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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载体设计之道：
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活化更新设计的案例透析

陈凌广　 陈子坤

摘　 要： 文章从城乡二元结构、 原子化等所引发的公共文化空间供需矛盾， 分析其产生矛盾的文化根

源， 尝试以艺术的方式、 方法解决祠堂公共文化空间的活化路径， 通过 “祠堂载体设计” 活化更新的样本

采集与内涵拓展， 立足 “腾笼换鸟”， 实现功能的优化与整合， 提高祠堂载体创新的内生动力， 特别是祠

堂古戏台载体的设计创新， 为学界探索祠堂戏台活化带来了多样化的文化样本， 为业界探寻乡村振兴， 找

到祠堂活化解决问题的路径。 文章对钱塘江流域内众多祠堂建筑空间活化案例加以梳理与分析， 在结合当

地文化资源、 创意产业的背景下， 提出对代表性祠堂空间进行改造实践， 因地制宜促进祠堂活化样本的多

样性， 让先进文化进入农村祠堂， 使之成为培育新式农民的孵化器及促进乡村文化价值形成的助推器， 从

而最终成为实现乡村文化精神成长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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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乡村发展受经济欠发达和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等因素的制约， 一直处于相对

滞后状态。 大批青壮年劳力长期外出务工， 以老弱、 妇幼、 中小学生滞留为主的空心村比比皆是， 乡

村日益呈现原子化①趋势，［１］由于缺少必要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 直接导致乡村缺乏创新能力与文化

活力， 文化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传统形态的乡村的许多公共议题往往在 “祠堂社屋” “田间地头” 这些

公共空间发生， 并通过相互沟通交流得以解决， 乡村的公共空间潜移默化地对乡村共识的形成、 乡村

人际关系的融洽、 乡村自治的实现以及地区认同的完善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祠堂、 村口、 广场等

为代表的公共空间， 承载的是乡村居民的生活习惯及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活动， 是乡村聚落整体环境的

有效组成部分， 更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物质载体。
然而， 根据笔者对钱塘江流域祠堂这一民居公共文化空间做的重点走访与调研， 祠堂建筑空间老

化 （除 ３０％左右恢复祭祀外）、 空置率高、 能效度低、 空间利用率不高等问题突出， 缺乏有效的载体，
活化之路步履维艰。 乡村传统文化复兴遇到最大的困难是很多乡村社会伴随着人的流动与新型城镇化

的推动， 呈现去组织化、 去合作化、 去邻里化的倾向， 以社会原子化为特征的社会风险在加剧， 宗族

观念也变得越来越淡薄， 而承载家族兴衰概念内涵的空间载体———祠堂， 更是命运堪忧。 梁思成曾说

过： “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 充沛艺术趣味的街市， 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 祠堂因其作为村

落文化的重要节点， 无论是建筑本身的雕饰、 建筑空间的等级规模皆堪称华丽， 是乡村古建筑的精品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７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 ‘后家族时代’ 钱塘江流域传统村落祠堂活化路径研究” （１７ＢＨ１６８）
的阶段性成果。

社会原子化是指由于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 的解体或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
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 人际疏离、 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 一般而言 ， 社会原子化危机产生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期。 最先提出

社会原子化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 田毅鹏教授是国内目前研究社会原子化最有成效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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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 精巧的祠堂木构工艺文化现象是我国极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祠堂与中堂、
学堂并称 “三堂”， 身份认同在祠堂； 人的教化在中堂； 人文觉醒在学堂。 《大学》 开篇语便是： “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这是千年乡村的生命线， 是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守候的精

神堡垒， 也是华夏文明的方向。 随着时代的变迁， “在一系列工业化、 城镇化、 经济化的浪潮中， 农业

人口的城市化流动与迁移、 城市化的扩张以及现代人个体意识的过度彰显与家族意识的淡薄等原因，
特别是在当下的 ７０ 后、 ８０ 后、 ９０ 后、 ００ 后的心目中， 家族祠堂无异于历史尘埃的废墟。 我们似乎进

入了一个实至名归的 ‘后家族时代’ ”。［１］若因社会进步而任由该民族遗产走向破败甚至消亡， 那将是

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

一、 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

一边是公共文化空间的缺失， 一边是大量构筑精美的宗族祠堂因祭祀、 社交功能等的缺失面临着

失修、 损毁和废弃， 即使保存下来也大多处于内容空洞、 名存实亡的尴尬境地。 学者董磊明认为： “村
庄的公共空间的缺失将直接导致乡村人际关系不断疏远， 会造成许多人缺乏对未来生活的预期与希

