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媒责任编辑 / 曹竞 见习编辑 / 毕若旭 罗希 版面编辑 / 张蕾

Tel：010-64098444
2021 年 8 月 23 日 星期一8

上海交通大学 胡了然

在一片依山而建的古村落中，一块“先

锋书店”的牌子并不起眼。但推开书店的大

门，跨过门槛，一片不一样的天地就呈现在

眼前。现代化设计的书架上陈列着各式各

样的书，其中标注着“古建筑”“民俗”“茶道”

的几列书架尤为醒目。咖啡豆慢慢研磨，咖

啡的香味徐徐散开，走到玻璃窗前，连绵的

高山和云海与近处的古村落交相辉映，竹

林、梯田、古树和山峦尽收眼底。

这家先锋书店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

县的陈家铺村，建立在山崖之上，它似乎正

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故事。

松阳县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誉为“最

后的江南秘境”，有国家级传统村落 75 个。

杨家堂、陈家铺、西坑村等大大小小的村落

依山而建，姿态各异，却又共同展现着中国

传统古村落的原始风貌。

今年暑假，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浙江海洋大学等高校

的 9 名大学生，前往松阳县，开展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

跨越千百年的文化融合

溪边浣衣，果蔬晾晒，耕作采茶⋯⋯在

松阳县，这种原始的生活生产方式没有因

为现代化的渗透而被抛弃。

陈家铺村，平均海拔 750 余米，房屋呈

崖居式分布，镶嵌在古树与梯田之间，至今

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先锋书店由陈家铺

村的文化礼堂改建而来，从前，村民议事开

会往往会聚集到这个地方，这是整个陈家

铺村的核心。

书店一经建成，就引来了无数游客、摄

影 爱 好 者 。大 学 生 探 访 当 天 ，书 店 人 满 为

患，有一家三口前来旅行，也有三五姐妹前

来拍照“打卡”。这里已然成为当地的网红

地标。

曾几何时，陈家铺村几乎是一个全然

与世隔绝的秘境，缺少现代化交通的联结，

缺少年轻劳动力的输入，只有留守的老年

人和静谧的村落。正如先锋书店的建设和

陈家铺村的改造巧妙结合一样，松阳的古

村落上演着穿越千百年的文化融合。

年轻的书店员工还和当地淳朴的村民

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村落守护人”在

抖音上传的短视频让 杨 家 堂 村 口 的 古 樟

树成了这个村子的“网红代言人”；除了当

地 村 民 的 返 乡 ，外 地 游 客 也 纷 至 沓 来 ，松

庄 村 的 小 桥 流 水 成 为 大 家 必 要 拍 照 留 念

的 地 方 ⋯⋯ 松 阳 县 分 布 的 古 村 落 有 上 百

个，几乎每一个村落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焕

发出新的生机。

“田园松阳的古村落发展让我确信，只

有让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共融，让村落景

观与人文内涵共生，让传统文化与时代精

神共鸣，我们才能赋予古村落新的生机与

活力。”浙江万里学院的钱欢深有感触。

的确，随着古村落被越来越多的人们

发现，古老的农耕文化反而愈发地展现出

了历史的韵味。如何保护这些古村落，成为

了人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不同方式的相同“守护”

