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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 

一、簡述與文化保育相關的國家政策（鄉村振興、粵港澳大灣區人文灣區建設、二十大文

保精神、文旅發展等） 

 

二、剖析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的列入理由和遺產價值，探索遺產保育與發展

之間的平衡點 

 
三、從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旅遊發展案例（赤坎古鎮）和遺產保育案例 

（倉東計畫）等三個專案的發展理念和運營模式來探討文化遺產保育與社會可持續發展之

關係。 



一、簡述與文化保育相關的國家政策及社會發展方向  

1. 鄉村振興 

2. 粵港澳大灣區人文灣區建設 

3. 二十大文保精神 

4. 文旅發展浪潮 



1.鄉村振兴 

2017年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國策 

●鄉村振興戰略20字方針：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鄉村振興的目标：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 鄉村振興的内容： 

產業振興,文化振興,人才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 

鄉村振興是大國之本、強國之基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 

人生不該只有城市的霓虹，也應該有鄉村的月光 



鄉村振興五大核心工作： 
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一、產業發展是鄉村振興的著力點 

二、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支撐點 

三、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的文化動力點，是鄉村振興的靈魂

四、鄉村治理是鄉村振興的關鍵點 

五、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落腳點 



粵港澳大灣區人文灣區建設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指出建設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促進地方文化發展 

●國務院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共建人文灣區、支持弘揚嶺南文化 

●大灣區的文化根基：信仰文化和民俗文化，加深大灣區三地間的文化融合 

●人文灣區的發展內容：嶺南文化、海洋文化、僑鄉文化 

●粵港澳大灣區優勢：加強國際交流；發展僑鄉文化； 

●整合大灣區旅遊資源，令大灣區內的旅遊景點走出國內，走向國際。發展旅遊有利於改

造環境，並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統籌大灣區內教育資源，用開放式的觀念辦教育，吸引人才； 

●江門市的任務：華僑華人文化交流國際平臺 



總面積5.6萬平方公里，總人口7000萬； 

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

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 

粵港澳大灣區政策 



二十大文保精神 

二十大報告第八個模組: 推進文化自信自強，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
： 

1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2 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 

3 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 

4 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 

5 加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力度， 

6 堅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7 廣泛開展全民健身活動。 



廣東省內的世界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 

世界記憶遺產：僑批檔案——海外華僑银信

世界自然遺產：丹霞地貌 

廣東的文物保護單位： 

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31項（截至2023.12）

省級文物保護單位：887項（截至2023.12） 



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與村落” 

自力村 



自力村 



来源：谭金花 

開平碉樓與村落: 200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見證：僑鄉與世界的文化交融 

自力村，清末民初 三门里迎龙楼，明代 



僑批檔案——海外华侨銀信：2013年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

見證：僑鄉與世界的資訊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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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世界遗产：僑鄉社會發展的见
证 



開平碉樓與村落被列入世界遺產的理由 

開平碉樓反映了在特定歷史時期人類的重要文化交流，華僑帶回來的建築風格與 

當地的傳統文化在特定的區域裏相互交融。 

開平人自明朝起就有建碉樓防洪、防匪的傳統。碉樓代表了當地這個歷史傳統的最 

後輝煌——見證了由於僑匯的富有而引發的匪患以及因此而建碉樓防衛的歷史。 

開平碉樓及其村落不但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平華僑對北美、東南亞、澳大 
利亞等國家的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與貢獻。碉樓是联系開平當地與世界其他國家華人社

區的紐帶。 



1. 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 

2. 一段已經消逝的文明的見證 

3. 海外華人社區與中國故鄉之間的紐帶 

“開平碉樓與村落”的世界遺產價
值 

文化價值，美學價值 

歷史價值，建築價值

社會價值，精神價值 



从遗产的角度，开平的保育與发展纲领应该是
： 

1. 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 

2. 一段已經消逝的文明的見證 

3. 海外華人社區與中國故鄉之間的紐帶 

文化價值，美學價值 

歷史價值，建築價值

社會價值，精神價值 



開平最大的保育與发展案例 

一、倉東計劃 （2009~）：非營利性的民間公益项目

二、塘口舊墟更新(2015~）：政府规划发展项目 

三、赤坎古鎮（2018~）：大資本投入商業開發项目 

倉東村 塘口旧墟 赤坎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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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東計劃( 2009 ~)： 
遺產保育與社區可持續發展探索示範案例
民間發起的NGO 