望。” 这种原子化的现象应得到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重视， 并积极探寻对有条件的祠堂加以修缮利

用， 在创新载体上下功夫， 寻找活化之道。 乡村的文明离不开慈善、 互助、 生态、 道德， 乡村的振兴

离不开诚信、 礼仪、 孝道， 他们共同组成了乡愁的精神内核。
面对传统村落存在以公共空间为基础的巨大的交往需求和公共生活需求， 在新的乡村共同体意识

未能形成的状态下， 乡村公共生活的缺失， 也是导致部分乡村日益凋敝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让大部

分已经被废弃的祠堂以包容与创新的文化姿态实现转型， 在新的伟大复兴征程中发挥独特的教化功能、
留住乡愁功能、 保持寻根功能， 对其活化的研究成为当下必然。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中国乡村建设之路， 本质上就是修复中国文化与精神的碎片， 就是从中国文化

基因的源头切入， 复兴乡村， 筑巢引凤， 以乡养城， 以城助村， 承担以文化引领乡建的时代责任， 祠

堂的活化就是乡建中重要的内容载体。 为此， 笔者对祠堂活化研究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学界

对钱塘江流域传统村落祠堂建筑的关注主要来自文化学、 工艺美术 （或雕塑）、 建筑三个学科的交叉领

域， 其研究模式主要有三种： 即从宏观到区域、 从零星实体到空间整合、 从图像学到人类学。 其中梁

思成、 刘敦桢等在 ２０ 世纪前期就关注到浙江母亲河———钱塘江流域的建筑装饰艺术； 陈志华等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起关注了村落与祠堂建筑风貌、 文化功能、 建筑艺术等实体研究； 巫鸿 《武梁祠》 等转向节

点纹饰研究， 向我们展示了祠堂独特文化魅力； 日本学者井上彻的 《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 韩国学

者朴元熇的 《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 等， 其主要

是依托对宗族学术史的研究， 阐述宗法主义； 左靖的 《汉品 ０１ 古建筑七面体》 关于古建的保护与再利

用问题； 李文彩的 《让先进文化进入农村祠堂》、 张卫文的 《 “旧祠堂新阵地” ———吉安市将旧祠堂打

造成农村文化室的典型做法及经验启示》 指出， 注重把公共文化的重点放在基层、 放在农村充分发挥

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李翔的 《浙江祠堂文化的比较性研究———以淳安和温州两地为例》 《乡
村祠堂文化保育与活化中的地方政府角色———以金华市境域祠堂为例》 主要针对祠堂的历史演变与社

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并总结了祠堂文化在乡村社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祠堂保护中的角色

定位及对策； 各地陆续出现的关于祠堂活化的成功实践案例如： 海盐钱氏宗祠变身 “钱氏学堂”、 梁氏

宗祠变身 “博物馆” 活化凤浦、 东莞古祠堂 “新生记” 传统建筑变身文化新载体、 江门 “活化” 农村

祠堂打造 “侨” 特色文化平台等。 显然， 祠堂活化为突破口的实践性研究渐成气候。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社会出现了 “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现象， 一些传统文化正在以行政和

市场的力量， 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活。 民间祠堂曾经是中国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 是农村祭祀祭奠、
议论村务、 兴学公益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 然而， 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之初， 因种种历史、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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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农村祠堂荒废、 破损严重。 近年来，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 旅游经济的发展、 文化软实力的建

设， 祠堂文化再次进入国人的公共生活。 鉴于这样的社会、 文化、 经济背景， 本文以 “祠堂空间载体

设计之道” 为主旨， 探索其不同空间功能转换与活化更新的路径， 在跨专业综合、 在地营造实践、 乡

土语言的现代化表达等不同纬度的创新实践中， 课题组在为期两年多时间对钱塘江流域内众多祠堂建

筑空间活化案例加以系统梳理， 在结合当地文化资源、 创意产业的背景下， 提出对代表性祠堂空间进

行改造实践， 让先进文化进入农村祠堂。

二、 “祠堂载体设计” 样本

（一） 基于乡村民俗博物馆空间展示载体的祠堂活化案例实践

２０１３ 年浙江省就启动了 ２６０ 个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 新建 （修缮） １０００ 个农村文化礼堂， 其中

海盐钱氏宗祠恢复性维修过程中融入了 “文化礼堂” 功能元素使其变身 “钱氏学堂”；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中国建设报 《探索古建筑 “活化” 新路径》 着重就中国首个省级 “古建筑认领” 法规——— 《山西省