如何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和传统古

村落保护的平衡？山脚下，茑舍里的杨慧娟

和她的合作伙伴正在不断探索和尝试。

松阳古街的一个巷子口，挂着一块“茑

舍”的指示牌，没有额外装点，这家民宿就

这样安静低调地“大隐隐于市”。民宿主理

人 90 后杨慧娟是个地道的松阳人，5 年前，

一次在家乡松阳老街闲逛时，她偶然认识

了现在的创业合伙人，让她对民宿产生了

兴趣。杨慧娟辞去了在宁波月薪过万的设

计师工作，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开始民宿

和茶室的经营。

“民宿依托的是什么？是和周边环境的

配套。能够和周边环境、村民村貌契合，民

宿才有魅力。”秉持着这一理念，除了对山

下老街茑舍的设计，杨慧娟选址陈家铺村，

在山间启动了第二家民宿——飞茑集。

陈家铺村是松阳县的历史风貌保护村

落之一，当地对于传统历史保护村落的风

貌控制有着非常严格的条例要求。杨慧娟

也希望保留古村落原有的样态，不能破坏

整个村子的原始风貌。飞茑集建造过程中，

杨 慧 娟 尽 可 能 把 原 来 古 建 筑 的 夯 土 留 下

来，仅对木结构拆除改造，最大程度地还原

了房屋农舍的形态，通过民宿的建设，赋予

了几近衰败的农舍新的生命。

比起“游客”，杨慧娟更喜欢称呼来松

阳游玩、居住在民宿的人们为“住客”，“城

市生活的节奏比较快，这些人来到松阳，小

住几天，有时候只是想体验一把古村落的

生活方式，感受古村落的‘隐’与‘静’。”

无 独 有 偶 ，2015 年 ，在 大 学 期 间 主 修

音乐专业的叶建新决定返乡创业。无论是

叶建新的父母、村民还是叶建新自己都从

未想过，自己文艺梦的实现，除了一把常背

的吉他，还有一群小蜜蜂。

叶建新从小就在松阳的农村长大，父

亲是养蜂的，耳濡目染之下，他对养蜂、采

蜜的一套流程并不陌生 。2016 年前后，网

络电商行业大火，一些大学生通过电商卖

货发家致富。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叶建新

也想通过电商把家乡的土蜂蜜销售出去。

创业之初，叶建新忙活得像是一只无

头苍蝇。为了缓解创业压力，背上吉他唱歌

成了他最好的解压方式。山清水秀间，舒缓

的吉他，悠扬的歌声，还有一个年轻小伙的

身影。不只是叶建新日积月累的养蜂实践

课终于顺利“毕业”，加上这幅山清水秀的

情景实在打动人，一些消费者开始关注他

和他的的产品。

2018 年前后，叶建新团队开始探索短

视频的风口，转战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他通

过抖音号“养蜂哥叶建新”发布了近百条短

视频，真实还原了他的古村创业生活，收获

了超过 350 万点赞，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无论是古村落老人们保持的原有古朴生

活方式，还是返乡青年融入新潮文化去创业，

他们都在建设和守护着这份心中的乡土。

让古村落“活”起来

“不过是人间天堂，不过是广厦千万间

中的仙踪的避风港，风吹雨打带不走内心

的清澈，涟漪里的木梁瓦檐，是最奇特的景

色⋯⋯”松阳的古村落，在 00 后大学生马广

元眼中，可以用一首说唱歌词来描绘。“是古

村落给予了我灵感，存在千百年的它们，平

静温柔，像老母亲一般，诉说着美好的故事。”

远在异国留学的他，正在创作一首说唱歌

曲，希望更多大学生通过音乐了解古村落。

浙江海洋大学的郑乾斌酷爱拍摄短视

频，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松阳，关注古村落，

实践活动结束后，他把制作的短视频上传

在抖音“丽水宝藏古村”话题下，该话题相

关视频播放总量已接近 8 亿。这得益于浙

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与字节跳动公益联合

发布的“村落守护人”计划，吸引了很多人

拍摄古村落短视频。该计划是字节跳动公

益“山里 DOU 是好风光”的子项目，“山里

DOU 是好风光”的目的正是促进乡村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

张馨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松阳之

行也是她的学习体验之旅。“在松阳，我们

看到古村落在保持原有风貌的情况下，人

居环境有一些更新，使得古村落保有原本

的韵味，这样的‘古今融合’，令人神往。”

