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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珠海市古驿道作为线性遗产面临着孤岛化的问题，但是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保护的重要基

础。本文通过分析文化空间的特征，建立古驿道文化空间建筑评价体系，并运用评价体系指标对驿道沿线

的文化空间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珠海市古驿道的文化空间表现除良好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基础，非

物质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古驿道保护的重要切入点，重塑古驿道文化的完整性是古驿道保护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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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inear heritage，the ancient post road in Zhuhai City is facing the problem of

islanding，but it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tection.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space，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architectural

evaluation system of cultural space of ancient post road，and uses the evaluation system indicator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space along the post road. The results show that：In addition to good

material culture and non-material culture foundation，the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n-material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ancient post road，

and reshap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ancient post road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tect

the ancient post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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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文化遗产近年来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逐渐引起

重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拥有丰富的线性文

化遗产资源。线性文化遗产特别是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当前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大规模城乡建设过程中面临着日益

沉重的压力和不容错过的机遇。南粤古驿道是中国古代岭南

地区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岭南地区的军事之路、商旅之

路，也是民族迁徙、文化融合之路，更是广东历史发展的重

要缩影和文化脉络。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下如何平衡南

粤古驿道的保护与发展就是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

2019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与文物局联合

印发的《长城保护总体规划》，以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

简称《规划纲要》），为大型线性遗产的保护及传承提供了宏

观领域的政策思路及理论导向。两份文件将文化遗产作为保

护与传承的重点，突出了文化在线性遗产中的引领性。
[1]
在

《规划纲要》中把文化作为遗产规划与保护的纽带，借助文

化推动有关地区的协调发展，在空间层面对遗产和文化做进

一步的保护和利用，这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线性遗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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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中日益凸显的作用。文化空间作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

的纽带，是线性遗产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本文将以珠海市

古驿道文化空间为例，分析其文化空间特征与文化空间的评

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珠海市古驿道保护提出对应策略。

1.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的特征

1.1 文化空间的概念与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了“文化空间”

这一概念，将其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随着

一系列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官方文件的发布，文化空间成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同时，也被视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

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将文化空间阐

述为：“文化空间可确定为民间或传统文化活动的集中地域，

但也可确定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这种具有时

间和实体的空间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是文化表现活动的

传统表现场所”
[2]
这个概念首先突出文化空间时间维度的规

律性，其次解释了空间维度上文化活动自身惯例与空间场所

之间的相互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的文化项目

官员埃蒙德·木卡拉则直接把具有传统文化活动的物理空间

认定为文化空间，即“文化空间指的就是某个民间或者传统

文化活动集中的地区，或某种特定的、定期的文化事件所选

定的时间。”
[3]

国内对文化空间的理解与木卡拉的观点较为相似，更强

调其空间的物理性，2005 年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将文化空间表述为：“定期举行

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空

间性和时间性。”另外，伴随国家文物保护工作持续推动以空

间作为载体的文化资源区域性整合，以及集中保护利用，衍

生出与“文化空间”相类似的“历史文化资源”概念性表述。

2020 年，自然资源部印发的《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

行）》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作一种历史文化资源。这实际强

调的是一定国土空间范围内包含的各类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

物质遗存以及与非物质遗存相关联的场所。
[4]

文化空间概念自列斐伏尔提出，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

过程中的二次概念化，不仅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时

空二元性，同时也指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理空间或者地

理空间上的联系。文化空间提供的相对固定的传统建筑环境

为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提供了记忆性的空间场所，非物质文

化以锚固的形式与物质文化资源产生了相互依存的共生关

系。所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会表现出空间主

题的传承性、文化活动的周期性，以及空间场所的地域性等

特征。
[5]

1.2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特征

珠海市全市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58 处，分布在古驿道沿

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 17 处，以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

俗为主要类型。（表 1）

非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对文化空间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代表作”的文化空间，多为口

