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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传统村落保护为出发点，从类型学与数字化相结合的视角，探讨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路

径的设计与建构，旨在对未来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修复、数字更新与营建、文化传承与资源共享提供思路。

方法 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反思传统村落保护中的现有问题；结合知识图谱文献研究和数据模型方法，

进行类型学与数字化保护的关联性探讨，展开对传统村落物质层面与非物质层面多元属性的分析，试图

明晰“文化-营造”的类型层级，建立非单一类型层级的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研究框架。结果 基于双重

本体语义模型数据库的构建，实现了“数据采集与模型重现-数据处理-类型提取-解释分析-路径应用”

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路径。结论 双重层级的构建解决了文化延续与乡村营建的衔接问题，在设计实践

工作中作用于不同的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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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ypology to Digitalization: Research on Path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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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

tal protec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and digitization, aiming to provide help for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digital renewal and construc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resource shar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future.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put 

forward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knowledge mapping literature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y-

pology and digital protection, it is proposed to construct a non-single level research framework to digitally protect tradi-

tional villages. By analyzing the multiple attribut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t th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levels, a new 

type net of “Culture-Construction”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ual ontology semantic model databas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working path of “Data collection and model reproduction-Data processing-Type extrac-

tion-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Path application” was realized. The construction of dual levels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ltural continuatio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meanwhile, acts on different application directions in 

desig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protection; typology; Culture-Construction; digital path;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

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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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 14 日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翁丁

