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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集市的研究引发对城市菜场空间改造的思考 

—以老勐乡村寨集市为例 

王艳芳  徐  钊 

(西南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650000) 

摘  要：集市不仅是购买居民日常所需的新鲜食材的地方，而且是实现人们社交接触的场所、更是一个真

实而且有活力的社会公共空间。菜场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的存在可以直接反映一个城市的现代

化发展水平和居民的生活水平。像菜场这样的公共空间本身就是由传统的农村集市演化而来的，是一个历史遗

址，一个社交聚会的地方，一个迷人的传统家具的场所。通过分析村寨集市的可持续设计研究，探索出一条适

合城市菜场空间改造的的人性化道路，注重当地的文化传承性，提升城市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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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集市、庙会是中国乡村市场的重要形式，无论从

历史还是现实看，市场都存在于乡村社会，并且不同

程度地嵌入于乡村社会，成为乡村社会与文化的基本

构成［1］。 

老勐乡集贸市场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决定它

是城乡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从四面八方运载过来的

各种农副产品、特产山珍，名目繁多，还需要经过集

市收购、整理、加工、集运，才能进入流通领域和生

产领域并加以利用。由于老勐乡的地理条件，各个乡

镇村落通向这里，与之紧密相连，这样也就显示了此

处的农村经济中心的特殊地位，再由这里将集市之后

的货品分散到各地。集市为工业品生产、土特产品的

加工及销售，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能带动起加工、

运输、饮食，以及商业的发展，又为劳动就业开辟了

广阔的场所。 

城市菜市场这样的公共空间是由传统的农村集市

演化而来的，是城市公共空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此外，菜市场在城市中也不仅仅是诸如蔬菜、

生鲜、水果等食品的交易场所，也是从农贸市场到菜

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承载了的人文内涵和居

民情感归属[2]。通过分析传统农村集市的可持续设计研

究，探索出一条适合城市菜场空间改造的的人性化道

路，提升城市烟火气。 

1 老勐乡农贸集市的现状分析 

集市贸易活动发展是农村或城镇规划的优势所

在，也是区域建设工作取得进步的良好途径，带动农

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老勐乡集市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

本土的集市活动、风土民情十分浓烈，各民族居民热

情好客，而丰富的特产山珍土味却只能在当地自给自

销，几乎与外界“隔绝”。 

集市活动具有“杂、散、小”的特点。由于老勐

乡的交通条件，三县八乡的居民大多会来到老勐进行

贸易，所以这就造成了老勐集市的“散”，使其成为周

边地区贸易活动的集散地，老勐乡集市发展缓慢。因

云南地区地势高低起伏，赶集人多、车也多，没有专

门的停车场，山路也不平坦，在不合理规划集市空间

的情况下，极易造成拥堵、交易秩序混乱，由于缺乏

必要的规划，排列形形色色的货品使得摊位之间空间

狭小，贸易活动专业水平较低，很不利于提升市场活

动开展，阻碍了集市贸易活动规模化方向的建设。 

老勐乡集市活动基本处于小额贸易，且发展不平

衡，没有得到合理的规划，基础规模设施不完善，缺

乏便民通道设施。另外，集市体现的也是民族之间的

经济交往，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因为远离城市，各种

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商品的交流与交换主要以各区域的

集市为主，对于集市的民族而言，商品选择、交易方

式先于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等被凸显出来，由于交通

和地势等因素，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无法得到更好的传

播，不能够与外界进行实时的开放式的交流。 

针对目前老勐乡集市活动的现状及分析存在的各

项问题亟待解决，集市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它对整个

区域网络的纽带作用，使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也

说明了研究乡村集市贸易环境空间有更为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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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2 老勐乡村寨集市保留下来的文化传承性 