令她惊喜的是，平田村的“爷爷家青年

旅社”正是她的老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

教授张昕参与规划改建的。在张昕看来，古

村落作为公众认可的价值载体，其价值包

括两个层面：其表，由在地材料、匠作工法、

物 理 环 境 等 技 术 层 面 塑 造 起 来 的 物 理 空

间，各地的古屋保护计划多是从此入手，也

是字面意义的古村落保护；其里，真正支撑

古屋或古村活化的核心是在地村民的安居

乐业，是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如果将乡村

看作经络，每个具体空间将扮演不同的角

色。因此，保护策略应是系统性的，而不应

在开始的时候陷入某个局部的空间操作。

“ 保 护 古 村 落 ，既 要 保 护 外 在 的‘ 筋

骨皮’，更要传承好内在的‘精气神’。”钱欢

说。希望古村落不再是“隐秘的角落”，可以

焕发新生与活力。

探寻丽水古村落的“网红”密码

上海交通大学 谢应杰

乡村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石，古村落

则是其中的明珠。分散在各地的古村落，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家

园。保护古村落，既是振兴乡村的需求，也是

保护我们民族文脉的需要。

以浙江丽水 为 例 ，那 里 有 丰 富 的 古 村

落 资 源 ，不 过 ，在 城 市 化 浪 潮 中 ，丽 水 古 村

落 存 在 空 心 化 和 老 龄 化 问 题 ，面 临 存 续 和

发 展 的 困 境 。那 么 ，如 何 保 护 古 村 落 ？

保护和发展古村落的过程又被称作“活

化”，活化古村落即是让古村落恢复造血功

能，焕发新的生机。如此看来，笔者认为关键

在于坚持以人为本。活化古村落并不等同于

大开发、大建设，对古村落进行盲目商业化、

景区化改造，忽略村落中居民的生活诉求是

对古村落的破坏性开发。同样，如果仅仅对

村容村貌进行保护，全然不顾当地人民的发

展需要更是违背活化的本意。因此，活化古

村落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尊

重人的需求，立足人的发展。

浙 江 丽 水 古 村 落 保 护 和 发 展 工 作 ，可

以 作 为 一 个 以 人 为 本 ，保 护 发 展 古 村 落 的

范例。

一方面，充分调动当地民众的积极性，

尤其是吸引青年返乡创业。青年生长于此，

对家乡有深厚的情感，他们了解家乡人民的

诉 求 ，更 对 发 展 古 村 落 有 自 己 的 想 法 和 见

解。丽水依据返乡创业者的资质，为他们提

供不同等级的扶持政策。举例来说，丽水市

人民政府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发布“村落守护

人”计划，连接一定区域内的传统村落与抖

音创作者，激励创作者生产与古村风貌、美

食特产、特色民俗、生产劳作相关的视频，用

这些原创内容带动当地文旅产业，推动古村

落保护及可持续发展 。自项目发起以来，20
位丽水“村落守护人”创作的古村视频作品，

累计播放量增长 238.14%。截至目前，抖音上

的“丽水宝藏古村”话题相关视频播放总量

近 8 亿。这一数据表明，在项目和各方的积极

推动下，丽水当地创作者积极性得到了有效

促进，实现稳步成长。

另一方面，积极拥抱新经济业态，探索发展新可能。生态民宿、直

播经济、艺术画廊等，新经济业态在丽水乡村广泛落地。依托于新产

业的发展，深山里的农产品能卖到全国各地，秘境中的江南水乡能成

为各地游客的度假地。新业态既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更能激发当地

发展活力。同时，产业的发展让居住于古村落的村民也能从中获益。

在丽水，青山绿水都没有改变，人民的生活却有了显著的改善。

人是发展的目的和尺度。活化古村落不是只看数字增减，更不是

做做表面文章。只有当古村落真正滋养出自身发展的源头活水，才能

算是合格的活化过程。活化古村落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寻找村落传

统保护与乡村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切实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未来

