汉城而名遥如果
追溯它的历史袁从夏朝开始袁就有闽族先民在武夷山
地区定居生活遥西汉初年袁闽北为闽越王辖地袁分布于

我国东南一隅的闽越人就已经在闽北定居袁在城村这
块土地上营建城池宫阙尧王侯宅第袁创建闽越国袁创造
了辉煌一时的闽越文明遥 秦尧汉之后袁中原人口南迁袁
尤其野自五代离乱袁江北士大夫尧豪商巨贾多逃难于
此袁故备五方之俗冶遥他们在这块山川秀丽的土地上繁
衍生息袁再加上历史几次大规模北方战争袁为躲避战
乱逃于此的人们带来异地文明与当地文化交融共同

创造了灿烂的闽北文化遥 纵观闽北文化的发展历程袁
闽越文化遗风尧中原文化传入尧吴楚文化和宗教文化
传播并野沉积冶是其形成的主要源流遥
进入唐代袁 由于受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工具尧技

术的影响袁闽北经济逐步繁荣袁至宋而鼎盛遥城村的传
统建筑布局以及瓦当的装饰纹样袁与同时期的中原建
筑风格非常相似袁充分体现了武夷山远古时代闽越人
民创造的建筑艺术和灿烂的地方文化遥闽越文化中极
具特色的城郭邑里和建筑艺术独树一帜袁聚合了文明
社会的全部要征袁 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小经济区域袁培
植出村落聚居的独特风格袁 是闽越社会先进经济尧生
产力和文化的缩影遥 这些建筑袁历经野年代的磋磨冶尧
野时间的洗礼冶袁烙下历史兴衰尧时代变迁的印记遥
武夷山乃东南奇秀袁 历代文人墨客往来不断袁既

是福建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袁又是中原文化传
入福建的走廊袁 传统文化遗产丰富遥 如院 古汉城遗
址要要要野闽越王城文化冶袁 历史典故要要要野彭祖传说冶袁
神话传说要要要野大王和玉女之传说冶袁和对闽北文化的

城村古村落传统建筑保护与文化产业开发

柯培雄

渊福州大学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袁福建 厦门 361002冤

摘 要院本文从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 以武夷山城村古村落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为主线袁从分析古村落的概念
范畴尧特点和发展概况入手,探讨了古村落作为文化资源的构成尧特征和价值,提出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 通过用科学的
方法对城村的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考察袁研究建筑文化尧民俗文化尧民间艺术尧传统手工技艺的整体概况袁实现古村落
的社会尧资源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遥 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并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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