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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需要立足中国本土ꎬ进行理论创新ꎬ更需要对村落存在的逻辑与价

值进行思考ꎮ 村落存在有其自身的逻辑ꎬ城市与乡村并不是对立的ꎬ它们是共生互动

的ꎬ我国农业的特点和特有的客观实际也决定了村落的存在ꎮ 村落作为农民生产与生

活的空间ꎬ它的存在具有生活、生态与文化价值ꎮ 村落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ꎬ村
落里的生活方式是幸福的ꎬ劳动与交往方式是和谐的ꎻ村落的存在也有助于维护自然生

态平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ꎻ村落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尊重自然的生态

伦理ꎬ会使人的身心能真正抵达幸福的彼岸ꎮ 因此ꎬ城镇化不能遗忘农村ꎬ更不能破坏

原有的村落ꎬ毁坏原有的文化根基ꎮ
〔关键词〕城镇化ꎻ村落ꎻ逻辑ꎻ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城镇化真的要终结村落吗?

“英国、美国的农业是完全服从于工业社会的逻辑ꎬ但农业仍是无法消除的

政治和社会问题ꎬ它过分牵扯着华盛顿和伦敦领导人的精力ꎮ” 〔１〕 今天的中国ꎬ
“农业文明”与“乡村中国”正一步步走向“工业文明”与“城市中国”ꎬ农业、农村

与农民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已经被越抛越远ꎬ村落正面临消解、终结ꎮ 中国每天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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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８０ 至 １００ 个村落ꎬ〔２〕村落正在被城镇化吞噬ꎬ速度之快令人咋舌ꎮ 村落终结ꎬ
蕴含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就消失ꎮ 村落消亡ꎬ乡愁也就无处安放ꎬ“失故乡”的哀

愁会涌上心头ꎮ 村落是与城市相对应的存在ꎬ既是一种物质上的存在ꎬ也是一种

精神存在ꎬ它是有边界的ꎮ 村落的边界一般是以人相互熟知的地域共同体为界

限ꎬ村落成员流动性小ꎬ村落中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有趋同的趋势ꎮ “村落是血

缘、地缘关系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ꎬ是一个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

组成的群体ꎮ” 〔３〕当然ꎬ村落也是一个农民自然聚居在一起的地方ꎮ 文中所提的

村落终结ꎬ是指一般意义上的ꎬ也就是广义上ꎬ不仅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村落的消

解ꎬ还包括村落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的终结ꎮ 村落终结的形

态又是多样的ꎬ田毅鹏把中国村落的终结归纳为三种形态:城市周边的村落村庄

被迅速扩张的城市所吸纳ꎻ远离城市的偏僻村落在过疏化、老龄化背景下而走向

终结ꎻ政策的推动使村落走向终结ꎬ如:村落合并、村改社区等ꎮ〔４〕 无论村落以哪

种形态终结ꎬ都意味着村落最终走向消亡ꎬ难道城镇化就真的意味着村落的终结

吗? 我们认为ꎬ在城镇化进程中ꎬ村落有其自身存在的逻辑与价值ꎮ 城镇化决不

能遗忘农村ꎬ把村落淹没ꎬ更不能破坏原有的村落ꎬ破坏原有的文化根基ꎮ

二、村落存在的逻辑

(一)城市和乡村是相互依存、共生互动的关系

城市与村落并不是对立的ꎬ它们是互补、共生的ꎮ 李铁认为ꎬ就是在现代化

的今天ꎬ城市的发展也依赖于农村的支持ꎬ不能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农村的

发展ꎮ〔５〕城镇与农村是不能截然割断的ꎬ随着城镇化的推进ꎬ人口不断向城市集

中ꎬ就更依靠农村的资源ꎬ依靠乡村提供粮食ꎬ依靠乡村提供精神营养ꎮ 英国著

名学者、城市规划理论的奠基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创立了“花园城市”理论ꎬ倡
导城镇与乡村和谐共生ꎮ 城乡共生是可以互补的ꎬ“可以把一切最生动活泼的

