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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传统村落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目前传统村落历史风貌遭到破坏，

文化丢失等问题日益突出，保护和传承村落的文化遗产至关重要。本文以山西街村为例，以文化传承为

视角，探讨如何在保护传统村落的同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大汶口镇山西街村的文化特色以及现

状进行分析，提出一系列可行的保护与发展策略，以期为鲁中地区传统村落的保护提供参考，加强对于

传统村落的利用与发展。 
 
关键词 

传统村落，保护，文化传承 

 
 

Research 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entral 
Shand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Taking Shanxi Street Village, Dawenkou Town, Daiyue District,  
Tai’an City as an Example 

Bo Zhang1, Xiaoqian Zhang2 
1School of Art Design, Shandong Youth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Shandong 
2School of Art,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esign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292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292
https://www.hanspub.org/


张博，张小千 
 

 

DOI: 10.12677/design.2024.93292 102 设计 
 

Received: Mar. 19th, 2024; accepted: May 31st, 2024; published: Jun. 7th, 2024 
 

 
 

Abstract 
As a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handong province carry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t present, problems such as the destruction of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radi-
tional villages and the loss of cultur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tect and inheri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villages. Taking Shanxi Street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prote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realize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Shanxi Street Village in Dawenkou Town, a series of feasibl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
ditional villages in central Shandong and strengthen th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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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东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价值 

1.1. 山东传统村落的分类及特征 

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传统村落的形成历史悠久、地域特色鲜明且文化底蕴深厚[1]。山

东传统村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其发展与山东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密不可

分。在古代，山东是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汇地，各种文化因素在这里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山东传统

村落文化。 
山东传统村落能够反映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房屋因势而建，就地取材，具有典型的地

方特色，根据总体特点来看可分为三大类，鲁中地区、鲁西北地区、鲁东南地区。鲁中地区大多处于山

地，房屋建造多选择石材，整体村落风貌多依山而居。鲁西北地区位于平原地带，利用其丰富的黄土资

源，加以麦秸，形成保温耐热的房屋特色。鲁东南地区以沿海地区的特色最为突出，沿海地区资源丰富，

海草房是沿海地区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山东省代表性的特色民居。鲁东南地区还受到历史文化的影响，

有些地方出现了中西融合的村落特征。 

1.2. 鲁中地区传统村落的文化特色 

鲁中地区包括济南、淄博、泰安等城市，截至目前，全省共有 168 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鲁中地区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有 57 个(图 1)，其中济南 24 个、淄博 28 个、泰安 5 个，由此可见鲁

中地区的传统村落数量众多，资源丰富。 
由于鲁中地区山脉连绵起伏，同时气温低降水较多，当地村民依托于丰富的山林资源，更大限度的

就地取材，以石材作为房屋的主要材料。石头房是由天然石材建造，具有坚固耐用等特点，能够经受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329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博，张小千 
 

 

DOI: 10.12677/design.2024.93292 103 设计 
 

自然灾害和时间的考验，同时石头房可以与周围的环境相融合，独具特色。并且鲁中地区是山东省的政

治、经济、历史、文化中心，其文化底蕴浓厚，值得挖掘其内涵发展传承。民居的院落布局也深受其文

化的影响，是以合院式布局为主，院落结构强调对称，尊卑分明。 
 

 
Figure 1. Lis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entral Shandong 
图 1. 鲁中地区传统村落名单① 

2. 山西街村的文化价值与现状 

2.1. 山西街村文化特色与价值 

山西街村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大汶口文化也起源于此，也是山东龙山文化的源头。

山西街村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第一批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古村落。 
山西街村的院落结构为北方典型的合院式建筑，大多是四合院、三合院的形式，房屋大体为中轴对