社会力量参与古建筑保护利用条例》 出台， 为精准科学活化更新祠堂等古建提供法律保障。 这些法规

的出台， 强化了祠堂建筑文化遗产在利用的同时， 要注意从内容、 形式上彰显内涵， 突出时代和地域

的文化元素， “活化” 是为历史建筑寻找新的生命、 新的用途， 以 “一堂一品” 为活化目标， 因地制宜

促进祠堂活化样本的多样性。
（二） 祠堂博物馆功能空间创设， 到祠堂展起来

１ 祠堂博物展示留住村民集体记忆

近年来浙江省结合自然生态、 民俗文化、 农耕文明、 传统技艺等地方特色资源， 一批宗祠建筑被打

造成覆盖全域的乡村特色 “生活形态博物馆” （即文化展厅）， 吸引了不少民众的关注， 更为老百姓津

津乐道。
（１） 独具生活印记的祠堂农耕展示馆的创设。 如桐庐县的荻浦申屠宗祠、 建德新叶村叶氏支词等

就是以展示祖辈传下来的农具、 家具等有着时代印痕的老物件、 老古董民俗而成为当地中小学校外课

堂实践基地， 实物展厅的创设使本就厚重的历史记忆多了一份乡愁记忆。
（２） 独具旅游功能为一体的祠堂民俗馆设计。 在浙江众多祠堂乡村博物馆更新设计案例中， 对空

间改造较为彻底的要数海盐县沈荡镇中钱村的钱氏宗祠这样的空间改造案例。 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进行恢复

性维修后， 海盐钱氏宗祠依托其博物馆的空间创设， 系统梳理钱氏源流从文本、 实物加以考证、 陈列，
将名人文化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志案例的方式成为方志学研究的重要载体。 项目除了根据原祠堂功能

进行布置， 主要对祭祖场景进行场景陈列， 其中前厅为 “行牌厅”， 东西设木架， 上插肃静、 回避官级

品位硬牌等， 墙上布置围绕钱氏先祖的功勋、 精神内涵等文献资料加以展陈。 这样的博物馆空间陈列

方式将祭祀文化、 族源文化以详实文献方式通过光、 声、 电的改造加以艺术表达， 强化了良好艺术氛

围的营造。 花厅是每年清明、 冬至两次祭祖时摆酒、 吃饭、 休息之地， 也是族中议事中心， 这里不仅

陈列了康熙皇帝御笔的 “清芬世守” 匾， 壁面悬挂着围绕 “耕读传家” 为主题线索的书画作品， 成为

了钱氏学堂的主阵地， 为族人专设的 “启笔开蒙礼” “成人礼” “礼乐培训” 等基地皆落户于此。 后厅

为 “祭祀厅”， 中央设壁龛， 内供奉列祖列宗神主牌位， 现以 “家风文化” 为主题进行陈设， 中间为钱

氏先祖五王的画像， 两边为海盐钱氏名人代表。 海盐钱家祠堂的改造让 “千年故事娓娓道来”。 这种集

展示厅与博物馆陈列为一体的构建方式， 不仅使有限空间的功能多样化， 极大地提高了使用效率， 让

祠堂发挥了更为独特的传承经典、 凝聚人心的作用， 其载体活化之道也成为钱塘江流域内众多祠堂活

化极具借鉴意义的成功案例。 如今， 钱氏宗祠不仅成为本族人精神家园， 更成为了吸引游客参观、 “打
卡” 之地。

２ 祠堂非遗载体展示， 传承乡村技艺的种子

３９



未 来 传 播 第 ２７ 卷

在实施 “乡村振兴” 战略的过程中， 将 “乡村振兴” 与乡愁文化相融合， 让村民公共生活空间因

载体的植入而有了实实在在的公共生活， 让很多口口相传的技艺文化有了空间文化形态的落脚点， 留

住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 “乡村非遗馆” 的创设， 实际是为乡村文化振兴 “铸魂”。
钱塘江源头马金溪畔马金镇姚家村遗存一种民间花灯叫姚家扛灯， 又名宫灯， 是据传始于唐代， 盛

于宋元的古代宫廷彩灯的一种， 一架扛灯集竹编工艺、 剪纸、 绘画艺术于一体， 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民

间工艺品。 马金扛灯是浙江开化县级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 姚氏宗祠就是一个以陈列和普