城市生活的优点和美丽、愉快的乡村环境和谐地组合在一起ꎮ 城市和乡村

都各自有其主要优点和相应缺点ꎬ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二者的缺点ꎮ” 〔６〕 霍华德

在这里用的“城市—乡村”是指构成一个“城市—乡村”的“磁铁”ꎬ〔７〕 这块“磁
铁”可以使城市与乡村互相吸引ꎬ并能够愉快地结合ꎬ甚至成婚ꎮ 这块“磁铁”是
不能分开隔离的ꎬ“城市磁铁和乡村磁铁都不能全面反映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图ꎮ
人类社会和自然美景本应兼而有之ꎮ 两块磁铁必须合而为一ꎮ 正如男人与女人

互通才智一样ꎬ城市与乡村亦是如此ꎮ” 〔８〕霍华德主张城市与乡村之间在生物环

境方面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与有机平衡ꎬ为了达到这种平衡ꎬ城市要与乡村结合ꎮ
霍华德的“花园城市”既不是隔离孤立的城市ꎬ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寂静的乡村城

镇ꎬ而是把城市与乡村两者的要素统一到一个区域综合体ꎬ这个区域综合体可以

是多中心的ꎬ结合城市与乡村的优点而整体运行的ꎮ 相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ꎬ
他不仅提出自己的设想ꎬ而且从城乡协调的角度来阐释城市的发展ꎬ把城市与乡

村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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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发展是互动的ꎮ 我国城镇化应该是与农村发展相互协

调ꎬ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ꎮ 英国学者大卫皮亚柯德认为ꎬ中国城镇化可能的三

种路径:计划控制性、自由市场的发展、社会的均衡发展ꎬ特别指出了社会均衡发

展的重要性ꎬ它能维持社会稳定ꎬ又能使大城市、小城镇与农村协调发展ꎬ缩小城

乡差距ꎮ〔９〕霍华德在谈论伦敦的未来ꎬ强调要急需寻求应对乡村地区人口下降、
大城市人口过多的对策ꎮ “庞大的城市增长犹如大肿瘤的增长ꎮ” 〔１０〕欧洲在早期

的城市形成阶段ꎬ城市与村落是一直共生发展ꎬ古希腊城市在早期形成与发展

时ꎬ一直与附近的乡村保持联系ꎬ“城市和乡村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一种和谐一

致ꎬ它们并不是生活中两个对立的方面ꎮ” 〔１１〕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乡村发展的基

础上的ꎬ城市繁荣与乡村发展是互动的ꎬ“城市正是吸收了这些村庄习俗ꎬ它才

形成了自身强大的活力和爱抚养育功能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ꎬ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才成为可能ꎮ” 〔１２〕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谈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的

发展外部界线时ꎬ强调要永远保留开阔的乡村ꎬ以便用作农业或者休闲用地ꎮ
“城市与乡村的地域关系是均衡的ꎻ关于其内在的发展方面ꎬ在家庭、工业和市

场之间ꎬ政治的、社会的和娱乐的功能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ꎮ” 〔１３〕 正是这种平衡

维持着城乡共同发展ꎮ “提倡都市化是不错的ꎬ但是同时却不应忽视了城乡的

有机联系ꎮ 如果其间桥梁一断ꎬ都市会成整个社会机体的癌ꎬ病发的时候城乡一

起遭殃ꎮ” 〔１４〕城乡之间形成了有机联系ꎬ村落也就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终结ꎬ“一
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ꎬ其终

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ꎮ” 〔１５〕正因为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ꎬ城市

的繁荣带动了乡村的发展ꎬ乡村的进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ꎮ
(二)农业特点和我国特有的客观实际决定了村落的存在

农业具有地域性、季节性、周期性等特点ꎬ农业的这些特点ꎬ客观上决定了农

民不能远离自己的土地居住ꎬ只有在靠近土地的地方定居ꎮ 村落离田地近ꎬ有利

于农业的生产ꎮ 农民的生产对象是具有生命活动的生命体ꎬ农作物庄稼、家禽牲

畜等ꎬ这些都需要农民在旁细心照料ꎬ需要及时引水灌溉、打药除草、喂养饲料

等ꎮ 土地是需要精心耕作的ꎬ“每块土地都有自己的个性ꎬ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除了土壤的特殊性ꎬ还有微观气候变化影响ꎮ” 〔１６〕春种与秋收体现了农业生产的

