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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摘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民族文化景观遗产的显著代表，现

代文明冲击使文化景观保护面临危机，希望通过景观的再定

义与再创造实现景观再生，重焕地区活力。油岭古排在连南

排瑶聚落中景观遗产保存最为完整，基于节事活动视角，归纳

其生产性景观和生活性景观特色，分析出文化景观发展面临

文化内涵不足、景观功能单一、整体空间风貌有待更新的困境，

进而提出打造区域节事品牌，营造多功能文化景观，提升村

寨空间品质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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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are the significant representatives of 
ethnic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The impac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makes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face crisis. This research aims 
to achieve landscape regeneration and rejuvenate regional vitality 
through redefinition and recreation of landscape. The landscape 
heritage of Youling ancient village is the most complete in the Paiyao 
settlement in Lianna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estival activit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productive landscape and 
living landscape,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cultural 
landscape, such as insufficient cultural connotation, single landscape 
function, and the overall space style to be updated. Then, this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strategies to build regional festival brands, create 
multi-functional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village 
space.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Cultural landscape; Festival activity 
system; Vitality and regeneration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少数民族人

口相对聚居的传统村落 [1]，留存了丰富

的文化景观遗产。传统节事是少数民族

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的集中

展示，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民族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文化资源得

以活化利用，但同时乡土社会变迁也使

得文化景观的保护传承面临巨大挑战。

油岭古排位于广东省连南瑶族自

治县东北部（图 1），是全国首批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 [3]，是广东省排瑶聚落的

典型代表，保留了独特的传统节事体系。

近年来，依托瑶族节事开发文化旅游业，

村寨建设取得了一定发展，逐渐树立

节事旅游品牌。本文以油岭古排为例，

从节事活动视角出发，归纳其景观特色，

探索再生策略，以期为我国少数民族地

区的特色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1 基本情况

1.1 概述
排瑶指广东连南县聚居的瑶族

少数民族，因在明代曾形成八个大

村寨而得名“八排瑶”①。油岭古排

是连南“八排瑶”之一，地处南岭

山脉南侧余脉，海拔 680~700 m，面

积约 2.27 hm²，属喀斯特地貌（图 2）。
周围群山林立，云雾缭绕，东北与万

山朝王森林生态综合示范园相望，东

南与南岗古排相邻，民族风情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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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风光壮丽。

据悉，油岭古排的先民是唐朝时

为躲避战乱迁徙至此。至明代，油岭

古排达到鼎盛，有“千户古排”之

称；清代以后人口因匪盗与火患逐渐

减少。1993 年起，在连南县政府的

动员下，大部分瑶民搬迁至山下新建

的油岭新村 [4]。目前，油岭古排尚有

村民 170 户，共 873 人，瑶族人口占

95% 以上 [5]。

油岭古排先后被评为“中国民族

民间艺术之乡”“全国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油岭民居群被评为广东省文

物保护单位，拥有“耍歌堂”与“盘

王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

“玩坡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4 年在连南县政府推动下，油岭

村以村企共建的形式，成立了油岭瑶

族文化传承基地（图 3），推进民俗

节事、农耕文化、休闲旅游活动的有

机融合，油岭古排节事品牌效应逐渐

显现 [6]。

1.2 节事活动特色
瑶族文化以传统节事、独特的宗

教信仰、宗族关系以及音乐歌舞、民

族服装等艺术形式为载体，其中传统

节事是民族特色的集中体现（表 1）。
瑶族崇拜盘古王、各种自然神灵、祖

宗神灵及道教诸神，传统节事以纪念

图 2　油岭古排现状 图 3　油岭村节事文化旅游路线现状

祖先、向神灵祈福还愿、喜庆丰收、

男女交往为主要内容，宗教色彩浓厚。

节事活动多以宗族为单位，村民身着

红色与黑色为主的瑶族特色服饰，敲

起长鼓，吹起牛角等民族乐器，唱瑶

歌，跳长鼓舞，极具民族艺术特色 [4]。

近年来，油岭村通过农事体验，结合

特色桑蚕种养业 [7]，增设歌咏赛、长

桌宴等创新活动，丰富村寨节事活动

内容，较好地塑造了村寨文化景观形

象，提升瑶族文化影响力。

2 文化景观类型分析

文化景观是人在文化影响下作用

于自然的结果，既涵盖具体的客观存

在，也包括抽象的意识观念。文化景

观既能表现可见的物质空间，也通过

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表达和陈述 [8]，

可分为生产性景观和生活性景观两种

类型 [9]。

2.1 生产性文化景观
生产性景观是人们生产劳动的积

累，包含对自然的生产改造和对自然

资源的再加工 [10]。排瑶与山林共生，

开垦梯田耕作生息，村落背山面田、

层叠成排，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排瑶”