及制作 “姚家宫灯” 的祠堂， 祠堂内除了供奉姚氏祖像、 牌位等祭祀器具， 四周墙上展陈有近现代姚

氏族众的贤达名士的肖像和事迹， 当然， 还有制作精美的一盏盏宫灯和详细的宫灯制作工艺流程， 包

含有材料选择、 制作步骤、 加工规范， 更有宫灯的历史流传故事梗概， 其非遗传承人姚有根 （６３ 岁）
是马金中学的退休教师， 也是目前姚家宫灯唯一的传承人。 每年的正月十五， 姚氏族人举办元宵灯会，
都会制作扛灯巡游村舍及至田间， 一为纪念先祖， 二为来年庄稼免受天灾， 祈求有个好收成。 如今，
姚氏宗祠内每年还要举办大大小小的节庆祭祀、 婚丧酒席。 姚氏宗祠与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 祖辈的

历史变迁、 世代传承的工艺技术、 游子心心念念的乡土美食， 共同绘制起了老一辈人的美好记忆， 更

唤起了游子们对家乡的自豪与眷念。 通过祠堂一批非遗项目的陈列， 将民间艺术、 民间工艺、 农家技

艺、 民间民俗等特色文化通过祠堂空间的有效载体转换得以传承和保护， 让基层群众在享受文化普惠

服务中体味到乡情， 推动着乡村文化进一步的繁荣发展。
３ 祠堂空间艺术载体植入， 传播着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提过： “艺术要为人民画像， 为时代讴歌！” 课题组以祠堂为空间载体， 组织了数批

艺术家对祠堂内发生的人和事、 建筑构件装饰、 建筑空间形态进行专题绘画创作， 艺术家通过人物速

写、 肖像创作、 建筑素材描绘等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笔者组织了国内部分艺术家开展了 “水墨开化， 筑梦同舟” ———当代中国画名

家走进祠堂写生活动， 并在大溪边村的余氏宗祠内挥毫泼墨、 写生创作， 当地村民闻讯纷纷聚集到祠

堂来围观， 争相一睹艺术家笔下的祠堂建筑与画中的自己， 以绘画作品的方式艺术化地记录着祠堂的

诸多功能， 创造性地表现这一历史文化遗产。 项目组成员、 温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谢子静教授长期研

究祠堂戏台绘画艺术， 她借鉴祠堂戏台装饰纹样， 创作了中国画作品 《传承·蜕变》， 在 “大潮涌进

———浙江省第十四届美术作品展览” 中斩获优秀奖， 祠堂成为艺术家创作丰富的素材库。 一方面， 祠

堂艺术创作有助于留存建筑历史状貌； 另一方面， 古祠堂宣扬的成才观或雕琢于牛腿、 雀替， 或镶嵌

于门楼砖雕之上， 促成良好的家风代代相传。 这些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民间工艺美术资源是我们创

新设计的思想宝库。 全国院线去年热播的动画电影 《哪吒》 从电影古建筑场景的设计、 人物形象的造

型表现， 到充满趣味的对白等， 均获得如潮好评， 而该电影最独特的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

转化， 以崭新的形象、 极富创造性的手法重新塑造了一个民众熟知的神话人物形象， 就算放在世界动

画的视域内依然有极强的辨识度。
（三） 基于乡村公共文化艺术场域的祠堂载体设计案例实践

古建筑在保护之时， 必须做到新功能、 新用途与古建筑气质上的一致， 进而提升古建筑的现实价

值。 回归以祭祀文化传承为特质的公共空间文化生活， 是华夏礼仪之邦的重要注解。
１ 公祭文化引领祠堂祭祀内涵的发展

钱塘江的源头衢州市区是圣人孔子后裔的世居地， 孔氏南宗家庙是中国仅有的两座孔氏家庙之一。
自 ２００４ 年恢复祭孔大典 （南孔祭典） 以来， 逢 “五” 逢 “十” 的年份， 孔氏南宗家庙都会举行大规模

的社会公祭， 余下的年份轮流举行孔子文化节和学祭。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８ 日， 浙江衢州举行纪念孔子诞辰

２５６９ 周年祭祀典礼， 孔氏南宗家庙正门再次开启。 中外近千名师生齐聚于此参加学祭典礼， 纪念孔子

诞辰 ２５６９ 周年。 来自美国、 巴西、 澳大利亚、 苏里南、 塞内加尔、 马达加斯加、 亚美尼亚、 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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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内亚、 刚果等十国孔子学院的代表敬献花篮。① 孔氏家庙是衢州的城市名片之一， 不仅担负着弘扬宗

祠祭祀文化的职能， 更多的是将祭祀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政府公祭的方式将 “南孔儒学”② 思想得以