称，主次分明。建筑空间规整，院落风格古朴，极具地方特色，其院落形式显示出了齐鲁文化中的礼制

秩序。建筑材料选用当地的石材，用生土和石灰涂抹，因此土、木、石成为主要的建筑材料。房梁采用

抬梁式结构，屋顶多为硬山顶。 
山西街村内以明清时建筑群传统街巷为骨架，以明清时期传统民居为主体，成为明清时期人文景观

的缩影。山西街村建筑群保存有明初建筑的环镇城墙，蜿蜒巍峨雄伟壮观，村南保留有一段城墙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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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保存有沿河胡同、潘家胡同、山西街、太平街、车马古道等珍贵历史文化遗迹。此外以山西会馆、

火神庙等特色建筑穿插其中，充分展现出此村落的文化底蕴。 
村落中的明石桥是明隆庆年间修建的“江北第一古石桥”，是整个大汶河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石

桥。桥面由大长石条铺成，条石用扁铁连接固定，非常牢固。在历史长河中曾一度起到了连接南来北往

商贾交通枢纽的作用，带动着山西街村往日的繁荣。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枢纽作用逐渐消失，但现在依

旧是连接南北的重要桥梁。山西会馆始建于康熙年间，坐落于明石桥桥头的北端，是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山西会馆整体坐西朝东，分南北两院，北为关帝庙，是山西会馆的主体建筑，气势磅礴。关帝大殿东西

两侧建有两座配殿，东为财神殿，西为火神殿，使用青瓦覆盖。南为戏楼院，多为唱戏娱乐之地。山西

会馆殿角脊上的祥兽，精雕细镂的砖雕显示出整个建筑的雄伟华丽。山西街村不仅完好保留了传统历

史格局和原有建筑风貌，古建筑群集中，古街道的历史印记浓厚，山西街村很好地见证了数百年前的

商业繁荣和村居特色[2]。村里的道路多为石板铺就，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保留了古老式建筑风格，几

百年的老建筑随处可见。古楼的建筑风格独特，建筑形式朴实稳重，部分建筑细部有精美的砖雕，透

出华丽之感。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放河灯是村内特有的民俗文化项目和重要民俗节庆活动，也是泰安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河灯造型不同，颜色各异，都寄托着村民们无限的思念和祝福。大汶口镇作为大汶口文化的发源

地，陶器的制作地位也同样重要，展示古陶器的制作，重现大汶口文化的风采也尤为重要。这里的花边

传统手工技艺由鲁绣衍生而来，距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国传统织绣工艺品的典型代表，在国

际上素有“抽纱瑰宝”的称号。 

2.2. 山西街村的现状与困境 

山西街村历史文化悠久，内涵丰富，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许多传统村落逐渐变得荒废，

数量大大减少，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也遭到破坏。村落改造强调改旧换新、拆旧建新，因此传统的村落正

在逐渐消失，同时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毁坏。大多年轻人选择在城镇居住或外出打工，导致

村落原有生活氛围发生改变，大多数老人、儿童和妇女留守在古村内，导致许多传统手艺失传，节日庆

典也不再如以前那样盛大[3]。许多村民不再愿意从事农耕，土地荒芜，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城乡差距带来的文化流失给村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村落中蕴含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历史、

科学和经济价值。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当地政府在规划

和开发过程中常常盲目行事，导致各传统村落之间缺乏差异性，缺乏独特的地方特色。人才流失，村庄

空心化。 

3. 文化传承视角下的山东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策略 

基于山西街村自身的资源，从文化、经济、生态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而提出适合山西街村以及山东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策略。 

3.1. 保护原则 

3.1.1. 持续性原则 
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因此在对传

统村落进行保护发展时，应根据村落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自然景观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尊重传统村

落的自然景观，尽最大可能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保留原始环境，还原历史景观；在对民居等建筑修筑时，

就地取材，采用当地本土的建筑材料，与当地环境相统一，不改变原有建筑形式与样式，保留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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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真性，建筑与环境相统一，实现可持续发展。 

3.1.2. 整体性原则 
在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时，不仅要对村落历史古迹、历史风貌、村落环境等方面进行保护，更要对