村老寨发生火灾，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议题又一次

从“出现了问题”的视角进入了大众视野。目前全国

共有 6 819 个村落被认定为中国传统村落，而根据中

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2004—2010 年，

黄河、长江流域的传统村落平均每天消亡 1.6 个[1]，

其消亡速度远超想象，传统村落的保护状况问题凸

显。与此同时，现代化进程导致传统村落的衰败，传

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被打破，致使村落文化的衰退和

营造技艺的遗失[2]。随着数字技术在乡村实践中的不

断发展，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对传统村落的有效保

护，形成既能延续传统文化，又能推动当代乡村营建

的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路径，成为当前亟待探讨的

课题。 

以翁丁村为代表的旅游开发型、博物馆型传统村

落静态式保护大行其道，忽略了文化发展的必然性[3]。

传统村落作为一个集实体空间与情感、历史、艺术等

文化社会关系的“超有机体”，将文化、建筑等任一

要素单独剥离出来进行保护，都会使其丧失多元价

值。而在整体性保护中，传统村落要素繁杂且数据庞

大，已远非传统手段能够进行采集、处理、分析和调

用。长期以来，类型学研究为传统村落的传承保护与

设计实践提供了适当方法，当前数字技术的发展则为

其创造了良好的依托平台，如何在类型学视角下构建

符合大数据处理分析的数字化路径，对于深入传统村

落的系统性研究和当代动态保护具有切实意义，两者

共同作用可为传统村落保护建构更为全面系统、更符

合当下实情的数字化路径。 

1  类型学与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关联性

研究 

1.1  类型学内涵解读 

类型化是人类理智行为活动的本质特征，认知和

艺术创作也具有这样的思维模式[4]。古罗马时期维特

鲁威使用“genus”一词区分柱子，这是类型学思想

在建筑学领域的早期应用[5]。而当代建筑类型学则由

罗西（Aldo Rossi）在昆西（Quatremère de Quincy）

的基础上进行拓展，提出类型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建筑

的“原型”。类型学不是简单地对既有建筑进行分类、

模仿与复制，而需要研究类型是如何产生作用方式和

实际价值[6-7]。从广义上而言，研究文化传统或者地

域特性中的城市（聚落）“原型”，及其作用的过程，

都属于建筑类型学的研究范畴。通过类型学研究，人

们探究建筑的本质内核，并按照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

律指导设计。然而通常情况下，由于认知限制，类型

学在建筑学的研究中需要通过增加条件，使其条理

化，才能协助人们认知并进行讨论。 

1.2  经典类型学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运用 

在我国传统村落的演变中，一脉相承的物质要素

即传统内核，这与“原型”的概念不谋而合, 因此类

型 学 也 成 为 乡 村 聚 落 研 究 中 的 重 要 方 法 之 一 。 在

CNKI 数据库中，对 2000 年以后的期刊文献以“类型/ 

形态”+“传统村落/传统聚落/历史村落/古村落”为

主题进行检索，去除无关文献后，共获得有效文献

1 372 篇（截至 2021 年 4 月）。使用 Citespace 对这部

分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见图 1，可发现在既有

研究中，排在前十五位的关键词聚类中（#0-#14），

除直接相关的关键词外，对于景观基因（#4）、保护

（#6）、可持续发展（#7）、影响因素（#10）、公共空

间（#13）的研究较多。由此可见，类型学已成为传

统村落保护研究的重要视角，也是传统村落保护的重

要方式，且其中的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村落和聚落形

态、景观基因、价值评价、影响因素分析等诸多方

面。然而在类型学视角下，有关传统村落保护的系统

化路径尚未形成，尤其是结合数字技术方面的研究仍

需深入。 

1.3  类型学与数字化的关联性研究 

类型学与数字化在本质上密切相关。传统类型学

被视为由经验主义获得，与认知存在着必然联系，但

聚落和建筑中蕴含着多重信息，已远非人脑可以长期

储存并即时调用，而数字化平台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

问题。同时，从数字化保护的角度来说，分类思维也

是最常用的思维方式，以历史建筑信息模型（HBIM）

的构建为例，通常是在 Autodesk Revit 软件中采用结

构-类型方法，协助数据的采集、测量与建模，以辅

助对建筑的认知[8]。具体而言，在开展数字化保护的

过程中，借助类型学方法可对各成分价值属性加以分

类，采取控制变量的方式研究不同类型的属性；而在

类型识别过程中，借助数字化技术帮助理清各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管理并有效地调用数据。 

在既有研究中，基于 CNKI 中文数据库，检索以

“数字/数字技术”+“传统村落/传统聚落/历史村落/

古村落”为主题的期刊文献（截至 2021 年 4 月），除

去无关文献外，共获得有效文献 125 篇。通过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时区图分析，见图 2。由分析结果可

知，早期的相关研究萌芽于 2010 年前后对于文化遗

产的研究；2013 年，数字技术才真正出现于传统村

落保护的研究进程中；而自 2015 年起，相关研究数

量激增，数字技术逐步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热

点，且研究方向开始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就研究主题

而言，包括文化传承、文化保护、数字化保护、数字

乡村建设等；就具体技术而言，包括数据平台、3D

技术、人机交互、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

等。然而，目前从类型学视角下针对传统村落数字化

保护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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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键词聚类分析 
Fig.1  Keywords clustering analysis 

 

 
 

图 2  关键词时区图 
Fig.2  Keywords time zone diagram 

 
2  类型学视角下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路径

设计 

类型学为传统村落保护创造了多样化方向，数字

技术则为其当代实施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保

障。从类型学视角下建构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实现

路径，依据传统村落文化和乡村营建之间的关联性，

设计重点包括以下方面，见图 3。首先以“文化-营

造”双层级类型网络为核心，搭建本体语义模型框

架和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实施信息数据采集和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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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重现，据此进行类型提取与分析，最终反馈与

修正数据。 

2.1  “文化-营造”双层级类型网络构建 

传统村落设计内容庞杂，需要采取条理化方法解

析各类型数据信息，分析其中属性与内在关联，并通

过建立系统性类型网络框架，才能实现快速采集储存

与获取信息，进而实现数字化保护的应用。 

以“文化-营造”的双重视角进行类型层级的构

建，能够有效避免单一类型分层的不足。文化是传统

村落不同于一般村落的重要因素，从表达层次上有物

态、行为和心态 3 种[9]，但仅以文化要素进行分类，

难以直接指导村落保护与营建实践。营造视角则立足

于具体建设实践，依据各类营建要素，在对乡村空间

结构进行划分时，对照 Argan 提出的建筑类型学分类

方法[10]，可将传统村落划分为聚落级、建筑级和构造

级 3 个类型层级，然而仅针对营建要素进行分层，往

往忽视了传统村落中的文化因素。 

由此可见，传统村落的文化和营造具有“一体两

面”性，文化传承以实体营造为物质载体，实体营造

则以传统文化为内容依托，文化在村落营建过程中不

断延续。从本质上而言两者相互渗透，文化传承与营

造变迁共同推动着传统村落的演进过程。因此，以文

化为轴线纵向深入，以营造为线索横向展开，通过构

建双重视角的类型网络，可有效提高数字技术在村落

保护与设计实践中的应用水平。 

2.2  双重本体语义模型框架与数据库搭建 

本体是一种公认语汇，用于指导实现特定思想的

行动过程。本体既展示了包含语义结构的大量信息，

也描述了以信息共享和管理为目标的数据联系 [11]，

可以被理解为对象与对象关联的集合。为了方便传

统村落信息采集、分析、统一管理与快速使用，可根

据传统村落“文化-营造”双重类型体系，生成传统

村落本体语义模型，以此为基础进行传统村落数据库

的设计。 

传统村落的保护不只是实体研究，更包含对文化

和社会深层次的探索。当前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向的多

元使得单一语义的模型与现实需求不符，建立实体营

造与非实体文化双重语义本体模型的必要性凸显。

CIDOC CRM 模型是文化遗产领域中相对成熟的模型

架构，旨在为文化遗产信息集成提供通用且可扩展的

语义框架，以促进信息共享与理解[12]。将此模型拓展

并运用到传统村落“文化-营造”双重知识本体语义

模型的构建，框架见图 4。除了各类事物本身的基本

信息外，从文化知识本体角度加入物态、行为和心态

由表层到深层的模型信息，从营造知识本体角度加入

聚落、建筑和构造由宏观到微观的模型信息，各层级

要素共同定义出信息转译框架，从而形成基于传统村

落保护的本体语义模型。 

 
 