发扬光大。
２ 家祭文化引领族群文化认同

家祭文化引领族群文化认同是浙江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也是杭州人民进行家风

家教建设的独特方式， 宣讲 《钱氏家训》， 正是杭州钱王祠的 “元宵祭钱王” 的核心内容之一， 全体参

祭人员齐声高诵家训， 神情振奋。 “元宵钱王祭” 活动自 ２００８ 年恢复以来， 每年举行一次， ２０１９ 年是

第 １２ 次， 所有程序、 仪规基本依照古时 “祭规条例” 不变，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来自马来西亚、 文

莱、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日本和国内各地的钱氏后裔以及杭州市民参加。
３ 祭祀文化引领乡村旅游文化发展

诸葛后裔有着祭祖的历史渊源和祭祀仪式， 每年 “大公堂” “丞相祠堂”， 都举行奉祀诸葛亮神柱

和画像的隆重祭祀仪式。 自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始， 兰溪市举办 “诸葛村民俗风情节”， 数百名诸葛亮后裔在

诸葛村举行隆重、 古朴、 庄严的祭祖祭典活动。 其祭祖祭品遵敕用 “一品物”， 即 “猪一口， 羊一羫，
米、 面、 食共五品， 果子五品， 肉醢、 鱼醢、 菹茶共五品， 香一炷， 台烛一对， 帛一段， 酒二瓶， 行三

献礼仪”。 主祭人一般由仲、 孟、 季三族中请 ５０ 岁以上长者轮流担任。 规模大的祭祀仪式和迎会， 三

至五年举行一次， 大规模祭祀仪式近年来均放在农历八月二十八这天举行。 此后， 诸葛村每年都举行

春、 秋两祭， 规模有大有小。 诸葛村依托完善的古建筑群保护措施， 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纷至沓来，
特别是祭祀时节。

４． 祠堂成为大学生创作写生的对象

钱塘江流域祠堂建筑空间籍以 “三雕工艺” （木、 砖、 石） 之大成而著称， 无论门檐梁柱、 斗拱雀

替、 牛腿槛窗都以精雕细琢、 做工考究而为之， 是民间艺术智慧的结晶。 钱塘江流域传统村落祠堂不

仅数量多， 空间规模也宏大， 如被誉为 “画里乡村———宏村” 是歙县著名旅游胜地， 是全国著名的写

生基地， 歙县与浙江淳安县、 开化县毗邻， 是钱塘江支流新安江的腹地。 宏村的 “汪氏宗祠” 便位于

宏村中月塘北畔正中， 建于明永乐年间， 临水而建， 门楼平檐廊道三开间设计， 建筑砖墙围护， 大门

砖雕贴墙， 主祠分门厅、 大厅、 享堂三进， ５２ 根柱落地， 梁柱皆巨木， 雕饰精美整体， 祠堂与月沼一

起同为宏村中心重要节点， 位置显赫， 每年从 ５ 月开始来自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艺术类大学生纷至沓

来， 围坐在宏村的角角落落， 以画笔、 油彩描绘着这些历史建筑。 杭州桐庐荻浦申屠宗祠， 始建于明

代， 乾隆 ３０ 年重修， 平檐八字廊道式祠门， 三进两天井， 五开间， 六架五步梁减柱， 采用圆形石柱，
因其宽阔的内设空间， 具有展线长、 采光充沛， 稍加改造就是很好的展陈空间， 现家正堂内倡导孝义

忠廉， 至今族人家风醇厚、 风清气正。
祠堂 “保育” 和 “活化” 不是单纯的保护与保存， 而是将祭祀、 聚会、 议事、 倡学、 教化、 展览、

展示等诸功能以可持续的方式活化更新，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步伐的加快， 屹立在钱江两岸上的数以千

计的古祠堂正以别样的姿态传播着中华民族新型价值观， 诉说着新时代的 “中国梦”。
（四） 基于祠堂戏剧空间的载体创新与活化案例实践

浙江省是戏剧大省， 南戏之故乡， 正所谓 “一部戏剧史， 半部在浙江” 之誉。 据史料记载， 被列

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戏剧就有 ５６ 项之多， 其中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戏剧有 ２４
项， 涉及 ６５ 个保护地。 笔者认为， 浙江戏剧的繁盛与遍布各村镇的祠堂戏台不无关系。 祠堂本身从设