倉東計劃 
是一套遺產保育與社區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旨在通過在開平市倉東村的實踐案例來探索國際上

可持續發展的鄉村振興理念和文化遺產保育理念在中國落地的可行性； 

借鑒海內外成功經驗，如里山概念、樸門永續、社區營造等，結合國內實際，以倉東自身的經

驗逐漸建立一套從建築修復、社區營造、文化傳承、到社會和諧發展的綜合性遺產保育理論，

從而建構以社會和諧與發展為根本目標的管理模式——學術引領、文化主导、大眾參與、民企

管理、政府支持。 

倉東計劃理念下的第一個项目是位於開平塘口仓东村的倉東遺產教育基地，第二個基地是位於

江門市的德循林公祠。以田野学校的理念进行遗产教育的运营，在民政局註冊的非盈利机构 

“開平市倉東文化遺產保育與發展中心”為其管理單位。 



為何要保護？為誰而保護？ 

为何要发展？为谁而发展？ 

首要問題： 



文化遺產保育的主要目的與精神並不是單單為了保留那些古樸華麗的建築， 

還為了瞭解那片土地，更重要的居民對當地的文化遺產、傳統生活方式所產生的

感動與認同。 

文化遺產保育不是拒絕發展，更非凝固歷史，阻止改變，而是在時代變遷中， 

積極地去管理遺產改變的步伐。 

文化遺產保育是為了社区更好的可持续發展。 

基 本 共 
識 



眼裏有村民，心中有社區 

信任 + 尊重 + 溝通 + 理解 = 解決方法 



面積：約300畝 
耕讀文化生態（自然與人文）：

農田 
魚塘
村莊
山林 

（廟宇-祠堂-學校-圖書館-市場） 

活動分區： 

農業體驗區 
魚塘濕地體驗區
勞動教育區 
文化遺產體驗區
森林自然教育區 

一、倉東遺產教育基地基本情況 



場地範圍： 

約300畝 
傳統耕讀
文化體系 

農田體驗 
村莊建築
風水魚塘
村後山林 



倉東博物館： 

社區博物館 
生態博物館 



配套設施： 
會議廳與課室：  6 個， 可供3 0 0 人同時活動
六座傳統民居：  6 0 床位 
廚房餐飲：  可供3 0 0 人同時就餐  
博物館：  華僑歷史、華僑的家國情懷為主题  



住宿：五座清代/民國傳統廣府民居改裝的宿舍 



倉東國際會議廳 



倉東家廚與長者飯堂 



倉東家廚由村民的雞舍改造而
成 



倉東家廚室外就餐空间 



倉東廚房：以村民為主的廚房團隊，各種菜色糕點齊備，食材來自生態種植的倉東农场，
富有當地鄉村特色 





倉東私房菜：高大上與接地氣，有机生态，富有本地特色的飲食文化體驗 



倉東跨學科研學平台： 
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建築學、遺產學、民俗學、考古學、社會工作、
民間音樂、文化交流、草藥與藥膳、保育實踐、书画琴茶等。 



理念與模式： 主題式樣研學— — 體驗式學習， 项目制學習 



課程模組1：親子研學——體驗為主，按需定制 

體驗內容：藥膳文化，國學文化，耕讀文化
自然教育，非遺體驗，歷史故事 



課程模組2：项目制研學——就一個项目主題進行研討、設計、實施 



課程模組3：主題遊學——選一個或多个主題進行體驗式學習 



案例展示——稻作文化主題（兩天）： 

先認識明代至清代至民國到現代稻作工具和歷史，然 
後到田裏體驗割禾，再學習與米有關的漢字及其意義，
最後到廚房體驗以米為材的糕點的烹飪、品嘗，體驗 
生活中與“水稻和米”相關的方方面面。 





