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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sig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renovation of Xinsi Road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evitalizing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e basis of year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accumulation, the research team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scientific combing and accurate 
analysis in the vast areas along the new Silk Road. In the specific research process of project design 
practic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landscape remediation design was summariz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Xinjiang. To achieve the important value of long-term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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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新丝路传统村落景观整治设计是落实党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实施精准

扶贫的有效途径。在多年理论与实践研究积累的基础上，课题组通过在新丝路沿线广大地区

进行深度调研、科学梳理、准确分析，在项目设计实践等具体研究过程中，总结出传统村落

景观整治设计对于建设美丽新疆，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价值。   

1．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
作的总抓手。新疆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

根本性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对确保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具有特殊重要性。

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新疆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和谐稳定，就没有新疆的和谐稳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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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概念界定  

2.1  新丝路 

“新丝路”概念，源自于新丝路战略。经济学家刘斌夫《中国城市走向》（中国经济出版

社 2007 年版）一书，首次提出作为中国大区域经济新体系之构成的“新丝路体系”。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首次在 为宏观的层面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用新模式建设“新丝路”的战略构想，意味着“新丝路”从学术观点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新丝

路”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新疆有着千丝万缕的重要关系，因为新疆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其很

快上升为国家战略，进而成为国际合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将

新丝路理解为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核心区域（新疆），同时作为对“丝绸之路新疆段”的一种

概括。 

2.2  景观整治 

    景观整治与景观设计有所区别，不是大拆大建，而是一种地低成本、微介入、继传统、

致广大的保护修缮性设计行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方政府很愿意

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这种造村运动与造城运动具有极强的相似性。虽然我国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漫长的封建王朝更迭和战争，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

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实干精神，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才有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在面

对复兴盛世时，大家都需要思辨，不能一味地认为外来设计观念就可以直接套用。很长一段

时期，与人居环境建设相关的各届，普遍认为我们低人一等，就应该崇洋媚外，认为规划、

设计就应该是全新的产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众多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国际化，老祖宗

留下的东西在城市随之消失殆尽。城乡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深感受到了很多东西的缺失，不

能重新找回，只能成为回忆。值得庆幸的是，学界“清流”呼吁的“保护传统，继承创新”得到

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也空前重视起来。 

3．传统村落发展现状调研 

新疆地域面积约占国土的六分之一。地处亚洲中部干旱区，“三山夹两盆”的地理格局，

因远离海洋，深居内陆，四周有高山阻隔，海洋气流不易到达，形成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新疆气温温差较大，日照时间充足，降水量少，气候干燥。各地降水量相差很大，南疆的气

温高于北疆，北疆的降水量高于南疆。3 由于新疆大部分地区春夏和秋冬之交日温差极大，故

历来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说。 

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对新丝路沿线广大传统村落人居文化的真实写照。既有人间

仙境般的布尔津禾木村，又有“土生土长”的吐鲁番生土民居，更有亦城亦乡的喀什高台民居，

甚至还有沿天山廊道分布的众多绿洲民居和哈萨克游牧民居等等。这些富有“诗意”的栖居是

人们所追求与向往的，因地缘和地理等诸多原因，其发展状态却落后于内地。不可否认，任

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新丝路沿线的广大传统村落对历史文化的保留相对完好，对于传承优

秀文化和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受条件限制，很多民居建筑年久失修，抗震效果差，不适宜居住，村落风貌比较杂乱。

新世纪以来，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兄弟省市对口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大力发展富民（抗

震）安居工程，乡村人居环境得到大力改善，基层治理效果显著，长治久安的祥和景象明显。

通过近几年的调研发现，部分村落的富民安居房在原有院落场地进行修建，与老房屋共存于

院落中，新旧对比明显，协调性弱。由于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房屋就是家业，老房屋就

是祖业。有的老房子年代久远，老百姓认为是祖上留给的家产，舍不得拆除。在很大程度上

又觉得新房比老房子住着安全、方便、舒服，出于对祖上“尊重”的情愫，长时间的不居住和

修葺，导致破损、垮塌情况十分严重，院落场地关系和村落风貌急需整治。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69

555



4．概念界定  

4.1  明确整治目标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开始逐渐由过去单一层面向多维视角转变，从单一学

科逐渐发展到多学科综合分析，这种转变是学术界研究该问题的总体态势。本研究从长治久

安视域考察新丝路沿线传统村落景观整治，在前人已有研究基础上，准确把握课题研究动态，

通过对新丝路传统村落的田野调查，深入剖析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在劳作模式、生活方式、

精神需求等方面的变迁。以新丝路沿线传统村落实际发展诉求为落脚点，以乡村景观发展问

题为导向，以村民自建为主体，村民全程参与为要求，推行“微介入，低成本，高质量”方法，

充分尊重自然、人文环境及乡村发展脉络及特征，梳理资源禀赋，针对长治久安与科学发展

问题，推动新丝路沿线传统村落走有序、渐进、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建构符合新丝路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的传统村落景观整治设计出标本兼治的新模式。 

 
图 1 问卷星调研问卷分析 1 

 
图 2 问卷星调研问卷分析 2 

4.2  建立有效研究措施 

首先，进行铺垫性研究。主要从项目背景、基本概念、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田野调查

等入手。其次，对现状调查进行分析与梳理。通过各个角度考察新丝路沿线传统村落景观发

展现状，人民群众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迁对其的影响。主要通过田野调查资料来呈现传统

村落所处的环境、民居营建材料、建筑形态、装饰艺术特色、营造技艺、民俗文化等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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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运用相关学科理论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分类、梳理、整合。再次，建构标本兼治的理论