的古村落会是什么样？笔者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现代化的乡村将依

然是小桥流水的模样。

活化乡村

，以人为本是核心
郭文安

①杨家堂村口的古樟树。图为实景（上）与手

绘（下）结合。 中原科技学院 刘烨欣/绘

②大学生镜头下的杨家堂村。

浙江万里学院 钱 欢/摄

③大学生在杨家堂村拍摄当地采茶老人。

浙江万里学院 钱 欢/摄

大连理工大学的同学在阳光下的草地上

演奏吉他。 大连理工大学供图

湖南大学的教学楼被绿树环绕。

湖南大学供图

福州花海公园里荷花盛放。

仰恩大学 江 玥/摄

吉林市松花湖山清水秀，以水旷、山幽、

林秀、雪佳著称，被誉为“北国明珠”。

山西师范大学 禹成炎/摄

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式风格的教学楼在绿

树掩映中。 哈尔滨工程大学供图

华中师范大学里 ，一位同学坐在林荫遍

布的阶梯上。 华中师范大学 唐 爽/摄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紫金山公园，绿树、

风车、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龙岩学院 郭亿丁/摄

安徽大学夏日的眼镜湖。 安徽大学供图

镜头里的夏天

花儿开放在浙江传媒学院舟山东路旁。

浙江传媒学院供图

夏天接近尾声，在和葱茏的绿

树相伴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的校

媒人用镜头定格了夏日美景。山川、

草地、小池、夏荷，夏日风光里，总有

我们。

①①

②②

③③

□ 郝日虹

1952 年 ，郭 文 安 成 为 华 中 高 等 师 范 学 校

（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第一届学生，与华

师结缘。从 1956 年毕业留校任教到 2021 年在桂

子山上迎来他九十华诞，屈指算来，老人已经在

这里工作生活了 69 年。69 年间，他甘为人梯，辛

勤培育学生；他脚踏实地，认真做好科研；他笔

耕不辍，一生精心编撰《教育学》教材。

一部优秀的教材就是一座学术的丰碑。由

王道俊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持续畅销近 40 年、

共编印了 7 版、累计发行近 800 万册，是新中国

改革开放后编写最早、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

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为深远、堪称经典的教育

学教材。该教材先后荣获过第二届吴玉章奖金

优秀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

优秀教材奖、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也许很少人知道，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郭

文安就开始参与《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与统稿工

作。1956 年，郭文安毕业留校，成为华中师范大

学教育系的一名教师，主要从事教育学、教育学

原理方面的研究。教育学作为师范院校、尤其是

教育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重要性不言而喻。上

世纪 50 年代末，在时任学校副教务长、教育系

主任邵达成的发动与组织下，教育系成立了《教

育学》教材编写组，开始推进编写工作。编写组

克服了诸多困难，人员与分工也几经变动，最终

在新任教育系主任常春元的领导下，于 1962 年

出版。彼时还是青年教师的郭文安撰写了该书

总论部分的两章内容。

“据说那个时候，我国有五所师范院校同时

编写《教育学》教材，号称‘五朵金花’。不过，这

‘五朵金花’只开了两朵。一朵我们学校的，一朵

是华东师大主编的。”郭文安回忆道，“如今看

来，尽管这本教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却

为我校教育系今后编写教育学相关教材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培养并锻炼了编写人才。”

1978 年，郭文安与王道俊、董祥智一起，参

与编写由河南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前身）、

甘肃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

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等五所院校合编的

《教育学》教材，俗称五院校《教育学》。“我开始

的分工是撰写‘德育’这一章。后来，王道俊老师

还专门叫我到北京参加该书的统稿工作。”

1980 年，五院校《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

社出版发行，反响良好，几经修改，数次再版。彼

时，我国教育学开始在反思基础上进行恢复与

建设，大量有关教育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教

育事业蓬勃发展，先进经验和教育科研成果纷呈，

关于教育学的探索与思考日渐丰盈。

郭文安记得，在五院校《教育学》出版后不久，

大约是 1982 年下半年，学校又启动了《教育学》教

材的新的编写工作。此次编写不是“小修小补”，而

是随着教育学科的与时俱进，力争在教材质量上

有显著提高。

谈起这次编写，即便时隔多年，郭文安依然如

数家珍。“刚开始要求我写‘德育（上、下）’与‘班主

任’，共三章，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完成了任

务。稿子交上去后，编委会又把‘教学（上、中、下）’