近现代以来云南各地农村的集贸市场, 除具有 

“调剂余缺”、“平衡供需 ”和沟通城乡商品交流等

经济功能之外, 还有一种人们看不见 、摸不着而极容

易被忽略的辐射先进思想文化的特殊功能［3］。人们对

传承上百年的集市文化感情颇深，一方面集市带给了

人们生活上很多便利，另一方面也提供给许多素未谋

面的人们一个非正式交往平台，使得原本萧条的村落

增添了些许人气和生机。这一天是热闹的，来自四面

八方的人们共聚于此，来购得自己所需的物品；村子

里的人也是开心的，因为他们辛苦种的菜可以换取一

定的收入，用来补贴家用［4］。 

云南的集市日是有讲究的。大多以十二属相定日

子，相邻村寨间的集市日避免重复，如元阳县胜村逢

兔、羊和猪日赶集，嘎娘则逢龙、狗日集市，只有金

平县老勐乡固定星期日。集市日对当地人像一个小小

的节庆，集市就是一个聚会交流的平台［1］。“竹筒当烟

袋”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老勐本地有一种独特的“破

竹水烟筒”制作工艺。老勐因此被称为“破竹水烟筒

之乡”。集市上还可以看到母亲背着正在输液的孩子走

在回家的路上，马路上针灸、治牙，出租婚纱、新娘

化妆的小店等，妇女背箩筐购物，直到中午多辆卡车

拉赶集的村民回家。 

 
背箩筐购物山民 

 
抽大烟筒的老人 

乡村集市中用于交换的商品十分丰富这些商品贸

易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也满足了乡村农民的

精神文化需要。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

经济活动也是文化活动具有文化意义。美国社会学家

丹尼尔．贝尔就明确指出“市场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

交汇的地方 ”［5］。因此乡村集市作为农民经济活动的

主要场所在实现其经济功能的同时必然产生有利农村

社会稳定的文化：集市能满足农民情感交流的精神需

要、集市促进社区认同感的形成和农村社会的稳定、

集市有利于农村传统风俗文化的传承及青少年的社会

化、集市开化农民观念、扩大农民人际圈和促进农业

技术的传播、乡村集市具有娱乐和休闲的文化功能［6］。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其改造市集的主要目

标是人民群体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努力构建一个用文

化记录集市空间规划的概念框架。公共空间的消费者

和经营者具备一定的自主权利，通过对日常生活和地

域文化的分析，延续和发扬在地场所精神，为社会空

间保留鲜活的传统基因。在城市转型期间，诸如乡土

文化、当代都市文化、民俗文化等形式都应考虑在内
[7]。 

3 农村集市发展的可持续设计技术指标 

尊重客观规律，稳步促进农村集市发展。集市的

地理位置、开市频率以及交易范围，是农村商品生产

和流通长期发展的自然选择，反映了农民实际供给能

力和需求状况。要鼓励多元化经营主体，大力支持广

大农民以及其他主体投资兴建农村市场，促进农村产

业结构的调整，把农民培育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 

健全市场法规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运 行环境对

于目前农村集市管理落后、不规范问题，有关部门应

建立和健全市场法规体系，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包括

对市场主体的准入规定及资格进行审查对进入市场的

产品进行抽样检查和技术监督等。调整优化农村经济

结构，启动农村生产资料消费市场广大农村地区应针

对当前产业结构水平低、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化、趋同

化的问题。根据市场需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台理

引导和支持农户实行多种经营，提高农副产品加工增

值的比重，提高科技因素在农业增长中的比重；大力

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开发优质新品种，改进耕作方

式。 

构建多元化参与主体。繁荣农村集市贸易在由传

统农村集市向现代集贸市场转变过程中，仅仅发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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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农户的二元主体作用，集市功能很难有效发挥，

需要依靠多元主体参与到集市市场体系建设中来[8]。 

4 村寨集市的可持续设计研究对城市菜场空间改

造的启发 

集市按照按使用职能为划分依据，可以分为渐变

型与突变型两种集市.渐变型集市一般基于自发性的

行为聚集生长，自然、经济、地域习俗等多元素共同

作用，经历由草市、零售点、固定市集到集场，从低

级到高级的过程。因此，渐变型集市以商贸活动为主

体，在人的意识作用下，承担着交通运输、经济枢纽、

社会交往、文化娱乐等的复合功能。由于渐变型集市

自发性强，亲和适宜的街道尺度最大限度的包容地方

文化的表现与传承，创造出舒适轻松的交往氛围。突

变型集市以政府的规划控制为先导，整体趋于城市化

的空间体系，以单一性的商贸活动为主体，通常以经

营同类型产品的摊位、商铺聚集而形成，逐步形成区

域商贸市场，提供固定的某类商品的售卖、批发聚集

地，吸引周边村镇消费人群。集市内部摊位多为成行

成列布置，固定水泥浇筑统一摊位，划区分布各类商

品[11]。 

通过分析集市的两种不同形态的演变，可以看出

乡村集市属于渐变型集市此通常依托乡村传统街巷空

间结构有机演化生成，街道两侧的固定商铺与线性集

市摊铺共同发挥作用，持续绵延的流线与自由灵活的

组合方式能够有效的吸引人流，给村镇带来生机与活

力。而城市的农贸市场或菜市场则属于突变型集市，

因为在政府的规划控制下，大部分菜场改造都趋于超

市标准化和统一化，缺乏地方文化的表现和传承，所

以村寨集市的空间灵活性和文化传承性的可持续设计

研究对城市菜场空间的改造有很大的启发性。 

5 结语 

这项研究证明了村寨集市的重要性，前提是它的

规划、管理和设计可以促进农村质量的发展，并改善

社会的可持续性，有必要提供适当的设施，如人行道、

宽阔的通道、足够的停车位和市场上足够的安全措施，

这可能会对居民的福祉产生积极的影响。充分规划的市

场的潜在贡献可以对用户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0]。 

而像菜场这样的公共空间本身就是由传统的农村

集市演化而来的，是一个历史遗址，一个社交聚会的

地方，一个迷人的传统家具的场所[7]。目前对城市菜市

场空间改造设计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设备和功能的提

升以及空间的利用上，对于空间灵活性和在地文化传

承性的改造设计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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