头遗产、音乐、舞蹈和民俗等类型，因为只有按传统方式在

一定时间和地点举行的文化活动，才能被界定为严格意义的

文化空间。珠海市驿道沿线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遗产形

式上虽然具备口头传播与展示的特征，但是由于城市建设发

展和社会变迁，地理上的空间边界变得模糊甚至消失，因而

失去了成为文化空间的可能。比如沙田民歌是由居住在近海

沙田区域疍家居民传唱的民歌。沙田民歌展现了沙田居民婚

丧、祀神和渔耕等多样的生活场景和生活习俗。现如今，沙

田区域随着珠海的城市扩张已不见踪迹，疍家人的生活习惯

也随之发生变化，传统的传唱空间也就不复存在。现在虽然

还保留相当数量的沙田民歌作品，但是非遗传承人与演唱情

景的不足，使其缺少了文化空间应该具有的传承性、事件性

和空间性。

文化空间的另一个特征是空间场所内的文化聚集，这点

在珠海市唐家村（行政村）体现的较为突出。唐家村是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镇唐家湾古镇的核心区，村落历史可追溯至北

宋时期。整个村落自然环境良好，历史环境要素保存的较为

完整，村中现有文保单位（含不可移动文物）34 处，涵盖居

住、祠堂、商业等多种类型，传统街巷 2千余米，较为完整

的保留了村落的整体空间格局、历史风貌和街巷肌理。
[6]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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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5处，以唐家三庙的神诞系列民俗最

具代表性。每年都会在农历二月初三的文昌诞、农历四月初

八的佛诞、四月十七的金花诞和六月二十四的关帝诞举行祭

拜活动。围绕唐家三庙形成的传统空间，聚集了多种传统技

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有又以周期性或者固定的时间展

开民俗活动，从而表现出较为清晰的文化空间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珠海市驿道沿线具备成为文化

空间历史文化资源除上述唐家湾三庙文化空间外，鸡山村和

淇澳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具备文化空间特征。

2.珠海市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体系与影响因子

2.1 珠海市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体系与影响因子

在明确了珠海市驿道潜在的文化空间之后，通过对文化

空间价值评价能科学有效的通过对不同文化空间典型要素的

分析为后续保护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前文已经分析过文化

空间具有时空二重性，所以文化空间的评价影响因子，需要

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去考虑，同时要突出文化

空间主题的传承性、文化活动的周期性，以及空间场所的地

域性等特征。并根据文化空间的特征与珠海市驿道历史文化

资源的特点从物质空间品质、非物质空间传承两个宏观方面

确定影响因子。
[7]

文化空间评价体系的确定可以参考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村）评价指标体系和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中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评价指标进行确定。针对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

