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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历史文化古镇广西田林县定安镇为规划蓝本，在对定安镇旅游文化资源全面研判
的基础上，依据“重构乡土”的理念进行“色彩小镇”的规划。本书贯穿“传统文化当
代表达、传统艺术时尚表述”的规划理念，深耕定安镇壮族色彩文化——五色糯饭、壮
戏艺术、壮族服饰等，采用当代思维、当代艺术营造手法，以色彩为魂，重构定安镇的
乡土文化，为当下古城镇、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提供探索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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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重构乡土
过竹 李洪波
2000年，中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仅仅10年内减少92万个，平
均每天消失252个村落。
村落消失的原因有三：一是城市扩张和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大批农民入城务工，人员与
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致使村落的生产生活瓦解，空巢化严重，已经出现了人去村空
——从“空巢”到“弃巢”；二是城市较为优越的新的生活方式，成为令愈来愈多年轻
一代农民倾心的选择，许多在城市长期务工的年轻一代农民，已在城市安居和定居，村
落的消解在所难免；三是城镇化直接导致村落消失，这是近10年村落急速消亡的最重要
缘由。
一、古村落现状：回不去的乡村、望不见的乡愁
回不去的乡村，望不见的乡愁。这不是文人的感怀，而是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农村多



已没有田园牧歌，有的是无奈。
2012年2月3日《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凋敝的乡村，回不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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