生产性文化景观。

东侧和西侧山腰梯田围绕，周围

群山层峦叠嶂，北向与万山朝王森

林生态综合示范园遥相呼应，形成

“山—梯田—村”的整体景观格局（图

4~5）。梯田以水稻 Oryza sativa、芸

薹（油菜）Brassica rapa var. oleifera
等观赏性作物种植为主。无论是“开

耕节”“盘王节”等传统节事，还是

现代创新节事，梯田、山林始终是以

尊农爱农为主题的农耕文化节事活动

的重要场所，是生产性文化景观的重

要组成部分。

2.2 生活性文化景观
生活性景观是满足人的交通、居

住、休闲娱乐等生活需求，反映地域

生活方式及生活形态的景观 [11]。村寨

呈现以山顶的盘王庙为中心自由放射

式的空间形态（图 6），纵向街巷垂直

山势，从山下拾阶而上至盘王庙；横向

街巷沿山势延伸，联系各家各户。建筑

多依山而建，呈阶梯式有序分布（表2）。
村寨为传统节事祭祀、游行、展

演等活动的主要空间场所。盘王庙内

奉盘王、盘王婆、元古娘娘、唐海公、

唐君法真三郎 5 个瑶族神灵 [4]，为祭

祀活动的重要仪式空间。民居内多在

堂屋设神龛，供奉盘王和祖先。节事

期间，祭祀及庆典活动从盘王庙出发，

穿街走巷，经梯田至山下空地，形成

浓郁的瑶族生活文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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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时间 地点 内容 意义

玩坡节 正月初二 盘王庙、山坡 祭祀盘王，未婚青年对唱情歌寻找对象，互赠礼物 未婚青年寻找对象

开耕节 二月初二 盘王庙、梯田 祭祀土谷神和祖先，开始耕作 春耕开始，祈求丰收

起愿节 三月初三 民居 祭祀祖先，制作瑶家美食，饮宴 祈求祖先庇佑

尝新节 六月初六 盘王庙、民居 祭祀盘王和土谷神，煮新米、制作瑶家美食，饮宴 庆祝丰收，感恩神灵庇佑

开唱节 七月初七 盘王庙、歌堂坪、街巷 祭祀盘王，老人开唱《盘王歌》，未婚男青年唱情歌寻找对象 未婚青年寻找对象

盘王节 十月十六 盘王庙、歌堂坪、民居
祭祀盘王与祖先，“先生公”做法事，听念瑶经，齐唱《盘王歌》跳长鼓舞，

饮宴
向盘王还愿，庆祝

丰收

耍歌堂
隔三、五、八年
的十月十六

盘王庙、街巷、
         歌堂坪、民居

“先生公”商定事宜，祭祀盘王，听念瑶经，抬出神像游行，举行 “过九州”、驱鬼仪式，
歌舞乐器比赛，未婚青年对唱情歌寻找对象，互赠礼物，制作瑶家美食，饮宴

纪念神灵与祖先，庆祝丰
收，崇拜英雄，传播知识

注：内容整理自参考文献 [4]。

表 1　油岭古排传统节事基础信息表

3 文化景观发展困境

3.1 文化景观内涵挖掘不足，缺少
活力

乡村振兴建设战略背景下，文

旅产业是乡村文化景观资源活化，

产生经济效益的突破点。油岭古排

瑶族文旅产业有了一定规模和基础，

但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不足，活

化方式较为简单。现有旅游活动主

要停留在山下油岭新村，以观演为

主，缺乏文化内涵。同时，油岭古

排对外交通不够便捷，与周边的南

岭古排、三排瑶寨等少数民族村寨

文化较为趋同，因此其文化景观空

间缺少活力，旅游业的长远发展也

受制于季节性的旅游特征。此外，

随着村民移民迁出和外出务工，人

口流失加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后

继无人的传承危机。

3.2 景观功能单一，地方认同感较低
新时期的乡村承担着生态、经

济和文化等多元价值，是中华传统

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空间载体之

一，衍生出乡土文化体验、休闲旅游、

康体养生等多种新的功能。依托节

事活动的油岭古村文旅产业虽初具

雏形，但功能较为单一，以参观游

览和民俗歌舞表演为主，缺少体验

类内容。而盘王庙、歌堂坪、古排

等传统文化景观由于处于山顶，可

达性较差，仍主要为村民祭祀活动

之用，未能满足各类群体日益丰富

的景观需求，导致原住民和外来者、

瑶族与非瑶族村民产生认同差异，地

方认同感偏低。

3.3 整体文化景观风貌有待更新
虽然油岭古排山、村、田融于

一体的整体景观风貌较好，但随着城

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当前油岭古排

的文化景观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位

于油岭新村的瑶族文化传统基地这一

大型新建文化建筑，已经代替传统村

寨，成为油岭瑶族文化的新标识。传

统民居年久失修，安全隐患较多，闲

置、弃置现象普遍；新建建筑缺少瑶

族特色，建筑风格与周边环境不够协

调，破坏了古排景观风貌的完整。此

外，由于山势陡峭，村民交通出行不

便，给排水市政基础设施落后，居住

生活环境亟待更新、改善。 

图 4　油岭古排周边景观视廊分析图 图 5　从油岭古排远眺万山朝王森林生态综合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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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节事活动的景观再生策略