计之初就具备良好的演艺空间的先天资本。 地处钱塘江流域腹地的浙江中西部的大部分祠堂都建有戏

５９

①
②

参见中新网 ２０１８ ０９ ２８， 周禹龙， 孔氏南宗家庙浙江衢州孔庙， 举行孔子诞辰 ２５６９ 周年祭祀典礼。
学者何蔚萍曾提出， “南孔儒学” 的核心价值在于 “由经世而为致用”， 它推动了整个南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 且催生

了近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 直接作用于长三角经济和珠三角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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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古人每逢重大节庆活动除了祭祀这一重要的礼仪活动， 请戏班子演戏可是最为普遍的娱乐活动。
进入新时代， 祠堂古戏台载体的设计创新， 为学界探索祠堂戏台活化带来了多样化的文化样本， 为业

界探寻乡村振兴找到祠堂活化解决问题的路径。
１ 祠堂演艺空间带活乡村娱乐文化

古时在戏台上演出时， 灯火辉煌里， 台上的表演和楼檐上的各色雕饰融为一体， 戏里戏外别有一番

艺术风味。 从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来看， 浙西乡民对戏剧演出表现出特别的嗜好， 不仅迎神赛会、 婚

丧喜庆要演戏， 而且在诉讼之后还要对败诉者罚戏， 柯城区航埠镇更有 “乾隆罚戏” 的民间故事

流传。［２］

（１） 传统剧目的古戏台再现。 建德市新叶村叶氏支祠的祠堂戏台上至今还上演着被当地人称 “草
昆” 的这一地方戏剧昆曲， 该戏剧发祥自清朝道光年间， 距今有二百多年历史。 ２００９ 年， 新叶昆曲列

入浙江省 “非遗”， 时年八十多岁的叶昭标是新叶昆曲传承人， 每逢村中有重大节庆活动， 几个老戏骨

都会架起锣鼓、 二胡、 唢呐组成的草昆乐队、 戏班表演一番， 戏台上那一唱三叹、 婉转动听的旋律，
经常会博得满堂喝彩， 深受村民喜爱。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笔者受邀出席建德市政府主办的新叶古村保护专

家论证会， 并受聘担任新叶古村保护专家委员， 草昆戏班子专门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 （时年 ８８
岁） 谢辰生、 著名古建专家清华大学陈志华 （时年 ８３ 岁）、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廷芳等众

专家作了专场演出， 赢得了古建保护专家团成员们的好评。 时至今日， 极具民间特色的 “新叶昆曲”
依然活跃在叶氏祠堂的戏台上， 每逢祠堂内曲艺婉转时， 必成为新叶古村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另外，
如开化马金镇霞山村每年正月廿二举行的省级非遗项目 “花草堂” “跳魁星” “高敲竹马舞” 等民间戏

曲流传也都会在祠堂戏台上演绎。
（２） 现代乡村实景剧的兴起。 随着现代大规模剧场空间的兴起， 戏剧在光、 声、 电、 影像媒体、

ＬＥＤ 大屏等现代化设施的冲击下， 祠堂剧场空间因其建筑功能的退化、 声、 光、 电的不配套、 舞台空

间规模等客观因素的的局限性， 单一的文化剧种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乡村群众的审美诉求， 一种以微型

现代音乐剧、 舞剧为切入的祠堂音乐剧因运而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人民日报》 第 １３ 版刊发了江山

文化礼堂建设发展的盛况， 其中就有江山大陈村活跃着正在农村文化礼堂 （汪氏宗祠） 的舞台上紧锣

密鼓排练着乡村实景剧 《你好， 江山》， 展现着大陈发展变迁以及独特的民俗风情。 笔者的项目成员、
国家一级演员金艳领衔执导的祠堂 （戏台） 红色文化音乐剧创作项目也在积极打磨中。

２ 祠堂演艺空间创新带来娱乐新风尚

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深入推进， 如何以与时俱进的开放姿态， 创新农村娱乐新风尚， 满足农村公共

娱乐文化新诉求？ 面对新时代文化命题， 项目组以祠堂戏台为学术阵地， 尝试创设一种以现代音乐、
舞蹈及书画创作等相结合的跨界融合的新农村艺术样本——— “雅集” “音乐汇” 等， 项目依托政府为组

织后盾， 与地方专业院团开展校地合作， 创新祠堂戏台娱乐空间的新型转换方式， 形成现代时尚元素

导入祠堂演绎空间的案例成果。
（１） “时思雅集” 创新祠堂戏台活化新样式。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 由景宁县人民政府、 浙江传媒学

院联合主办， 景宁县文化旅游局、 大漈乡人民政府联合承办的 ２０１７ 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钱塘

