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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视角下平潭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现状探究

——以流水镇北港村传统村落为例

范远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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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1 年 11 月《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准，平潭城市化进程进入跨步发展，城市化建

设不可避免的对平潭传统村落风貌产生重大的影响。传统村落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如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传统聚落

空间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就以风景园林视角对平潭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展开深入考察调研，探究平潭传统村落保

护与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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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一直是我国“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因其丰富的文化资源

和自然资源而备受重视。我国具有悠久的风景园林历史，传

统民居与中国古典风景园林总是相伴相随，在长期的历史发

展过程中，风景园林在我国人居环境的演变过程中一直起着

重要的作用。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开过程中充分运用风景园

林专业知识，为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创造和谐的聚落空间

起到积极的指导意义。

2 研究对象

平潭位于福建东部沿海，因其特殊的海岛环境，使得平

潭形成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平潭传统民居石头厝更是石构聚

落的典型代表。流水镇北港村作为福建省第一批省级传统

村，有显著的平潭特色，具有平潭传统村落的普遍代表性。

3 风景园林视角下北港村传统村落保护现状分析

显著的地域建筑风貌，优越的村落选址以及丰富的民俗

特色文化是传统村落的主要特点。以下将从北港村落选址和

布局、文化保护与挖掘、建筑风貌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3.1 村落选址和布局

农耕时代的小农经济导致我国村落居民生产生活对自

然环境依赖性高，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对村落的发展

与人们的劳动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我国传统村落在选

址上特别注意周边的生态资源，在村落布局上注意村落与自

然融为一体，以达到村落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理想

状态。

平潭村落类型可分为濒海丘陵聚居类型、中部台地聚

居、濒海平原聚居三大类型，而北港村位于平潭县流水镇，

背靠君山，面朝大海，属于濒海丘陵聚居类型。山主人丁，

水主财，北港村基本符合中国负阴抱阳，藏风聚气的村落格

局。濒海丘陵聚居类型村落特征常为顺着山势，沿着海岸线

和澳口散落式分布，“渔民择居以澳口为第一选择要素，基

本上是每个村至少有一个澳”[1]。君山作为北港村的天然屏

障，为其阻挡平潭常年的风沙，而东侧面向大海一向地势相

对平缓，便于居民下海从事渔业相关生产活。

北港村近年围绕传统民居开发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

入，直观的经济效应使得当地村民更加热衷于投入到旅游开

发当中，而当政府为了提高村民收入，优化农村经济结构而

支持乡村的旅游开发项目的进行，这使得北港村旅游业得到

大力发展。在乡村旅游业的大力发展下，使得北港村原有农

耕用地从原有生产功能改为景观绿化等环境美化功能。而村

落澳口上的码头、渔船也从渔业生产功能转变为旅游观光为

主，村落澳口海岸线为满足观光以及安全需要筑起了石头护

栏、长堤，使得村落空间与大海产生间隔，平潭环岛公从村

落与君山交接处铺过，使得北港村与君山产生割裂，原有村

落与君山融合共生的自然格局被打破，由此看来北港村因旅

游开发，使得村落选址风貌有一定的变化，北港村依山傍水

格局有所改变。

3.2文化保护与挖掘

传统村落具有丰富的人文底蕴与优越的生态资源，历史

文化内涵是传统村落最突出的特点，同时也是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的灵感来源，在编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规划或相关专

项设计时，文化的挖掘与应用，是避免同质化的有效手段。

根据风景园林原理，传统村落中的文化背景、行为活动和空

间形态是一个有机的耦合系统，耦合的结果是资源得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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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文化得到传承，活动得到满足，在人文生态环境下形成

审美感受、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2]。从风景园林原理上看，

传统村是一个多元素的耦合系统，文化是耦合系统的核心部

分，因此从风景园林视角着力研究并挖掘村落文化内涵至关

重要。

村落中散布的建筑、街巷、祠堂、古树、老井等组成了

传统村落的基本空间结构，而居民的饮食、风俗、劳作等生

活方式丰富着传统村落的历史气息。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

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些元素进行的。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改造