自然教育 
主題體驗營 



文化遺產主題研學營：非遺手工藝/博物館等 



倉東學術探索（1）：地方歷史如何成為教育資源？ 
尋根平台：世界遺產作為紐帶連接海外華裔社區與僑鄉社會
尋根服務：尋——文化的根，血緣的根 



海外學生的文化體驗 



倉東學術探索（2）——文化遺產與社區可持續發展 
社區營造:   圍繞社區和諧為中心，從“人、文、地、景、產”幾方面進行营造，

社區文化的挖掘和培育；社區賦能 



一切榮譽皆與社區分享 



倉東學術探索（3）—— 
地方創生/人才培育：針對人口逐漸減少的空心村而起的新時代發展理念； 

是社區營造基礎上的一種延伸 



倉東學術探索（4）——創新社區 

探索以融合生態村、生態博物館的理念來進行村落文 
化活態保存的新手段，給傳統社區注入新血液。 

符合傳統文化的思維，又尋求新的展示方式，
在文化上與傳統接軌，在表現形式上符合可逆
性原則——不破壞村落的結構性景觀特征。 

兔年Demini形象 





“自由共舞”之舞者在仓东——享受与天地人万物即兴共舞的
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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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东与海外合作的单位： 

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桥水大学，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英 
国杜伦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澳华博物馆…… 



仓东与香港/澳门/台湾的合作单位： 

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中央图书馆，香 
港东华三院，香港文物馆，香港建筑师学会，香港测量学师学会……澳门文化局，
澳门博物馆，澳门大学，澳门旅游学院，澳门科技大学，台湾大学…… 



仓东与国内合作的单位： 

中山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珠海国际 
联合学院，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斯坦福大学在仓东的学术研究 



運營理事會 

村民團隊 學術團隊 

地方賦能 地方創生 

村民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裏自由自在 
地生活，有話語權，有尊嚴，安居
樂業 

外來參與者尊重地方文化與當地居民， 
共同生活，給人口漸少的村子帶來生
氣和生機，安居樂業 



倉東計劃理念的發展情況  

倉東遺產教育基地 
（遺產教育） 

（開平） 

德循林公祠 
（文化交流中心，尋根中心） 

（江門） 

祖屋保護計劃 
（向公眾開放的各種用途） 

（五邑地區） 

開平市倉東文化遺產保育與發展中心 

子项目理念相同，運作方式各異 



倉東模式 
學術引領+文化主導+公共參與+民企管理+政府支持 

以人民为中心 

社会利益为重 
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符合：党的二十大文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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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瓦講堂第一

講 

參與者近300人 



運營效果 

建立示範， 傳播理念； 播種、培育人才 

幫助海内外学生了解中国历史及傳統文化，增

強海外華裔的家國概念，  增強根的意識，  

提高遺產地居民的自豪感和歸屬感，  

增強外來訪客的文化遺產保育與傳承的熱情 ，  

助力鄉村振興、人文灣區、華僑文化交流國際平臺建設  

宣導世界文化遺產“ 開平碉樓與村落” 的保育與可持續發展之道 



倉東計劃的發展願景 

保持村落原來的人文和自然景觀，達到社區可持續發展； 

遊客到訪不僅僅是單純的遊玩，而是來體驗文化與生活方式； 

居民不以接待遊客的心態接待遊客，而以親戚朋友相待。 

文化自信心 

遺產自豪感 

幸福感、歸屬感 



仓东的奖项与荣誉 

国际级
：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奖-优秀奖 

2016年，国际学生证协会推荐教育机构 

2018年，获邀到印度斋普尔做“智慧城市”展示 

2019年，获邀至罗马尼亚参加“布加勒斯特建筑三年展”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全球十大世界文化遗产教育创新推荐案例 



2015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2021年获得“全球十大文化遗产教育创新推荐案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中心 



仓东的奖项与荣誉 

国家级： 

2017年，国家旅游局“中国乡村旅游创客基地”称号 

2018年，国家文旅部推荐“港澳青少年游学基地” 

2018年，全国范围“另一种设计”优秀案例专题展览（深圳） 

2019年，国家住建部“国家级传统村落” 

2019年，中国古迹协会评为“全国遗产活化管理实践优秀案例” 

2020年，国家文旅部“港澳青少年游学联盟” 推荐游学产品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CHINA)颁发的荣誉 
2019年“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管理实践探索示范案例” 



国家级“中国传统村落”荣誉 



仓东的奖项与荣誉 

省市级： 

2015年，开平市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开平市委宣传部/开平市文明办 

2015年，开平市示范祠堂—开平市委宣传部/开平市文明办 

2016年，江门五邑联合博物馆 

2016年，江门市卫生村 

2018年，开平碉楼与村落保育活化示范基地—开平文物局 

2018年，开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开平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 

2019年，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2023年，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