季节性和周期性ꎮ 民间有句谚语:“秋分早ꎬ霜降迟ꎬ寒露种麦正当时”ꎮ 这就要

求农民必须遵循自然规律ꎬ及时耕种抢收ꎮ 譬如ꎬ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实

行“油稻稻”三熟制ꎬ即油菜秋种春收、早稻春种夏收、晚稻夏种秋收ꎬ最忙时就

是晚稻夏种秋收时节ꎬ也称作“双抢”ꎬ此时农民需要在田间地头日夜抢收抢种ꎬ
村落作为与农田近距离的农民生活和生产的空间地域ꎬ在时间和空间上满足农

业生产较强季节性和周期性的要求ꎬ它能够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时空上的

方便ꎮ 村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连ꎬ农业生产特点决定了村落的存在ꎮ 村落既为

农作物、牲畜提供生存的环境ꎬ又是土地与农民之间的情感容器ꎮ “熟悉自己的

土地ꎬ对自己的土地进行经营ꎬ这需要很长时间! 人们越是熟悉他的土地ꎬ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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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恋它ꎮ” 〔１７〕如果村落没了ꎬ土地必将失去精心照料ꎬ或许农业的特点也将渐

渐消失ꎬ那么农业也就极其危险了!
中国特有的客观实际是小规模家庭农业和庞大的农民基数ꎬ这就决定了必

须要有村落这个容器的存在ꎮ 美国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黄宗智认为ꎬ随着中

国城镇化进程加快ꎬ中国农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资本化ꎬ伴随资本化的不断加深ꎬ
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小规模家庭农场ꎮ 中国的未来不是大型的机械化农场ꎬ
而是在于资本与劳动双密集化的小型家庭农场ꎬ它们才是高附加值农业生产的

主体ꎮ 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工几乎不可能在城市购房定居ꎬ只能返乡“退休”ꎬ这
样农业生产和非农务工就成为支撑农民生活的双拐ꎮ 一方面ꎬ小型家庭农场为

农民工在城市提供变相失业保障和变相养老保障ꎻ另一方面ꎬ农民工通过非农务

工反过来补贴家用ꎬ辅助小规模农业的低回报ꎮ 否则ꎬ中国小规模农业也难以维

系ꎮ〔１８〕我国与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同ꎬ那种以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

化、商品化生产经营方式为特点的农场化的运行模式在我国不一定能适应ꎮ 从

客观条件看ꎬ我国农民户均不过十亩地ꎬ很多山区人均几分地ꎬ且条块分割、不成

片ꎬ隔离分散ꎬ参差不齐ꎬ不适合机械化耕种ꎮ 从现实情况看ꎬ农业产业化经营失

败的案例很多ꎬ风险极大ꎬ最终受害的还是农民ꎬ因为农民入股是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ꎮ 韩俊认为ꎬ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ꎬ不能脱离实际ꎬ片面追求超大规模

