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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视域下的肇庆市杨池村民宿空间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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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文旅融合视域下，以肇庆市杨池村为例，探讨了如何在民宿空间设计中通过文化、生态与旅游资

源，推动乡村振兴。通过对杨池村民宿空间设计探索，提出了文化符号创新传承、自然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及产

业链延伸等设计原则与策略。这些措施旨在丰富游客体验，增强文化的活化和传承，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为杨

池村的发展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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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和提升地方经济的重要

途径，关键在于如何挖掘当地文化要素，让游客真切地体

会到乡土之情、乡村特色文化。肇庆市杨池村作为一座保

存完好的明清古村落，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然

而，如何将这些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成

为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通过深入研究民

宿空间设计，探索文旅融合的新模式，进而推动杨池村及

更多地区的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一、杨池村基本概述

 杨池村位于广东肇庆市封开县罗董镇，始建于明末清

初，地处群山环抱的一块缓坡上，交通便利，景色如画，

生态环境得天独厚，村内保留有大量明清时期的岭南古

建，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与历史文化研究者前来探究。

关于杨池村的选址，陈楚源先生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一线生机，向迎天辅；十分完美，坐合太微；堂局端严，

罗城拱顾；水喜如带抱朝，砂贵若弓弯抱；向对列远峰之

秀峙，全城蓄水之聚凝；玉印狮象锁水，云旗金符镇东西[2]

。”这充分体现了杨池村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清朝初期，当地族人结合村落周边环境命名了“杨池

八景”，清朝末年增加至“十六景”，分别为：宝鸭下莲

塘、天池祥云（藏风聚气）、将军坐帐（村后）、凤凰

跳架、仙人翘足（白虎）、佛子贡宝、金鸡出洞、犀牛望

月、龙塘乳泉、飞来笔砚、旗开百威、大象守水、猛枪守

界、大袍加身、狮子滚球、松英纪瑞[2]。通过这些景观的

命名，可以看出当地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深刻理解和独特审

美，以及对和谐生活的不懈追求。

总的来说，杨池村不仅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更

是连接过去与现在、历史与自然的桥梁。它以保存完好的

明清建筑和独特的自然景观，为文化旅游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对于追求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旅游互动的游客来

说，杨池村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绝佳之所。

二、 文旅融合视域下的肇庆市杨池村民宿的发展措施

与意义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肇庆市杨池村的民宿发展不仅

能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还成为了文化传承和生态保

护的重要载体。这一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了杨池村的整体形

象，还为当地村民带来了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首先，游客消费不仅限于住宿，还包括餐饮、文化体验

和本土特产购买，如此可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民宿发展

也能带动周边餐饮、交通、旅游等产业，可形成小型商业

生态圈，增加就业岗位，促进村民收入提升。民宿发展还

可与农业、手工业结合，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

品市场价值。或打造特色民宿品牌，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

者，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形成良性经济循环，为杨

池村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民宿空间设计通过融入杨池村的传统文化符号，

如古建筑装饰元素、传统文化符号等，使游客在住宿过程

中感受当地文化。也可以通过组织多种文化活动，让游客

深入了解杨池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或在民宿设计中，增

加互动体验区，让游客亲身体验乡村生活，增进文化理解

和认同。如此，民宿也能逐渐成为多元文化的交流平台，

通过各种文化节庆和展览，展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和

生活，提升了当地的文化包容性和活力。

最后，杨池村民宿的发展要重点关注生态保护，可将生

态保护理念融入民宿空间设计，比如民宿通过采用环保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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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可再生能源，从而效降低运营对环境的影响，实现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共生。此外，民宿也要注重生态