传统村落的风土人情进行整体性的保护。历史古迹等方面是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现实产物，是对历

史文化最直观的认识，而本土的风土人情则需要由内而外的去感受才能体会到的文化。是对传统村落

更为深入的认识。因此在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时要注重整体性原则，让传统村落在现实与精神层面都

达到统一。 

3.1.3. 发展性原则 
传统村落的保护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以国家政策为背景，遵守当地的保护政策，贯彻落实乡村振

兴的相关内容，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匹配，实现其村落的长效发展。在对村落保护时要合理利用文化遗产，

有效保护原有资源，实现科学发展，提升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同时使传统村落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

展潮流。 

3.1.4. 参与性原则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村民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在保护村落时加强与村民的联系，让保护村落成为村民

的责任与义务，与村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时，鼓励村民参与村落保护与发展，

提高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村民的参与感，让保护传统村落的工作有序进行与发展。 

3.2. 保护策略 

3.2.1. 深度挖掘文化价值 
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具有多重价值。从历史角度来看，传统村落承载着丰富的乡土社

会传承发展的历史信息，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改变了原有村落的环境

以及日常生活，许多有价值的文化也逐渐被遗忘。因此需要深度挖掘传统村落本身的文化价值，挖掘不

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价值，体现出传统村落某种文化的唯一性，与其他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村落的民居

建筑、装饰形式、风土人情等，对山东传统村落建筑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3.2.2. 结合文化创造价值 
传统村落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旅游开发方面，通过发展旅游业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

价值。传统村落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高超的建筑技艺和丰富的民俗活动以及自然景观吸引

着众多游客，成为重要的乡村旅游资源，具有巨大的旅游开发潜力。利用村落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

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打造特殊的文旅产业，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文旅融合背景

下开发传统村落文化文创产品，以需求为导向，以技术为动力，吸引各类组织参与。同时可以通过修复

和保护自然环境，打造优美的景观，为游客提供宜人的旅游环境，从而使传统村落的价值进一步提升。

通过发展旅游业，增加文化创意产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减少农村劳动

力的外流。 

3.2.3. 结合技术展示文化 
传统村落可以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为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也为村落提供专业的

指导和支持，推动村落的可持续发展[4]。另外，可以采用最新的数字化技术，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技术手段，重现传统村落往日的繁荣辉煌。这样的技术可以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村落的历史和文化，

增强游客的沉浸式体验。同时，结合现代科技手段，例如利用在线平台和应用程序，提供文化遗产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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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展示和资源，提高文化传承的效率和质量。 

3.2.4. 宣传价值体验文化 
对于传统村落可以开展文化活动和展览，展示村落的传统工艺、民俗习惯等，首先让村民充分了解

认识，才能积极自觉的宣传本村落，宣传传统村落的特色，让传统村落文化根植于村民内心。现在短视

频流行的时代，就需要有自媒体来对传统村落进行宣传，更需要有创意的宣传，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了

解传统村落以及当地的文化。传统民俗技艺等特色文化会引起游客的浓厚兴趣，增加文化与游客之间的

互动，让游客能亲自动手体验感受各种文化，才能更好得让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播发展。根植于传统村落

的个性特色，避免同质化，还要关注当下游客的需求，紧跟时代步伐，不仅要满足当下的需要，还要注

重未来发展的趋势，创造新的价值，从而达到文化价值传播的要求。传统村落文旅产业的体验性塑造对

于提升旅游吸引力、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推动传统

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保护和传承传统建筑风貌和乡土文化[5]。 

4. 结论 

保护和发展山东传统村落，传承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因此应

该制定合理的规划和政策，平衡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旅游发

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传统村落应该结合自身特色，探索符合本村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增

加传统村落的活力，实现传统村落的发展。总之，山东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涉及文

化传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多个方面。通过制定合理的规划和政策，加强文化传承的教育和培训，

加强合作与参与，我们可以实现山东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目标，为此后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注  释 

①图 1 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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