经营ꎬ盲目崇拜国外的大规模农场ꎬ要充分认识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长期性

和复杂性ꎮ〔１９〕 温铁军认为ꎬ中国不适合走美、加、澳等国际的大农场农业道

路ꎮ〔２０〕如果走大型的机械化农场化之路ꎬ农民的田地经正规流转出让给规模经

营ꎬ那么进城打工经商的农民一旦失业或经营失败ꎬ就不能随时返乡种田了ꎬ即
使返乡了也无所事事ꎬ只有呆在城镇ꎬ消磨时光ꎮ 这样就会堵死农民工返乡的通

道ꎮ 实际上ꎬ２ 亿多农民工中ꎬ能够在城市体面就业并能安居的占少数ꎬ绝大部

分仍然要依靠农村ꎬ依靠农业ꎮ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范芝芬认为ꎬ通过废除

户籍制度来解决农民工问题、认为农民工渴望成为永久性居民ꎬ这是站不住脚

的ꎮ 许多农民工并不愿意永久性居住在城市ꎬ在城乡之间往返迁移回流ꎬ实际上

使农民工能在城乡“两栖”ꎬ且同时在两个地方都获得收益ꎮ〔２１〕 农民往往学历偏

低ꎬ技能缺乏ꎬ“问题是将大量弱势农民弄到城里去了ꎬ他们在城市无法体面安

居ꎮ 留下少数农民作为农场主ꎬ在政府扶持下收入倍增ꎬ这解决了什么农民问

题? 将农民弄到城市贫民窟ꎬ农民生活更糟糕ꎬ这有什么正义可言?” 〔２２〕另外ꎬ农
场化使那部分留守在家种田的“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 〔２３〕 消失ꎬ让留村的中

老年农民无路可走ꎮ 进城农民ꎬ假如有一天城市梦碎了ꎬ家乡又难回ꎬ将会是一

种什么样的悲剧? 村落是他们的家园ꎬ土地是他们最后的一道生活保障ꎮ

三、村落存在的生活价值———人们幸福生活的需要

幸福的生活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满足ꎬ而且精神生活的追求也要

得到实现ꎮ 乡村的生活与生产是融为一体的ꎬ村落是农民的生活与生产空间ꎬ在
—４４１—

学术界 ２０１５. １１学者专论



此空间里ꎬ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等多种需要可以通过乡村生活来得到

满足ꎮ 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乡村生活对身心健康的益处ꎮ “物质自足与精神丰盈

并不是矛盾的两极ꎬ保护了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产ꎬ也就是保存了文化多样性ꎬ
就为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项ꎬ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ꎮ” 〔２４〕

(一)村落的劳动与交往方式是和谐的

村落不像城市ꎬ那里是熟人社会ꎬ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交

往关系ꎬ村里人同饮一井水ꎬ同耕一方田ꎬ人们之间相互信任ꎬ互助守望ꎬ劳力互

帮ꎬ农具互借ꎬ形成相对稳定的居住生活方式ꎬ和谐的邻里关系ꎮ “出身和住处

的基本联系ꎬ血统和土地的基本联系ꎬ这就是村庄社会方式的主要基础ꎮ 在这种

生活方式中ꎬ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完整的人ꎬ左邻右舍ꎬ召之即来ꎬ共同分担

生活危机ꎬ为将死者送终ꎬ为死去者同掬同情之泪ꎬ又彼此为婚嫁喜事、小孩出生

同欢共庆ꎮ 一家有难ꎬ四邻支援ꎮ” 〔２５〕 田野劳作ꎬ虽很劳累ꎬ但大家身心是愉悦

的ꎮ 无论是播下希望的种子ꎬ还是收获辛勤汗水的结晶ꎬ都会令人高兴ꎮ 霍华德

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ꎬ引用罗斯金的«以此告终»一段话正说明了村落生活的

美好ꎮ “令人永远怀念、向往的景象莫过于愉快的劳动ꎬ风调雨顺的田野ꎬ明媚

的花园ꎬ丰收的果园ꎬ整洁、甜蜜、宾客盈门的家园和生机盎然的嬉笑之声ꎮ” 〔２６〕

与之相对应ꎬ在大城市里ꎬ人们不熟悉他们的邻居ꎬ人与人之间陌生而疏离ꎬ
常常苟活在人格的面具下ꎬ隐藏自己ꎮ “人们招摇打扮自己ꎬ让别人认出他们的

身份地位ꎬ他们的情趣爱好ꎬ他们的幸运和成功ꎮ 每一个人ꎬ每一个阶级ꎬ都装上

一个门面ꎮ” 〔２７〕当城市生活给人失落、不如意时ꎬ当人们为生活所累时ꎬ就会自然

而然地想起自己的精神家园———远方的故乡、心中的村落ꎮ
(二)村落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渐渐被人们所关注、认可和向