图 3  类型学视角下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路径设计模式 
Fig.3  Design mode of 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and  

typological protec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 
 

 
 

图 4  “文化-营造”双重知识本体语义框架 
Fig.4  Semantic framework of “Culture-construction”  

dual knowledge ontology 
 

传统村落保护数据库是实现数据资源调配的重

要平台。根据“文化-营造”双重知识体系的重构，

结合用户需求，构建传统村落保护信息库，建立起“本

体-信息-属性”三级数据库结构[9]，搭建出的总体框

架见图 5。该框架提供双重检索机制，在前端可以根

据目的异同选择不同入口，进而获取属性与属性值。

同时对不同知识密度的层级进行划分，针对不同需求

开放不同层级，以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配置。 

2.3  传统村落数据信息采集与模型重现 

传统村落数据信息采集与基础模型建立是数据

库构建的基础，也是实现传统村落保护的第一步，可

为乡村实践提供基础信息。在信息采集的过程中，根

据信息载体的形式可分为物质载体信息和非物质载

体信息两类。 

载体决定着信息采集的方式。物质载体信息采集

主要通过无人机倾斜摄影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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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某传统村落数据库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a traditional village database 

 

对中小尺度建筑、院落、景观等信息完成点云数据采

集 [13]，而大尺度的村落等信息采集则需要结合地理

信息系统（GIS）、遥感系统（RS）和全球定位系统

（GPS）等技术协助。在物质信息采集过程中通常按

照营建顺序进行，以便于数据整理与模型建立。而针

对例如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宗族宗教活动、情感

记忆等非物质载体信息，则需要结合史料文献、音视

频、民族志和口述史等进行知识图谱的构建，并建立

与物质载体的联系。 

三维模型重现是数据采集结果呈现与入库的要

点之一，通过 ICP 算法进行点云拼接，并执行人工检

查和微调[14]，结合使用 Autodesk Revit、Microstation

等 BIM 技术平台构建 HBIM 平台，从而实现三维模

型的建构；同时结合非物质信息进行综合处理，最终

完成数据库录入。在三维模型实体建构上，应借鉴

“结构-类型”树[6]进行重现，既与营建逻辑一致以指

导乡村建设，又符合类型研究的需求。 

2.4  基于属性值的双重类型分析 

类型分析是该保护路径构建中最重要的一步，也

是将类型学研究结果落实到设计实践中的核心环节。

根据数据库中的属性值，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展开特征

数据提取分析，并结合人工报告分析修正，进而得出

相应的类型数据[15]；此外，在针对未知类型发掘和村

落演变新趋势的研究上，可采用深度学习技术并辅助

人工核验的方法，解决大数据处理与识别相对困难的

问题。 

在类型解释问题上，同样需要从文化和营造的双

重视角进行。通过解读文化传承与营造技艺变迁长期

作用的相互关系，及其与发展的必然联系，可进一步

研究村落形态的变化与村落社会关系的核心迁移。值

得注意的是，尽管在长期学习后，机器可以解释简单

的客观信息，但在非实体信息的解读上仍需要人工介

入。类型分析与解释的结果，尤其是针对新类型的研

究，在经过传统村落基础数据印证之后，反过来也可

以实现对数据库属性类型的补充与修正。 

3  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的路径建构 

3.1  数字化保护工作流程 

在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路径设计完成后，通过田

野调查开展标准规范的数字化采集，以获取传统村落

保护各种本体的相关内容，据此进行三维模型重现与

知识图谱的构建，并以文献、图像、音视频、点云数

据、三维模型等方式录入传统村落数字资源库中，经

过数据整合与整理，实现初步资源数据库建设；进一

步以基础数据库为依据，展开人工介入与机器学习相

互配合的类型识别，分析总结并探索传统村落中文化

与营造双重语义模型视角下的属性类型，进而指导传

统村落保护与当代营建工作。详细的传统村落数字化

保护路径建构工作流程见图 6。通过前端检索的设

计，以及不同知识密度层级的设计，最终实现成果的

按需获取。 

3.2  数字化保护应用方向 

建筑类型学通常是针对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和思

考的结果，不只关注于对传统与既有内容的解释，更

关注于设计的方法，旨在通过建筑（或其他空间）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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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路径工作流程 
Fig.6  Workflow of traditional village digital protection path 

 

入城市（聚落）的发展指导设计实践[16]，因而对传统

村落保护的实践应用，也成为从类型学视角构建数字

化保护路径的重要环节。通过构建基于“文化-营造”