教育和体验项目，这不仅能保护杨池村的自然环境，也能

提升游客的环保意识。

综上所述，文旅融合视域下的肇庆市杨池村民宿的发

展，不仅为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成为了文化传承

和生态保护的重要载体。通过民宿发展，杨池村可实现经

济的多元化发展，并推动农村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提

升村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同时，民宿的建设和文化活动

的开展，能增强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推动了本土

文化的持续发展和传承。这种经济、文化、生态三位一体

的发展模式，能为杨池村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也

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展示了文旅融合在推动乡

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巨大潜力和深远意义[3]。

三、文旅融合视域下的肇庆市杨池村民宿空间设计

原则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杨池村的民宿空间设计不仅要满

足游客的基本居住需求，还应从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产

业链发展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度融合，并制定系统化、多元

化的设计原则，以提升整体运营效果和游客体验，推动当

地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文化符号传承创新设计原则

在民宿的空间设计中，既要保留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还要满足游客的功能需求和审美期待。因此，在文化符号

的继承与创新方面，可以在传统的建筑元素和结构形式的

基础上，结合设计手法和空间形态，同时融入现代科技，

以提升民宿空间的功能性和美观性。

此外，设计上还应注重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和多层次呈

现。比如通过细致入微的装饰细节以及独特的体验设计，

让游客在享受现代便利的同时，深刻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独

特韵味和历史底蕴。

（二）自然共生与可持续发展设计原则

在设计杨池村的民宿时，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因为民宿不仅是人工建造物，更是自然景观的一部分。比

如，在选址上可考虑让自然景观最大化，采用低密度、延

伸式布局，以减少对景观的遮蔽。在建筑与环境的互动设

计上，可通过设置大面积的落地窗和宽敞的露台，使游客

融入优美的自然景观。此外，民宿在设计过程中还需注重

可持续发展，比如引入绿色建筑技术和环保材料，以降低

对环境的影响。运营方面，民宿可以推行绿色旅游理念，

倡导游客低碳出行，减少废弃物产生。

（三）以人为本的宜居宜赏宜游设计原则

杨池村民宿空间设计应注重“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考虑空间功能的舒适与便利，因此，空间设计要注重宜居

性，可通过无障碍设计以及人性化服务设施，保证游客获

得舒适便捷的居住体验，让游客感受到家的温馨归属感。

此外，民宿空间设计还应注重自然美景的观赏性，可

通过对窗户和阳台的位置精心规划，使游客能够最大限度

地欣赏到杨池村的自然美景，并通过自然光线和风向的利

用，营造出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

最后，民宿空间设计还应考虑到游玩体验，可设立专

门的活动区域，如多功能厅、手工艺坊和户外活动区等，

让游客有更多的游玩选择。也可以设置导览地图和导游服

务，提供丰富的徒步路线，引导游客深入探索杨池村的自

然美景和历史文化。

总之，杨池村民宿空间设计应致力于为游客提供一个集

居住、观赏和游玩为一体的综合旅游体验，使其成为一个

让人流连忘返的旅游之地。

（四）产业链延伸设计原则

产业链延伸发展关系到杨池村民宿的综合价值和吸引

力，是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民宿

空间设计中，可以通过整合地方特色资源，融入农业、手

工艺、自然景观等，创造多元化、互动性强的项目，从而

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满意度。也可结合健康养生和教育功

能，满足现代游客对全面体验的追求，比如将休闲度假与

健康理念融合，提升服务品质，或通过教育和文化传承，

增强民宿的社会影响力。

四、 文旅融合视域下的 杨池村民宿空间设计策略

（一）文化创新与科技

在杨池村民宿空间设计中，体现文化符号传承创新设计

时，也要注重科技的融合。居住方面，民宿可引入智能化设

施，如智能温控系统、智能照明和语音助手等，让游客能够

便捷地调控环境。同时，全民宿覆盖的无线网络要保证游客

在任何地点都能保持连通，满足现代旅行者的需求。

在空间布局方面，应设置多功能区域，如传统手工艺工

作坊、历史文化体验区等，并结合现代科技，如触摸屏导

览系统、全息投影、AR和VR技术，展示杨池村的历史、文

化故事和自然景观等详细信息。

通过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杨池村民宿不仅能为游客提供

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成为了一个集文化展示、教育和互动

体验于一体的平台，极大地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深度和

趣味性。



54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6)2023,21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二）亲自然与绿色设计