往ꎮ 今天我们面对喧嚣的都市和快节奏的生活ꎬ传统乡村里的那种相对安适感、
归属感ꎬ以及低能耗、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和轻松的生活氛围ꎬ都显得格外珍贵ꎮ

村落生活的相对安适感、轻松的生活氛围和较好的自然环境被视为幸福的

来源ꎮ 通过走访大量农民工了解到ꎬ农民工在对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比较中ꎬ
他们仍然感到农村生活具有一些优势因素ꎮ 在城里打工ꎬ城市有很多新鲜的事

物ꎬ在生活条件方面远远优于农村ꎬ但他们感到自己仍然没有脱离农村社会ꎬ他
们在比较、感受城乡优劣之处的过程中ꎬ仍将农村的自然环境、轻松的生活氛围

视为幸福的主要来源ꎬ并且有意识地突出城市在这方面的不足ꎮ 人们在为生活

而奔波忙碌中ꎬ会不自觉地向往乡村的那种相对安适感ꎬ“村庄的秩序和稳定

性ꎬ连同它母亲般的保护作用和安适感ꎬ以及它同自然力的统一性ꎬ后来都流传

给了城市:即使这些东西在城市的过度发展中整个儿地丧失了ꎬ它们也仍会残存

在寓所里和邻里之间ꎮ” 〔２８〕 乡村里充满着这种秩序和稳定性ꎬ沉淀出历史的厚

度ꎬ“若没有村庄这种成分ꎬ较大的城市社区便缺乏一个必要的基础ꎬ更无从形

成他固定的环境和经久的社会ꎮ”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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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也需要归属感ꎬ村落是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家园和精神家园ꎮ 村落由许

多家庭和邻居组成ꎬ他们彼此之间都比较熟识ꎬ那里有家禽家畜ꎬ有住宅和仓廪ꎬ
这一切都植根于列祖列宗的土壤中ꎮ 村落是老百姓根之所在ꎬ是老百姓的“乡
愁”安放之所ꎬ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根ꎮ 如果村落消失了ꎬ老百姓的根就没了ꎬ
“乡愁”也将无处安放ꎮ 我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久远的国家ꎬ村落也在城市人心中

烙下深深的痕迹ꎬ只是今天ꎬ城市化让人把乡村遗忘ꎬ可人们的生活却无时不自

觉地对乡土进行再造ꎮ “进入城市后ꎬ居民们把许多有益的乡村消遣方式和健

身活动都丢弃了ꎻ所以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使命就是恢复这些农村特点ꎬ使之成

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农耕、放牧和山林狩猎的古老母胎中发展形成的那

种独立的、合于传统风格的锻炼形式ꎮ” 〔３０〕 这是西方人对乡村生活方式的恢复ꎬ
何况中国人有斩不断的乡土文化与叶落归根的情怀ꎬ村落让人重拾乡愁ꎬ也为游

子保留回归的巢和精神家园ꎮ
此外ꎬ村落生活绿色环保ꎬ提升人的幸福感ꎮ 近年来ꎬ城市人越来越多ꎬ愈需

要亲近自然ꎬ需要新鲜的空气、葱绿的山川、湛蓝的天空、无污染的食品ꎬ而这一

切只有去乡村寻求ꎮ “绿色乡村”的发展理念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ꎬ注重发展乡

村生态特色农业ꎮ 农村每天生产新鲜的空气、纯净的水、健康的食品等ꎮ 那里没

有污染的空气、喧嚣的噪音、拥堵的道路ꎬ却生产着城市生活的必需品ꎬ为城市发

展服务ꎮ 清洁空气与绿色食品正是今天城市人所向往的ꎬ“只有当市民发现自

己囿于城市例行公事ꎬ陷入城市环境而看不到多少天空、草地和树木时ꎬ乡村的

价值才清楚展现出来ꎮ” 〔３１〕

四、村落存在的生态价值———维护生态平衡的需要

李培林指出ꎬ“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问题还是在农村ꎬ要通过城乡统筹发展ꎬ
极大地提高农民的收入ꎬ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ꎬ保护好农村的生态环