双层级语义模型的传统村落数据库，可有效解决将文

化资源应用于传统村落营建中的实践问题。具体的应

用方向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基于“文化-营造”双重视角下传统村落的

保护与修复研究。通过双重层级类型共同建立 HBIM

三维模型，根据属性特征进行量化分析与分层分类研

究，图 7 示范了基于 HBIM 模型的不同层面分析[17]，

以实现对地域性住宅不同类型要素的有效解读，进而

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与修复的阶段性方案。此外，通

过建立数据平台，可拓展长期监测平台建设，为全面

保护重点遗产的机制生成提供保障。 

其次是数据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当代营建活动。根

据数字化途径解析村落空间的类型，强调信息技术对

“历史内涵”和“抽象特性”的研究，不仅能够实现

在新乡村营建过程中的有效创新，既保证了空间场所

的现代适应性，又充分保留了传统文化，而且易于接

受和效仿。通过数据库类型检索，一方面可以高效调

用并提取传统营造技艺；另一方面可以根据语汇关系

迅速生成大量的组合方式，指导新的建筑营建过程，

不同参数构成下建筑本体模型的多种组合方式，见

图 8[18]。同时在营建过程中，对于村落发展以及建筑

形制等还可获得较好的模拟预测，一定程度上可以推

演出建成后的空间、环境和交往关系等的变化，从而 

 
 

图 7  基于 HBIM 对 Shaykh Isa bin Ali Al-Khalif 

住宅不同层面的分析 
Fig.7  Different HBIM-based analysis realised for the  

house of Shaykh Isa bin Ali Al-Khali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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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避免对乡村环境破坏。此外，在未来的营建过

程中，基于扩展现实（XR）的智能建造技术将提供

新的营造模式[19]，而数字模型与数据库的构建，能够

为此提供有效的基础。 

再次是传统村落的数字化建设与知识融合发展。

通过不同层级的知识密度设计，及对不同群体进行权

限设置，有助于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与信息共享。一方

面借助音视频、游戏和 XR 技术构建数字博物馆，实

现对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以及传统技艺、文化活动等

的可视化展现，同时增强体验与讲解、教学功能，让

一般用户通过博物馆、二维码、网页等方式进行体验，

可促使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以及传统村落文化的有

效传承；另一方面针对专业团队，利用深度信息共享，

可带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吸取其他研究成果

对数据库与类型研究进行补充，图 9 展示了专业用户

如何通过耳机、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等不同终端，

参与历史建筑的信息共享与信息补充[20]。 

基于类型学的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体系的构建

中，亟需打破各平台信息互通的壁垒。通过传统村

落数字化保护的路径建构，有助于从应用层面推动

各类技术的发展，实现技术与信息的互联互通，以

及专业标准和规范的建立，从而打破资源共享之间

的技术屏障，促进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技术的全面

发展。 
 

 
 

图 8  基于 5 类参数值变化衍生的 18 种建筑单体式样 
Fig.8  Eighteen variations of the individual building with different values of the five parameters 

 

 
 

图 9  米兰理工大学历史图书馆的 HBIM 模型在不同终端参与历史信息记录与信息共享 
Fig.9  The HBIM model on Historical Library of Politecnico di Milano participates in historical  

information recording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from different devices 



第 42 卷  第 14 期 罗荩等：从类型化到数字化：传统村落保护路径建构研究 63 

 

4  结语 

当前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问题频发，其中保护水

平不佳、保护技术落后等问题值得深思。类型学理论

与方法一直是传统村落保护研究的重要根基，近年来

数字技术的进步则为保护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遇。研究发现，类型学与数字化之间具有强关联性，

因此，本研究试图从类型学视角下探索传统村落的数

字化保护路径，提出基于“文化-营造”双重类型层

级来构建传统村落数据库的方法，以数字化技术为依

托开展类型提取与研究工作，以推动传统村落保护、

乡土营建和文化传承等实践工作。类型学是传统村落

保护的经典方法，也是传统村落数字化保护路径的核

心思想和设计依据；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传统村落的类

型研究与内涵传承提供了更为高效便捷的途径。从类

型化到数字化，是应对新时期传统村落保护问题和需

求的必然选择。为了确保类型学视角下数字化保护路

径的有效实施，未来仍需要众多学科与学者的共同努

力：一是构建可行的标准与规范，其中包括传统村落

数字化登记标准、数据使用标准、监测与预警标准等；

二是突破技术之间的屏障，尤其是打破各平台之间数

据联通的壁垒，降低数据转换带来的技术和时间成

本；三是大力发展现有技术。目前在机器学习、机器

视觉、实时监测等数字化技术上还存在诸多难点尚未

解决，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且随着现有技术的发展也

将对该保护路径不断补充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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