江流域传统村落祠堂建筑艺术文化活化路径研究” （笔者为项目主持人） 开题报告会暨 “时思雅集”
在景宁县大漈乡时思寺举行， 这是一台集蒙古舞 （独舞）、 古筝曲 （独奏）、 现代舞 （独舞）、 景宁畲

族民族舞 （团体）、 书法创作、 中国画创作为一体的 “雅集” 活动， 到场老百姓在祠堂戏台上领略了一

场由国家级专业演员、 演出团体、 艺术名家现场创作的跨界秀， 祠堂不仅活了起来， 更是 “嗨” 了起

来， 当地老百姓们由衷地感叹： “没想到在家门口、 在祠堂里也能看到这样高水平的文化盛宴， 值了！”
景宁县文化广电新闻局局长林旭虹在开幕式上这样提到： “这次 ‘时思雅集’ 活动在我梅氏宗祠举行，
是全力推动文化的项目化、 有形化和精品化， 对祠堂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畲族文化保护、 群众文化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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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文化精品打造等方面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２） “音乐汇” 搭建戏台视听场景的多维体验。 ２０１９ 年是建国 ７０ 周年， 为弘扬红色文化主旋律为

祖国庆生， 笔者领衔的项目组又策划了一场以现代音乐嵌入祠堂戏台空间为特色的 “音乐汇”， 以 “艺
术助推乡村振兴， 红色文化走进祠堂” 为主题， 音乐汇从祠堂舞美设计、 灯光音响、 节目创排、 音乐

剪辑等诸多环节入手， 突出红色主题的编创， 形成了极具推广价值的祠堂戏台创新的活化样本。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音乐汇” 在浙江省江山市大陈汪氏宗祠内上演。 经过精巧的舞台改造， 巧妙地将原有

的戏台作了梯度延伸， 适应了现代舞蹈的空间展演； 大型 ＬＥＤ 彩屏的搭建， 有效地分割了剧场空间的

立体维度， 使舞台内涵演绎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一系列眩目的立体灯光束伴随着激越的低音

炮音响设计， 映衬着绚丽而古雅的古建木结构构件装饰， 让悠久历史的时空与当下时尚舞台实现梦幻

般的契合； 极具金属味的大功率音乐声线在舞台两边激越响起时， 人们似乎忘却了这是一座历经沧桑

的古老戏台， 祠堂戏台、 天井、 明间所围合而成的独特的半开放式观演空间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对话空

间， 大功率音响组合设计， 让四合院产生了身临其境的音乐效果。
（３） 节目编创的适性特色突出主旋律文化的感召功能。 祠堂古戏台是为传统戏剧服务的， 其空间

普遍都比较局促， 为适应现代 “音乐汇” 对戏台空间的面积需求， 项目组借助古戏台向天井加伸搭建

了一个 ５×８ 米的舞台， 与古戏台形成有效的梯度双层改造， 使原有面积拓展两倍。 经过精心编排的原

创节目， 为古戏台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听觉盛宴。 由 ２０ 名大陈小学学生合唱的 《我和我的祖国》 开启了

为祖国 ７０ 周年庆生的序幕； 由浙江传媒学院音乐学院教师李立平所饰演毛润之 （国家艺术基金重大音

乐剧项目 《红船往事》 ） 的角色成功演绎； 由青年舞蹈家金艳教授创编， 经过浙江传媒学院 ２７ 位舞蹈

专业大学生表演， 一部反映红军长征途中发生在祠堂里的、 反映军民鱼水情的红色舞剧片断 《半条被

子》 赢得了现场数百村民的热情掌声， 让大陈村这个以 “村歌带动党建” 的文明村再一次感受红色文

化的魅力， 起到了润物无声、 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 “音乐汇” 让 “送戏下乡， 活化乡村戏剧空间； 院

村携手， 共兴乡村文化” 的校地合作模式成为可能， 为祠堂活化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案例与样本。 歌

曲主唱、 大陈村村支书汪衍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由衷地感叹： “这是一场别样的党史教育， 一曲高雅的

文化赞歌！” 乡村祠堂的振兴关键在于载体的设计与创新。
（４） 线上、 线下的视听融合实现全媒体传播的最大赋能。 全媒体指的是 ５Ｇ 驱动下的信息通畅、 便

捷与传播大集成， 是报纸、 广播、 电视、 杂志、 网络直播、 短视频等传统媒体、 新兴媒体、 智能媒体

的全信息综合化、 立体化、 一体化。［３］课题组通过全媒体的传播方式， 组织广播、 电视、 网络、 报纸、
自媒体等数十家媒体对 “音乐汇” 进行现场报道， 在直播网络平台———雅昌 “艺术头条” 号上进行同