境ꎬ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ꎮ” 〔３２〕城乡生态分布合理ꎬ城镇与乡村交错ꎬ城镇

在农村中ꎬ城乡共处一个生态系统ꎬ这些都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促进生态文明

所必不可少的ꎮ
(一)乡村发展的生态优势明显ꎬ维护自然生态平衡需要村落的存在

一个良好的人类自然生态系统应是农村包围着城市ꎬ城市在农村之中ꎬ农村

与城市“愉快地结合”ꎬ共同“生活”在一个生态系统之中ꎮ 城乡生态分布合理ꎬ
城乡的大气、水等相互融通ꎬ维护生态平衡ꎬ生态环境良好ꎬ城乡相互依存ꎮ 农村

的资源与城市的资源互补ꎬ农村的比较优势是生态资源ꎬ清洁的空气、美丽的原

野自然、丰富的农林资源ꎬ这些都是城市不可比拟的ꎬ也是城市人向往的ꎮ 天地

蕴藏的可再生能源就是我们今天所开发的绿色能源ꎬ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

等ꎮ “如何在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创新结合中ꎬ走出一条基于东方智慧的

生态城市建设之路ꎬ应成为新能源革命的新内涵”ꎮ〔３３〕 事实上ꎬ农村在绿色能源

的使用已经走在了前面ꎮ 目前来说ꎬ无论是从市场规模还是从技术领先程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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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ꎬ中国的三项新能源技术和产品已经走在世界前列ꎬ并且都发生在中国的农

村ꎮ 它们是遍布中国农村的太阳能热水器、在中国农村推广的沼气、以中小城镇

和乡村为主导市场的电动自行车ꎮ
至于低碳生活方面ꎬ农村也有比较优势ꎮ “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均能耗是农

村的 ３ 倍从生态文明建设看ꎬ乡村低成本、低消费、低能耗的幸福生活模式ꎬ
恰恰是需要倡导的新生活方式ꎮ” 〔３４〕 乡村低碳生活方式正是倡导生态文明所需

要的一种幸福生活模式ꎬ在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中ꎬ低碳已经融入到方方面面

了ꎮ 我国绿色能源的分布相对均衡ꎬ农村人口密度相对城市来说就小多了ꎬ那
么ꎬ人均可利用绿色能源数量就多ꎮ 农村具有使用绿色能源的资源优势ꎬ近年

来ꎬ新能源的应用在农村已经启动ꎬ尤其是太阳能与沼气已经成为农村能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ꎮ 中国有句俗语“农民看天吃饭”ꎮ 农业生产的收成很大程度上依

赖于自然界的力量ꎬ农民寄希望于自然界ꎬ更加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ꎮ 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就必须要探索低碳生活道路ꎮ 此外ꎬ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相比ꎬ
虽相对落后ꎬ但却相对节约ꎮ 农村拥有庞大的农业人口ꎬ农村的生活模式本来就

比城市低碳ꎬ村民衣食住行是简朴和绿色的ꎮ 因此ꎬ维护农业生态平衡和自然生

态平衡ꎬ都离不开村落的存在ꎮ
(二)村落的生态系统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哲理

“传统的自然村落是血缘和地缘的统一体ꎬ是农民共同居住、共同生产和共

同生活的场所ꎮ” 〔３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创造了野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需求之

间的平衡关系ꎬ它把人类从大地索取的东西又有意识地归还给了自然ꎮ” 〔３６〕传统

村落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机体ꎬ这是在人与自然长期互动过程之

中逐渐形成的ꎬ在此场所中ꎬ人、自然和村落之间形成一定的互动规律ꎮ 如果村

落与城市在经济、社会、环境上协调发展ꎬ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合理ꎬ那么就能维

护良好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ꎬ实现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效益