模式。主要目的在于充分了解新丝路沿线传统村落景观整治设计对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价值，

进而上升到对长治久安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需要以多个新丝路沿线传统村

落为“点”，勾连成“面”来考察更广泛的区域，并对重点内容进行分析、梳理，建构村落景观

整治设计研究模型，从而在更为全面而深入的实践个案研究基础上形成科学理论。 后，开

展实践应用研究。通过对和田地区墨玉县阿克萨拉依乡进行田野调查，分析新时期传统村落

景观整治设计对人民群众精神需求和文化认同的影响，提出对策，进行设计实践研究。 

4.3  突破重点与难点  

传统村落景观整治不仅仅是建筑和设施的改造，也是乡村空间关系的适应更新，是乡土

文化的激活再生。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基本需求，民居与村落，村落风水，民俗文化等

方面分析社会人文背景对传统村落的影响；从景观布局，村落肌理，民居形态，景观材质等

方面对村落景观发展现状分析与梳理；从深挖宅形文化，梳理营造技艺，深谙建造材料，弘

扬场所精神，坚持整治原则，制定整治策略等方面思辨，进而建构新丝路传统村落景观整治

设计理论模型。重点对需求与空间，空间与行为，行为与心理，心理与体验，体验与精神等

与场所精神相关要素进行辨别、分析、梳理，形成科学的理论，更好地指导整治设计行为。 

影响长治久安的因素众多，乡村治理是重要因素。乡村振兴战略是乡村的振兴，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和种子的守护，是强本固基聚合力的重要支撑。村落景观整治设计作为

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需要站在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高度，将应用性学科与民族历史、

文化、宗教、政治等学科交叉综合，其“度”难以把握。 

  
    图 3 伊犁那拉提草原阿拉善鸟瞰景观             图 4 和田地区墨玉县奎雅乡布达村入口景观 

5．概念界定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传统村落景观具有历史底蕴，又与现代生活

方式相适应，是传统村落社会现代化的表现形式。传统村落景观要面临自然地理环境变化，

人类社会同样面临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需要不断的调整、适应，更好的建设美丽乡村人居环

境，将人类能动性赋予更多地价值与意义。 

5.1  历史传承价值 

人之所以称为人，那是因为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这种思想具有继承与传承功能与意义，

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需要人，更需要以文化人。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就如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而村落是文化的载体，包含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通过“去其糟粕，汲取精华”
方式，对传统村落文化进行哲学批判，健康地为乡村振兴供给营养。因传统村落文化以村落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369

557



客观实体作为载体而存在，以生活在同一生产方式下的人群为对象，以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

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为准绳，进而形成典章制度、约束机制、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

的一种文化模式。4 所以这种模式只有在传承的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建构，更好地内生村落文化。 

5.2  生态经济价值 

通常情况下，生态经济价值被作为一个词汇理解，而且在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方面，更难

被各方面准确而真实地认知。在本研究中，将其一分为二，作为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并列词

组存在，亦及二者互为存在的前提和意义。近年来，在党和国家，自治区党委和各级政府的

指引下，各族群众的积极行动下，尤其是住村工作组的具体引导与支持下，新丝路沿线的广

大乡村日新月异。和田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在乡村景观风貌整治的

同时，还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在不过多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既改善了

人居环境，建成了葡萄长廊景观带；又塑造了鸽棚景观，丰富了鸽文化；穆塞莱斯畅更是销

海内外，促成产业升级。逐步实现了村民增收，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 

5.3  文化传播价值 

经考古专家证实，早在汉代以前，我国各族人民群众在新丝路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

劳作、生活，与祖国内地发生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联系。近年来，随着全域旅游和智

慧旅游的全面发展，新疆抓准抓牢新契机，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让

原本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新疆更上一层楼，让旅游成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中流砥柱，实现了由传统的核心景区旅游向乡村深度游、自驾游、民俗游等全面发展。部

分游客一改往常住城市星级酒店的习惯，优先选择具有亲身体验价值的乡村民宿，更直观、

真切地感受，思考人生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甚至有的游客与当地人民群众深入交流，互加微

信，成为朋友，甚至成为生意伙伴，将新疆物产销售到全国各地。尤其是近五年来，全域旅

游让全疆各地，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都得到了实惠。随着自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全国

各族人民和新疆人民群众一起分享、传播新丝路文化，让西域不再遥远，使其被人所知和更

为向往。 

5.4  大众美育价值 

蔡元培先生在一百年前就大力倡导美育，并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著名论断。虽历史

久远，仍历久弥新，对于当代社会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新丝路沿线广大乡村因地域辽阔，

地区条件和经济社会水平发展与内地还存在一定差距。像东南沿海地区乡村一样实施美育教

育不太现实。同时，我们也不能将美育狭隘地理解为艺术教育，美育无处不在。经过多年的

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关心与扶持，丝路沿线乡村学校的各方面条件得到了长足地发展，某

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内地学校。可能所处的人居环境的观赏价值与内地有所差别。但是通过美

丽乡村建设，不但人居环境的硬件方面得到了较大改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村落的各

个空间与界面有所承载与展示。让人民群众更为全面与深入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乐意打破传统思想禁锢，接受新知；更好地了解村落外部的世界，增加见识，增长认识，增

强审美意识，提升综合素质。 

6．结束语 

村落是村落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是历史的范畴。乡村振兴伟大战略的实施，离不

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实践。新丝路沿线传统村落景观整治设计，更离不开当地群众积极广泛的

全程参与。家庭宅院作为构成单元，既是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承载着村落风貌，而村民

的精神面貌一定意义上代表着村落的人文精神。因此，乡村振兴，强本固基，建设家园，人

人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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