间特点，将评价的准测层（Bn）设为物质空间品质和非物质

空间传承。物质空间品质（B1）的要素层（Cn）包括建筑空

间（C1）、广场空间（C2）、街巷空间（C3）、景观空间（C4）。

结合不同物质空间的特征进一步细化要素层得到子要素集

（Dn），其中建筑空间（C1）的子集要素（Dn）包括原貌保存

度、建筑风格特色性、留存数量完整度、建筑类型丰富度四

个要素；广场空间（C2）的子集要素（Dn）包括场所使用频

次、功能设施完备度、位置布局和谐度；街巷空间（C3）的

子集要素（Dn）包括街巷保存完整度、街巷肌理识别性、空

间节点特色性、沿街建筑风貌连续性，景观空间（C4）的子

集要素（Dn）包括自然资源特色性、自然环境协调度。

非物质空间传承（B2）要素层（Cn）包括传统艺术空间

（C5）、民俗礼仪空间（C6）和传统工艺空间（C7）。根据不

同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形式一步细化要素层得到子要素集（D

n），传统艺术空间（C5）的子集要素（Dn）包括艺术传承度、

艺术保护稀 缺性、艺术活动参与度；民俗礼仪空间（C6）的

子集要素（Dn）包括生活方式保持度、民俗活动丰富度、民

俗文化氛围影响度。传统工艺空间（C7）的子集要素（Dn）

包括传统手工艺品独特性、传承生产延续性。（图 1.评价因

子体系）

2.2 珠海市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权重分析

表 2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指标权重表

A层 B层 权重 C层 权重 D层 权重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

空间价值评价

B1 物质

空间品质
0.5839

C1 建筑空间 0.2102

D1 原貌保存度 0.0843

D2 建筑风格特色性 0.0451

D3 留存数量完整度 0.0502

D4 建筑类型丰富度 0.0306

C2 广场空间 0.1191

D5 场所使用频次 0.0659

D6 功能设施完备度 0.0397

D7 位置布局和谐度 0.0135

C3 街巷空间 0.1856

D8 街巷保存完整度 0.0215

D9 街巷肌理识别性 0.0391

D10 空间节点特色性 0.0732

D11 沿街建筑风貌连续性 0.0518

C4 景观空间 0.0690
D12 自然资源特色性 0.0365

D13 自然环境协调度 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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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非物质