的统一ꎮ “城市从村庄获得具有照料、保护并促进生命的环境这一特征ꎬ稳定而

安全ꎬ根源在于人与别的有机物和社区之间的相互互惠关系村庄和乡村一

直是清新生活的储存库ꎬ受祖先行为模式的约束ꎬ使人们保持人性、通人情ꎬ但又

对人类的局限性和人类的可能性两者都有自知之明ꎮ” 〔３７〕乡村这种舒适的、清新

的、纯朴的生活ꎬ让人的心灵归于本真ꎬ甚至缓解身心的疲劳ꎬ也需要乡村来给人

以心灵栖息ꎮ 今天ꎬ有一些人反而不愿居住在大城市ꎬ宁愿呆在小城镇ꎬ因小城

镇毗邻乡村ꎬ可以亲近自然ꎬ空气新鲜ꎬ适宜生活ꎬ有益身心健康ꎮ
我们在探索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上ꎬ一定要对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进行

反思ꎬ吸取西方的教训ꎮ 西方在城市化进程中ꎬ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ꎬ早在一

百七十多年前ꎬ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托克维尔的«英国及爱尔兰游

记»中ꎬ都有对“黑乡”曼彻斯特的生动描述ꎬ指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城市化中对

自然生态的破坏状况ꎮ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指出ꎬ“光、空气等

等ꎬ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ꎬ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ꎮ 肮脏ꎬ人的这种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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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腐化ꎬ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ꎬ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ꎮ 完全违反

自然的荒芜ꎬ日益腐败的自然界ꎬ成了他的生活要素ꎮ” 〔３８〕 这是一个半世纪以前

资本主义城市的真实写照ꎬ这种“普遍污染”现象是由于城市的盲目扩张ꎬ使富

有诗意的“村落”消失ꎬ自然生态平衡被打破ꎮ “大都市迅速而猛烈地扩展ꎬ把它

思想上的毒素和化学上的毒素两者都扩散到全球各处ꎬ它造成的破坏恐怕是无

法挽救的ꎮ” 〔３９〕科技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ꎬ“科学和技术上过分的精致ꎬ丝毫不

考虑人类的价值和目的ꎮ” 〔４０〕因此ꎬ我们要对乡村的生态价值进行再认识ꎬ乡村

其实是生态文明的宝库ꎬ村落里不仅孕育着生态低碳生活的理念ꎬ而且有效地实

现着生态循环ꎬ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五、村落存在的文化价值———满足人们精神与情感的需求

村落文化是民间老百姓生活智慧的结晶ꎬ它自然淳朴ꎬ能够指导村落共同体

团结一致、共同发展ꎬ它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道德教化功能ꎮ 村落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主要发源地ꎬ大量优秀传统文化都来源于田园乡村ꎬ乡村常是学术、文化的

主要场地ꎮ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ꎬ而农耕文明的载体又是乡村ꎬ
“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ꎬ其本质是乡村文化ꎮ” 〔４１〕梁漱溟也认为ꎬ乡村是中国文化

的根基所在ꎬ“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ꎬ并以乡村为主体ꎻ所有的文化ꎬ多
半是从乡村中来ꎮ” 〔４２〕 他认为乡村文化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和意义ꎬ要改造中

国ꎬ必须拯救日益破败的乡村文化ꎬ重建乡村秩序ꎬ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ꎮ
那么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ꎬ保留乡土文化、留住乡村的文化记忆ꎬ就显得至关重要ꎮ

其一ꎬ村落文化是乡村共同体内的一个精神家园ꎮ 村落文化给人情感支撑ꎬ
让人生活更舒心ꎮ “村落文化是目前中国农村最具特色的文化形式ꎬ是对目前

中国农村社会及人的行为最具概括力及解释力的一个概念ꎮ” 〔４３〕 它有着特定的

理念情感与精神气质ꎬ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ꎬ它的核心是礼俗文化ꎬ通
过乡土本色的形式表现出来ꎮ 乡土文化培育了乡村社会的道德共同体ꎬ维持了

家庭和乡村社会的相对稳定ꎮ 农民在乡村共同体中形成的道德性人格ꎬ具有集

体主义的互助精神ꎬ实现抱团取暖ꎬ人们的精神慰藉能得到满足ꎬ生活更舒心ꎮ
尤其当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对不确定的生活ꎬ而又难以获得像过去在乡村里那种