节事活动可以理解为地域社会、

经济、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集合

与体现，对文化景观活化再生有着

重要的推动和激发作用。因此，研

究从地区协调发展、优化节事活动

体系、提升村寨空间品质 3 方面提

出油岭古排文化景观再生策略，以

重焕地区活力。

4.1 打造区域节事品牌，实现协同
发展

清远市北部地区是广东省瑶族

和壮族的主要聚居区。当前，清远

市正在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区域合作

互助机制，通过建设北部民俗风情

图 6　油岭古排街巷格局分析图

类型 名称 材料 功能 特点 示意图

公共建筑 盘王庙 砖木 祭祀、集会、展示 三面开放；庄严雄伟

居住建筑 民居 砖石木、夯土 居住、会客、饲养牲畜 “半边楼”

附属建筑
粮仓 砖砌 储存粮食、饲养牲畜 防鼠、防潮 —

柴寮 砖木 存放柴草或储存物件 造型简单 —

注：建筑类型自参考文献 [12]。

表 2　油岭古排传统建筑基础信息表

体验区，打造生态休闲与民族风情

为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强化清远

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后花园的发

展战略。

基于此，可将分散的小规模地

方性节事转变为联动发展的区域性

节事，打造区域节事品牌，将乡村

单元的特质化经营提升至区域协同

发展高度，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多

元协同互促 [12]。油岭古排在深入挖

掘文化景观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共

享共建文化、旅游服务等公共设施，

按定位差异分工、集约经营，突出

以节事为主的人文旅游特色，与万

山朝王、大雾山、板湖洞、九寨一

湾等周边自然生态旅游景观形成互

动串联景观，构建地区差异化发展

的文旅体系（图 7），实现优势互补

与共赢发展。        
4.2 优化节事活动体系，营造多功
能文化景观

在明确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丰富

节事内涵与表现形式，优化节事活动

体系，融入创造性节事活动，营造符

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复合文化空间，塑

造新的地方认同 [13]。

首先，发挥现代节事在内容、

形式等方面的相通性与互补性，培

育富有时代气息的活动形式（图 8），
建构外来者的外生地方认同。在传

统祭祀、交往、歌舞、饮宴节事活

动中融入科普、交往、运动、文创

图 7　连南县景观系统规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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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油岭古排节事活动延伸

图 9　油岭村景观系统规划图

等元素，赋予祈福养生、康体健身、科普教育、社交团

建等的新内涵，提升节事持续吸引力，营造多功能文化

景观。

其次，将传统文化景观转变成常态化复合文化空间，

通过可持续参与多元化的节事活动，提升原住民和外来者

的地方认同感。通过功能置换，把空置民居转化为展

示、零售、民宿、餐饮等功能，鼓励瑶民担任文化

展示者与传承者；通过交通条件改善和景观功能提

升，增加山上古排的吸引力，把盘王庙打造成社区

公共中心，融祭祀集会、政事宣传、文体娱乐于一体，

使地方认同趋于多样化。 
4.3 提升村寨空间品质，塑造瑶族特色生态景观

结合油岭古排特色桑蚕种养业，将村寨景观划

分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两大产业功能片区。依托

“山—田—村”的生态格局，纵向形成以生产性

景观为主的自然景观廊道，横向沿瑶排串联成以

生活性景观为主的人文景观廊道（图 9）。以节事

活动为线索，将油岭古排和油岭新村统一更新改

善，针对村寨民族特色逐渐消失的问题，修补景观

空间，重塑具有瑶族特色的整体景观风貌。

将民族符号、民族色彩等文化元素提取利用（表

3~4），融入空间细部改造。恢复街巷传统风貌，

着重修缮住房门廊的灰空间；整治乡土建筑，充分

评估建筑性质、年代、风貌及质量，采取分类保护

更新措施，延续传统风貌，重点提升内部空间质量；

在盘王庙植入文化展示，在晒坪增设服务设施，依

托公共空间完善基础设施。

5 结语 

节事活动对乡村文化景观的生产与再生产有着

重要的激发与推动作用。研究基于节事活动视角，

分析了乡村节事品牌、节事活动体系和节事空间塑造

对乡村文化景观活力再生具有的重要作用，从乡村单

元特质化经营到区域协同发展平台构建、从传统节事

延伸到创造性节事活动融入、从空间改造到塑造景观

风貌 3 个方面提出了活力激发措施和可行路径。总体

来看，乡村文化景观特色的传承与创新不可能一蹴

而就，研究仅从节事活动角度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思

考，尚有待从符号学、设计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

度展开丰富的探索与实践。

注：图 2、5 为陈思颖摄；表 4 图“民族服饰”来自 https://

www.sohu.com/a/232130829_202974，图“民族刺绣”来自 https://

mp.weixin.qq.com/s/BhhSMun-z1dTHIOo68t9Aw；其余均为作者

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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