应该尽量尊重和保持原有的构造、格调、肌理、布局、色彩、

材料，工艺、技术等，以保证传统村落及其文化载体具有高

度的质貌原真性、显著的形态识别性、紧密的要素关联性和

良好的文脉传承性[3]。

北港村以“文化创作、民居民宿、休闲旅游”作为旅游

核心亮点，村落定位为清新小资的文艺文化村，因此引入大

量的民宿、餐厅、咖啡、酒吧、茶室等旅游项目，而传统村

落的保护与发展在修旧如旧，不搞大开发大建设的前提下，

这此项目最终便落到民居改造上。然而在追求改善乡村经济

结构，实现旅游带动村民经济发展的政策下，在传统民居保

护与开发过程中大多集中在以开发为目的。因此产生了部分

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民居，因位置条件差，不利于旅游

开发的而未得到保护修缮，逐渐破败。而且在建筑改造过程

中，设计上也未做过多的文化挖掘与融入，除有意裸露石头

墙面以体现石头厝特点外，在细节上并未做过多的考量，使

得北港村在旅游开发的浪潮下失去原有渔村韵味，氛围呈一

定商业化。开发上侧重对建筑的改造与项目引入，而在民俗

活动，生活习惯，民俗信仰等非物质文化上却未进行传承、

保护与开发。文娱活动项目仍处于大众化的烧烤、酒吧、茶

室、露天舞台等形式，同质化严重。

3.3 建筑风貌

园林是以山、水、林木、构建物等多元素组合的人为环

境，民居院落作为其中的基本景观元素，是中国传统村落风

貌体现的重心，也是人们最易于介入和开展艺术创作的载

体。

平潭特殊封闭的海岛环境，村落建筑形成了突出的地域

特色。平潭传统民居在聚居类型、民居型制、材料构造等方

面与其它以农耕为主的传统民居有着明显差异[1]。平潭传统

建筑是中国少有的以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以条石、毛石、

青石等为建筑的主要材料。整体建筑外立面装饰较少，立面

的特征通过石头的砌筑与细节处理进行表达。平潭因常年大

风，为防止瓦片被大风掀翻，多采用石头进行压瓦，同时将

瓦片抹上石灰，使得瓦片与屋顶粘在一起通过多种，以起到

对抗风沙作用。

北港村民宿改造过程中，为营造良好的用户体验及视觉

美感对建筑空间结构及装饰材料都有较大的改动，从而改变

了建筑原有的地域特色，呈现商业化、同质化等传统村落开

发通病现象。落地窗是北港村民宿的“标配”，原有民居窗

户因气候、生产、防御等原因多开口较小，结构上窗户边缘

都有条石交接，而现有民宿则为体现海景民宿特色，对改造

民宿都采用大落地窗形式开发，且存在不考虑建筑位置、观

景视角等条件而采以统一设计，最终导致个别窗户正对街巷

尴尬情况。在外立面整体风貌上，因原有建筑多采用毛石及

黄泥垒成，经时间的洗礼呈现岁月的沧桑，体现北港渔村民

居的粗砾。而现有民宿则对立面进行改造时，选用白色石灰

进行缝隙填充，对立面石头进行清漆处理，以启到增亮效果，

由此造成视觉上新旧材料的冲突，更有甚者直接将原来的石

头墙面粉刷成白墙，此类的过度修饰使得民居失去原有味

道。

4 风景园林视角下推动平潭传统村落保护的有效途

径

4.1竖立注重保护，适度开展的规划理念

保护与发展是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后一直在讨论的话题，

也是一个鱼与熊掌是否能够兼得话题，是先保护还是先发展

一直困扰着大众。而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

部于 2012 年组织开展的全国第一次传统村落评选，显然初

衷还是在于先保护。

传统村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良好载体，是不可再生的文

化遗产。保护传统村落即是尊重中国文化的表现，也是文化

自信的表现，保护传统村落的初衷与习总书记的文化理念和

文化观是一致的。保护中国传统村落的行为本身是一种对中

国文化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文化自信的一次实践。因此

发展应在保护的前提下有序开展、适度开展，发展之前必需

要先对其进行保护，保护不可为了追求一时的经济效益而进

行盲目发展，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尊重地方特色方是发展

的第一准则。

4.2构建完善规划指导体系，加强职能部门监督

传统村落的保护目前仍处于政府主导，政府部门对传统

村落保护与开发的重视程度与执行力度对村落的保护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平潭随着综合实验区的建立，又迎来了

百年一遇的发展机遇，发展是它的首要任务，而大规模的城

市化建设浪潮中，在制定城市规划上对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视

程度有所减弱。因此构建完善的平潭传统村落保护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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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标准对北港村保护与传承更加迫切。

4.3 激发公众的家乡情怀，提高村民参与意识

村民是传统村落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元素，传统村落的

农事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活动都需要围

绕村民进行，因些人是村落人文景观的重要载体。他们是村

落演变过程的见证者，同时也是村落历史的创造者。村落的

保护与发展首要服务对象便是村民，其次才是其它人员。因

此在进行传统村落保护的过程中应鼓励村民加入到传统村

落的保护过程中来，为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宝贵的意见。

结束语

传统村落是一个融“人、自然、建筑、文化”的和谐生

态体系，而风景园林融合了自然与人文的综合性应用学科，

通过风景园林视角剖析北港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现状，为

平潭村传统村落的开发与保护提供了良好的指导意义，为塑

造具有平潭海岛特色的传统村落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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