亲密的情感和社会关系支持时ꎬ就需要转向村落中的老家父母、兄弟姊妹以及周

围族亲ꎬ在那儿寻找一种情感上的支持ꎮ
其二ꎬ村落里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关注ꎬ这些都是当

下社会民生幸福的重要内容ꎮ 尤其是在城镇化进程中ꎬ满足精神需求已经成为

幸福指数的重要方面ꎮ 物质状况虽是幸福生活的基础ꎬ但精神生活却是幸福生

活的关键ꎮ 村落里虽然没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文化生活ꎬ“但千百年来农民的睿

智和生活哲理形成的道德规范和交往规则ꎬ仍然是我们现代社会的精神和制度

财富的一部分ꎮ” 〔４４〕村落里处处都充盈着浓浓乡土的气息ꎬ乡土久远地孕育着村

落文化ꎮ “农业村落ꎬ而不是市场ꎬ是城市的原型ꎬ它的保护、储藏和保持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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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是城市的本质核心ꎮ 在它们赋予集体性的艺术以具体表现形式的同时ꎬ村
落成为了文化形式中最‘超凡脱俗’的ꎮ” 〔４５〕 “乡村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运行系

统的渊源和基础ꎬ有无良好的乡村文化积淀是乡村秩序正常运行的灵魂和根

基ꎮ” 〔４６〕当下ꎬ社会日益浮躁ꎬ人们追求乡村的自然和淳朴ꎬ排解心中的矛盾和焦

虑ꎬ想在乡村宁谧的环境和传统的文化中ꎬ找寻“精神家园”ꎬ抚慰疲惫的心灵ꎮ
其三ꎬ村落文化中蕴含的乡村的伦理与信任ꎬ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ꎬ会使人

的身心能真正抵达幸福的彼岸ꎮ 村落文化表现出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生态ꎬ
是原生态、原汁原味的ꎮ 当人们因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对物质的盲目崇拜导致

道德素质滑坡、精神生活空虚时ꎬ村落文化为我们提供反省的可能ꎮ 物质的幸福

虽很重要ꎬ但单一的物质追求并不能提升幸福感ꎬ幸福感要靠文化来提升ꎮ 当

然ꎬ传统的村落文化有其封闭、落后、保守的一面ꎬ其本身具有不适应这个时代的

缺陷ꎮ 对于村落文化中不好的部分ꎬ我们予以剔除ꎬ但是对其正面的价值ꎬ我们

应予以继承和发掘ꎮ 尤其是乡村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和价值观ꎮ 在人

与自然关系上ꎬ强调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ꎻ在人与

人、人与社会关系上ꎬ强调一种公共性、人与外界的和睦相处ꎮ 我们应发掘乡村

文化中正面价值的一面ꎬ倡导乡村的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和怡然的生活方式ꎮ

六、结　 语

“过去ꎬ我曾在乡村里梦想城市ꎻ现在ꎬ我在城市里梦想乡村ꎮ 自然与和谐

是人类真正的归宿ꎬ城市的归宿是走回自然ꎮ” 〔４７〕城镇与乡村之间是不能截然割

断的ꎬ它们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有机联系ꎬ它们的关系也并非此消彼长ꎬ城镇化不

应导致中国的村落走向终结ꎮ 村落中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化的生活方式ꎬ村
落里那种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生态ꎬ村落间那种抚慰人心灵的栖息之所ꎬ这些在

当今城镇化建设中无不具有现实意义ꎮ 当然ꎬ强调村落存在的价值并不是用乡

村文明对城镇化和工业文明的否定ꎬ而是要在中国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对城镇

化再反思ꎮ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必须要突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樊篱ꎬ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ꎮ” 〔４８〕综上可见ꎬ城
镇化需要立足中国本土ꎬ进行理论创新ꎬ要对村落存在的价值进行再认知ꎬ要让

农民有“回家的路”ꎬ要让居民“望山见水”ꎬ记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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