杨池村的乡村景观是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因此，民宿

在设计过程中应考虑空间与自然景观相融合。比如，民宿

可以设置大面积的露台、庭院和观景台，使室内外空间能

够更好的融合。在民宿空间布局方面，应顺应自然地形，

避免大规模土方工程，可利用坡地高差设计多层次庭院和

露台，让每个空间都能享受不同自然景观，增加空间的趣

味性和多样性。民宿空间在设计过程中，还应考虑最大化

自然通风和采光，以减少对人工照明和对空调的依赖，比

如通过天窗和侧窗使自然光线充分照射到室内，提升居住

环境的舒适度。

此外，设计过程中还应该结合可持续发展设计原则，

比如在材料方面，应优先使用本地可再生材料，降低对环

境的破坏，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建筑设计应考虑自

然通风和采光，减少能源消耗。也可以运用太阳能供电系

统、雨水收集再利用系统以及高效节能的空调和照明设

备，减少能源消耗。

在景观设计方面，尽量采用本地植物进行绿化，这些植

物不仅适应性强，而且维护成本低，有助于保护当地的生

态平衡。也可设计有机菜园和果树林，既供应民宿餐饮，

又让游客亲身体验生态农业。还可设置雨水收集系统，用

于冲洗厕所或浇灌花园，进一步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三）安全与舒适性

为了让游客在民宿中能够获得更加舒适的居住体验，除

了以人体工程学为基础进行设计，在色彩方面，应尽量选

择柔和的色调，营造温馨舒适的氛围。灯光设计方面，可

采用可调节的灯光系统，满足不同时间段的需求。另外，

民宿空间中的隔音设计非常关键，墙壁、门窗等结构应具

备良好的隔音效果，保证游客能够享受宁静舒适的睡眠环

境。在室外环境中，也要考虑到设计的舒适与安全，比

如，观景平台可配备舒适的座椅和遮阳设施，散步小径应

铺设防滑材料。

为满足不同游客的特殊需求，民宿应提供无障碍通道、

坡道、扶手等设施，保证每个空间都能轻松无障碍地进入

和使用。公共区域的标识系统应设计得易于识别，帮助游

客快速找到所需的服务设施，如电梯和卫生间。

（四）特色资源与产业链

杨池村民宿空间设计应充分考虑利用当地特色资源，

空间布局分区与产业链以及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可结合杨

池村的农业资源，在民宿空间中设计农业体验区的布局，

如设置农耕体验区、果蔬采摘区和花卉种植区，通过半开

放式的空间设计，让游客在民宿内部即可参与农业生产活

动，增加互动性和趣味性。也可以在民宿内部设立小型农

产品加工车间，展示当地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过程，游客

不仅可以观看，还可以参与部分制作环节，提升体验感。

其次，设计上也可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如

手工艺品、纪念品和服饰，在民宿内部设立文创产品展示

和销售区，通过实物展示和现场制作，丰富游客的购物选

择，提升民宿的文化内涵和商业价值。

最后，通过杨池村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在民宿内部设计

教育培训区和研学旅行项目展示区，如自然科学教育、历

史文化讲座和生态保护课程的互动体验区。通过多媒体展

示和现场讲解，吸引学校、教育机构和家庭游客。或与教

育机构合作，在民宿附近或内部设立研学基地，提供专业

的教育服务，提升民宿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影响力。

结语

在文旅融合视域下，肇庆市杨池村民宿空间设计的探

索不仅是对传统乡村文化传承与现代旅游需求的有机结

合，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中寻求地方独特性和对可持续发展

的深入思考。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新运用、自然环境的和谐

共生、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以及产业链的延伸，杨池村民

宿空间设计不仅提升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更在

实践中探索出一条符合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路

径。通过以上设计策略，不仅丰富了游客的体验层次，增

强了文化的活化和传承，还对地方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意

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影响。这种设计思路，不仅为杨池

村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也为更多的乡村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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