步直播， 当晚的网络直播、 电视直播的收视率达数十万之众， 特别是经人民政协报记者李宏采写的

《重塑农民 “精神家园”， 让祠堂文化活起来》 等媒体的报道， 引发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古老的大陈汪

氏宗祠因 “音乐汇” 而焕发光彩。 “音乐汇” 为政府破解祠堂活化这一困扰乡村振兴主体的老大难问

题， 在 ５Ｇ 赋能的驱使下 “老树新花”。
祠堂载体的设计创新促成红色基因在祠堂空间悄然落地生根， 更让古老的祠堂戏台焕发出独具特

色的现代性， 引领着乡村文化的时尚诉求， 也为探索乡村祠堂活化找到了鲜活的样本与路径。

三、 结论与建议

结合上述的样本实践， 可以总结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以载体设计创新之道， 适时将因村、 因物、 因

时的本土化建设理念纳入文化、 旅游、 倡学、 教化、 村民集体记忆等 “活化” 范畴， 实现化解乡村原

子化危机。 面对以祠堂为代表的传统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乏力， 全面提升乡村文化创新能力与文化

活力， 通过传统空间与当下人文体系的重构， 去打造特色化的宗祠文化， 重塑农民的 “精神家园”。
（一） 祠堂博物展示文化成就青少年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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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发展， 从前的老活计、 老物件、 老行当， 承载着记忆， 成为了记忆， 宗祠集祭祀文化、 族

源文化、 方志文化、 民俗文化于一体的博物馆空间功能设计， 不仅有利祠堂的延续与活化， 很多祠堂

非遗馆里还摆设着农家使用过的生产工具、 家具、 生活用品以及民间艺术装饰品等物品。 非遗传承人

会定期到祠堂进行技艺表演， 与观众形成良好的互动， 附近的中小学定期到祠堂观摩学习， 传承技艺，
让祠堂成为校园课堂的延伸。

（二） 激发乡村祠堂内生文化力量， 繁荣公共文化空间的载体功能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波认为： “现代化、 城镇化进程给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

方式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作为农村居民人际交往、 信息集散的重要空间，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无疑

是激发农村内生文化力量、 克服传统文化管理和供给模式弊端、 振兴乡村文化的重要途径。” ［４］ 在之前，
祠堂历来是乡村聚落公共文化空间最重要的载体和场所， 如前文所述， 随着祠堂内生文化力量的不断

增强， 以祠堂为载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将成为农村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载体， 不仅具有地理

学上的物理空间， 还具有文化学上的精神空间。
（三） 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性， 保护祠堂作为公共文化功能的物理属性

乡村祠堂公共文化空间可以通过历史传说、 社会遗存、 农耕技艺、 文化生活、 手工业传承等载体内

容的设计， 来全面展示乡村文化生活。 祠堂建筑不仅是乡土建筑艺术文化的代表， 更是千百年来民族

智慧的集中体现。 在文化同质化日益加剧的今天， 祠堂往往代表的是一个村落特殊的文化标识， 不仅

承担着文化服务功能， 还是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
（四） 优化基层公共文化资源配置， 凸显祠堂在乡村治理中突出地位

祠堂公共文化空间还应积极以构建集家风文化、 礼仪传承、 非遗传播、 教育孵化、 文化娱乐、 乡贤

文化传播等于一体的多功能、 体验性强的公共文化空间， 共同打造以 “文化磁场” 效应为目标的效用

空间， 让文化惠民工程落到实处， 真正实现对原生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 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
的开篇便指出：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 祠堂空间集乡音、 乡情、 乡土、 乡景、 乡邻、 乡德等

乡村文化资源于一体，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 祠堂公共文化艺术

空间工程与乡村文化信息共享工程、 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农家书屋工程、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乡镇

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等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一起，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增砖添瓦”。
总之， 在当前中央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脱贫攻坚战获得全面胜利的关键历史机遇面前， 通过

“祠堂载体设计创新” 使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能够重新焕发生命力， 将有利于推动建构乡村互助合作的文

化氛围的形成， 有助于乡村传统、 乡村文化价值观等村庄共同体意识的重构， 将唤起农民对乡村生活

的认同感、 幸福感， 使之成为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 驱动乡村发展、 培育新式农民的孵化器， 成为促

进新的乡村文化价值形成的助推器， 从而最终成为乡村精神成长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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