空间传承
0.4161

C5 传统艺术空间 0.1282

D14 艺术传承度 0.0270

D15 艺术保护稀缺性 0.0309

D16 艺术活动参与度 0.0703

C6 民俗礼仪空间 0.2065

D17 生活方式保持度 0.0355

D18 民俗活动丰富度 0.0927

D19 民俗文化氛围影响度 0.0783

C7 传统工艺空间 0.0814
D20 传统手工艺品独特性 0.0543

D21 传承生产延续性 0.0271

在确立了各层次指标后，对每个层次中的指标建立比较

判断矩阵进行重要性比较，在得出各决策指标的权重后，对

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到珠海市文化空间保护评

价指标权重，具体见表 2。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价值评价体

系中 B层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所占比重较为均衡，这也表

明珠海市古驿道的文化空间具有良好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基

础。在 C层中建筑空间（C1）、街巷空间（C3）和民俗礼仪空

间（C6）的权重最高，这说明了珠海市古驿道的文化空间以

建筑空间作为主要的文化发生场所，而民俗礼仪空间的权重

最高则说明珠海市古驿道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俗类遗

产对文化空间的塑造更为重要。在物质空间品质的 D层指标

中原貌保存度（D1）、场所使用频次（D5）、空间节点特色性

（D10）的权重最高，这说明珠海市驿道沿线的物质文化空间

的传统建筑风貌保护较好，同时空间场所具有活力，这都为

文化空间的保护提供了有特色的物质文化空间。在非物质空

间品质的 D层指标中艺术活动参与度（D16）和民俗文化氛围

影响度（D19）两个指标的权重较高，这说明了珠海市驿道沿

线的非物质文化具有较为良好的文化受众，以及较大的社会

影响力。

3.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保护策略

3.1 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间价值

结合对珠海市古驿道沿线的实地调研与珠海市驿道文化

空间价值评价体系，基本上可以看到，珠海市驿道沿线文化

空间价值较高的有两处，一处是唐家三庙神诞文化空间，一

处是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这两处文化空间的物质空间

品质较高，举行仪式活动的建筑具有良好的历史风貌，保留

的传统建筑数量较多，在历史记忆传承中的作用较为明显。

唐家三庙神诞文化空间具有完整的广场空间，（图 2.唐家三

庙前广场）功能设施较为完备，建筑布局也较为合理，适合

民俗文化活动的展开。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则具有较为

良好的街巷景观空间，（图 3淇澳岛街巷景观）岛上的祖庙、

东澳古庙、天后宫等几处庙宇是文化空间的重要节点。这两

处文化空间的物质空间也各自存在一定的问题，唐家三庙神

诞文化空间的街巷空间和景观空间的完整性和识别性不足，

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的建筑风貌遭到了一定的破坏。这

些都不利于文化空间的保护和发展。

图 2 唐家三庙前广场 图 3 淇澳岛街巷景观

唐家三庙神诞文化空间和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的非

物质文化品质较为良好，非物质文化形式较为丰富，唐家三

庙神诞文化空间有传统技艺和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淇澳岛

端午巡游文化空间具有多项传统民俗非物质文化。另外，这

两处文化空间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活动参与度、民俗活动丰富

度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度。

3.2 珠海市古驿道保护策略

3.2.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珠海市古驿道保护线索

珠海市古驿道在城市快速发展影响下，驿道遗存已变得

较为分散，驿道与村落之间的共生格局也逐渐模糊，遗产边

界也因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受到挤压。珠海市古驿道

遗产已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孤岛化现象，遗产缺乏整体性是珠

海市古驿道保护中面临的主要困境。珠海市古驿道地理空间

联系的逐渐减弱，并不意味着驿道沿线的时空整体性会随之

减弱。相反，由于古迹、文化空间和非物质文化蕴含的社会

与情感价值在时空中的接续，使得珠海市古驿道遗存具备较

强的文化整体性。

珠海市古迹的存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宗敬祖、人

伦道德、风俗教化的社会情感价值，珠海市驿道沿线以家宅

和祠堂为主要类型的古迹，清晰体现了岭南血缘-宗族为特色

的地域社会文化。驿路沿线经过的官塘村、唐家湾镇、会同

村、南溪村、南屏村和北山村等传统村落都以宗族聚居而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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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宗祠也都是各个村落空间的主导，维系着村落的空间秩

序，同时也为村落的社会关系、习俗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存在

空间。

珠海市古驿道驿道沿线的居民分享着共同的信仰和民

俗，广府地区在明清时期形成的多神系统民间信仰，如土地

神、南海神、天后、金花夫人、文武真君、玄武大帝、康真

君等神明广泛分布在街巷阡陌之间。
[8]
人们围绕神灵定期展

开的各种民俗活动，如舞狮、舞鸡、巡游、祭祀等跨越了地

域的边界，成了珠海市传统村落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活

动。在线性遗产时空中，驿道与沿线村落提供的特定自然环

境和人为环境，使人的情感与所处环境之间产生内在的共鸣，

将人、古迹和文化空间共同经历的情感、记忆和历史融为一

体。

3.2.2 珠海市古驿道保护策略

珠海存续的非物质文化为古驿道的整体保护提供了重要

的文化和空间线索。文化空间具有文化整合的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应对珠海市古驿道孤岛式现象的重要方法。在保护过

程中以唐家三庙神诞文化空间和淇澳岛端午巡游文化空间为

模板，对各区域的非物质文化进行整合，形成可持续的非物

质文化活动。红色文化是珠海市重要的文化基因，在驿道沿

线分布有北山杨氏大宗祠、甄贤学社旧址、容星桥故居、陈

芳家宅和苏曼殊故居等等。这些文物古迹已经提供了良好的

物质文化空间和文化记忆，但是这些文化古迹还缺乏文化的

整体性和传播手段。面对具有较为良好物质文化空间的文化

古迹，对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重要的保护手段。对于非物质

文化保留较为良好的驿道沿线区域，需要持续保持非物质文

化的活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塑造物质空间的原生性和特色性，

珠海市鸡山村的中秋对歌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市民参

与，非物质文化已经形成可持续的文化氛围，但是鸡山村作

为古村其历史风貌的原生性和完整性已经消失，这就失去了

成为文化空间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因此在保护过程中需要以

物质空间作为保护的主体，以合理的方式重塑建筑空间、广

场空间或者环境的景观空间。

珠海市古驿道的保护其实是重塑驿道遗产资源的过程，

要通过文化空间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串联构

建遗产廊道体系，根据不同文化类型形成文化传承空间、名

人名物遗产空间、文化巡礼等多样化的文化空间。
[9]
同时在

对古驿道遗产保护的同时，加强社会空间保障，引导居民认

知健全和主动参与文化空间的保护与建设，建立长效的政府

监管机制，在政策上对古驿道保护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10]

4.结语

本文分析了珠海市古驿道的文化空间特征，并对古驿道

文化空间的价值评价体系数理，并指出珠海市古驿道文化空

间价值的影响因子的具体特征。通过分析珠海市古驿道沿线

可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场所，寻找驿道沿线文化

空间构成的可能性，根据不同类型的遗产，通过文化传承，

名人名物主题、文化巡礼等多种方式促进古驿道沿线文化空

间的形成。使之能为未来古驿道保护提供一种较为可行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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