三章交给我编写。这是一个比较复杂难写的章节，

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因为对修订的要求很高，我也

很想交出有质量的稿子，于是找了很多和教育相

关的书来看，包括西方的一些教育学著作。看了之

后，我有了新的感触与启发，除了理论上的充实与

更新之外，希望在这本教材的理论阐释中恰到好

处地融入相关的教学案例，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提升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读性，算是这

本教材的特色之一。”

郭文安笑言，“因为我边提炼理论边筛选案

例，再加上还有日常教学工作，所以写作进度有点

儿慢。王道俊老师看我拖 了 两 年 迟 迟 没 有 交 稿 ，

放 心 不 下 ，还 专 门 跑 到 我 家 里 ，问 我 写 得 如 何 。

我 就 把 自 己 写 好 的 稿 子 给 他 看 。王 老 师 看 了 之

后 ，就 说 你 不 要 赶 时 间 ，继 续 安 心 写 吧 。王 老 师

给我吃了颗定心丸。接下来我继续很认真地写。

不光是我，其实王老师承担的‘教育目的’一章，

写得比我还认真。书稿交上去以后，很快就通过

了，负责的编辑说基本上找不到什么问题。”

1989 年，《教育学》出 版 ，因 为 编 写 方 式 与 内

容较之以往有较大的改进，这本教材也被称为新

编本，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从 1989 年的新编本到 2016 年的第七版，数十

年间，郭文安一直把这本教材的修订放在心上，他

与王道俊团队一起，不断在修订中更新学科进展，

力求反映教育发展与变革的时代特征与新需求。

其间花费的心血和精力可想而知。

与学者个人著书立说相比，或许编写教材并

不能算作“重量级”成果。对此，郭文安并不是不知

道。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常常有人议论，

花那么多精力去编教材，还不如多搞一些科研，写

点文章、专著实在些⋯⋯教材的编写要依据学科

的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特点和水平，其选编的内

容有比较基础、成熟、精要、容易取得共识等不成

文的严格要求，在编写格式上又讲究严格的规范，

作为高校教材还必须反映最新科研成果、学科发

展前沿与时代精神，这样就使教材编写有其特殊

的复杂性与难度 。说实话，要东拼西凑编一本讲

义性教材也许比较容易，但要编撰出一本反映学

科发展精粹和前沿，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自己特

色的教育学教材实在是一件极其折磨人的艰难

困苦之事。”

即便觉得“极其折磨人”，郭文安依然愿意花

很多功夫做好这件事情。他坦言，之所以投入这么

多精力，是因为他觉得一本好的教材对于培养学

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给《教育学》这本教材定

义了两个功能，一是打基础，二是引入门。不少学

生都跟我说过，郭老师，我是读你们编的《教育学》

这本书入门的。我觉得这个定位很准确。教育学包

含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最基本的概念和理论是必

须掌握的，只要把基础打牢了，学科根基稳了，才

能更好地开展研究，进一步地提高、发展与创新。”

郭文安不仅对《教育学》这本教材编写倾注了

大量心血，身为教师的他也非常尽责。“我对学生

是比较热情的。有时候他们拿着写好的文章来找

我，请我帮着看看，我都会答应，不管是不是我的

学生，我都会全心全意地提出些建议，告诉学生怎

么修改。我性格比较温和，学生们还是挺愿意找我

的。”当被问及这样是否会比较辛苦时，他坦然一

笑：“当你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就不会计较那么

多了。而且，跟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实际上也是

教学相长。”

2021 年 ，在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成 立 70 周 年 之

际，郭文安获评为该出版社 70 位功勋作者之一，

肯定了他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高校课程教材建设

作出的卓越贡献。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也与人

民教育出版社再度合作，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第

八版修订工作，这本发行超 800 万册的经典著作

即将焕发新生。已至耄耋之年的郭文安又开始为

《教育学（第八版）》修订而忙碌。“这一次我是主

编。只要身体允许，我会想方设法继续把这件事情

认真地做下去。”

郭文安：一本教科书，一生教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