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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州泰美镇东江岸上乡村民居更新改造设计研究

吴子芳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25

【摘 要】：泰美镇东江岸边的乡村民居有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以泰美镇水上村为对象进行展开研究，针对遭到破坏的废弃

民居与新乡村民居文化缺失等问题，选择水上村一栋废弃的民居进行改造。在原有旧房屋的基础上，保留了现有的框架，科

学合理地加强了房屋结构，以半围合的形式构成总体规划，从建筑的功能、形式、内部和外部空间、具体的建筑材料方法的

角度出发进行整合设计，可以使得地域特征的乡村民居风情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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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惠州泰美镇东江岸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

惠州是广东历史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

蕴。作为中原南部，为了抵御野生动物和外敌的入侵，客家

人生活在一群使用传统生活方式，形成的住宅建筑，如围屋

和四合院，房屋的风格是最典型的。客家建筑，又称围龙屋，

外屋和客家围，始建于唐宋时期，在明清时期蓬勃发展。它

结合了客家的古朴遗产和南方文化的地域特色，是中国五大

民居建筑之一。

广东东南部面向大海，广东东部“养三渔七”，方便大

海。因此，中国的海外运输需要向东方推广。惠州多样化的

自然地貌环境和复杂的历史发展脉络是形成多民系交集的

背景，山地丘陵、河岸平原、沿海地带，正是各民系能延续

各自原有的生活习惯、民俗文化特征的环境保障，也是惠州

传统民居多样化特征的重要基础。历史脉络及人口发展概况

向我们揭示了这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概况与形成惠州多

民系历史交集混居的动因及发展概貌，这些都是研究惠州传

统民居发展重要背景。

惠州有一种民间文化为乡村绘画，用丰富的色彩和浓重

的色彩描绘出人们丰富多彩的劳动和生活。龙门农民画在国

内外艺术影响力的发展不断扩大，其传统绘画艺术价值内涵

已基本完全深入渗透到龙门县的各户，高档的农业文化场

所，休闲旅游娱乐场所和各级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人事办公室

都普遍张贴着绘有大幅手工彩绘农民画。除了这种中国传统

沿海民间的民俗绘画艺术外，有独特沿海民族文化韵味的惠

东渔歌，分布在广东省惠东县沿海各地。惠东渔歌因民族音

乐作品曲调优美以及素材品种多样，可为广大民族音乐创作

的人员免费提供丰富而珍贵的民族音乐创作素材。

2 惠州泰美镇东江岸上乡村民居更新改造设计实践

2.1 项目概况

本项目所坐落在惠州泰美镇水上村东江的支流边，雨热

同期、冬暖夏凉，一座依偎东江怀里的百年渔村。此项目所

在地是位于象头山附近的水上村，景色很优美，保留着原生

态的景色，江边有成片的沙滩与及草原，正是我们改造民居

的根基所在（图 1）。

图 1 基地区位图 来源：作者自绘

整个镇区以象头山风景区为休闲载体，雄峰奇骏，自然

环境优美，森林资源丰富，山顶则有大型水库资源，距离惠

州市区 18 公里，不仅可以休闲度假还可以进行漂流项目。

由于依托象头山的旅游资源，泰美的经济也不断提高。根据

笔者访问调查，整个镇区没有特色的乡村民居可以提供给需

要体验乡村生活休闲度假的旅客过夜，有的也只是大众的酒

店或者宾馆，体现不出当地的乡村地域特色。为了使旅客们

可以体验到乡村的乡土文民情，可以临时提供舒适的“家”，

因此，在改造的设计可以对外进行开放，屋主不仅可以自用，

也可以当民宿提供给需要的旅客，给农户带来更多的经济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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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当地的材料分析（作者自绘）

名

称
特点 材料原型 设计意向

木

材

重量轻，强度重

量比高，弹性好，

抗冲击，质地、

色调丰富美观，

易加工等

黄

黏

土

易制建材，绝缘

性能好

竹

子

量高价低，已于

获取，抗拉性能

好，技术要求不

高

以上材料是当地的乡村特色与建筑材料，所以本次乡村

改造将会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综合设计运用（表 1）。

该建筑位于全村村口，位于水上村的东南，东侧有东江

河流过，西侧是堤坝也是入村之路，北侧靠山，整体格局依

山傍水。水上村民居主要为传统民居与现代住宅民居混合一

起的形式。

2.2 建筑空间布局

水上村乡村民居 A民居属于典型的一厅两房的平面布局

模式，该建筑坐北朝南、地势高、视野好、面向湖景。这座

房子建于上世纪 70年代，建筑面积 237 平方米，整个建筑

至今保存不太完好，年久失修室内格局已破坏，建筑总宽为

11510 毫米、长为 22076毫米，原来的房屋总高 9 米。由于

废弃时间长，内部没有隔墙，大门已被砌上墙砖，室内采光

昏暗。由于山雨，大部分墙壁都掉了。房屋为一栋建筑两层

楼，由砖混合承重墙和木梁结构组成，大部分墙面用灰浆抹

面，砖木混合结构，屋顶用普通红瓦装饰。

3 乡村民居更新改造策略分析

3.1改造原则

（1）对现有的民居功能进行完善，以用于满足我们的

生活需求，以及其他的功能需求。由于时代的变化，大部分

居民对生活条件的要求标准越来越高，所以在居民空间的设

计方面，一定要将所有的空间全面利用并且合理布置，以改

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为原则，乡村民居的功能布置达到标准。

（2）在对乡村进行改造时不能一味的以新现代新材料

为主。要保留我们的传统技艺，并且使传统技艺更上一层楼。

使现代乡村改造的建筑性能以及居住品质更加完善，并且也

可以将传统技艺进行传承，如此一来，每一个村落都会有特

立独行的面貌。

（3）在对现在材料进行应用时，一定要因地制宜，不

能脱离乡土，设计中与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起来。而对于传

统建筑风格，也要提升其建筑的应用性能，一切都本着让居

民更加舒适的原则。

3.2策略分析

（1）乡村民居改造应从外在的物质即本文从建筑设计

与室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功能、形式、室内外空间、建筑

材料和技术的转变，可以使得地域特征的乡村民居风情更加

显著。所以，对乡村民居改造成富有特色的地域特征具有研

究价值和意义。

（2）通过新旧的组合，在原来旧的基础上与新的建筑

组合一起，以建筑围合而成的天井以及围墙与建筑形成的半

围合虚实相间的天井形态，与几何元素围合达到和谐地融合

成一个新的整体，更加深入的探索蕴含的空间内涵，建筑场

所的精神内涵。

（3）对于旧的物品要决定“去、留”的理念，用拆散

重构的设计手法，重新组合一些新的造型，这样就可以传承

原建筑空间物的精神。

4 结论

本论文对乡村民居改造设计的研究，都是笔者通过查阅

文献以及现场调研对相关的理论进行学习，并且以案例参考

为辅，提出观点。虽然本论文有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

基本成果，但是有些问题仍然需要不断改进。后续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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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东江流域边上的传统民居，从而使数据与资源更丰富。

提出水上村的民居改造模式和建设思路，为大量乡村闲置民

居在后期改造过程中提供一定的设计指导和参考，为解决空

心村问题提供了另一条途径，使乡村的人居环境得到更好的

继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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