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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在民宿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们对于

古村落民宿居住需求逐步提升，如何通过民宿设计来全

面满足客户多元化、个性化体验需求，是当前需要深入

思考与人探讨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于传统文化

关注程度持续增强，传统文化的回归已经成为设计领域

发展必然要求，可以结合这一发展趋势以及时代特征，

将地域文化元素与古村落民宿设计有机融合，让现阶

段千篇一律的古村落民宿设计可以从形式上实现突破

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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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宿与地域文化概述

第一，民宿。民宿主要就是指使用闲置的房屋资源，

依据区域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游客提供帮助和住宿，

一般旅游区域居民会将自家闲置房屋住宅出租给游客，

民宿类型相对较多，其中牧场、农庄、休闲中心、民宅

等都可以纳入到民宿范畴。现阶段，普遍认为民宿最早

出现在英国，多采取农庄式、家庭式的旅游民宿，即农

场主为获取更多经济效益，在经营中将闲置房屋租借给

游客，让游客充分享受农庄田园生活，后随着经济快速

发展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演变，民族逐步朝向世界各国延

伸。从整体层面分析，民宿的发展与观光游客住宿需求

有着一定关系，游客在美景较为优美区域旅游时，希望

居住价格能够优惠才产生民宿。

第二，地域文化。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广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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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疆土以及众多民族，在发展中形成十分多元与繁荣的

文化，其中地域文化是某一区域居民生活生产中受到民

俗、地理环境等影响孕育的精神产物，其展现着该区域

的历史特征、人文文化，是最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地域文化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是这一区域的历

史建设或者民间工艺、文化艺术、社会民俗等各类人文

元素，也可以是山川河流等各类自然元素。在古村落民

宿设计过程合理融合地域文化，不仅可以提升民宿具备

的感染能力，也可全方位展现古村落具备的文化价值，

塑造与展现古村落文化形象，能够让人们在较为有限空

间环境当中体验与感受区域专属文化。

二、山西古村落概况

1. 地理环境特点

山西省地处于内陆地区是温带大陆性气候，东面有

着太行山这一天然、重要屏障，全面阻隔着季风携带而

来的水汽，使得黄土高原十分干燥，村落内部设施以及

各类建筑得到长时间保留，特别是部分比较偏僻区域、

交通不便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古村落内部道路、

房屋以及戏台等得到完整、全面保存。例如：山西省运

城市新绛县下光村，有着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至今仍

旧存留着传来自众多来自于汉代以及其他各个朝代修建

的设施与房屋，此类建筑不仅拥有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

并且还具备十分鲜明地方特征，这对于山西历史以及建

筑发展研究探索提供良好、优异范本。不仅如此，在众

多村落内部，人们在生活中仍旧传承者古老农耕文化，

因此保留大量民间风俗，这也使得许多古老民族和非物

质文化得到全面传承。

2. 文化特征

山西农业有着十分悠久发展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其丰富多元的文化形式、独特专

属的生态环境以及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影响着身为农耕

文明载体的乡村区域，这也使得山西古村落有着十分优

异的完整性、典型性、多元化等特征。

作为北方区域农耕文化的重要代表，山西古村落区

域鲜明反映与展现着华夏先民区域在以黄土高原为核心

背景下生存生活状态，是特殊环境生态下适应、斗争形

成的一种结果，可以称之为华夏农耕文明的重要范本。

自夏朝以来，山西就属于中华民族区域活动核心地区，

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以及禹都安邑都等全部位于山西区

域内。这也使得发源于这一区域的古村落最大程度留存

着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当前在山西区域仍旧可以看到不

少村落和乡村当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自秦汉以

来，山西区域就一直属于民族交流互通的核心区域，多

种不同文化有机结合，民族特色十分鲜明，明清时期山

西商人迅速崛起，经商之风在三晋区域流行，许多商人

在衣锦还乡时都投入大量资金兴建家园，形成充满特色

的晋商文化。

3. 社会形态

山西区域受到自然环境以及气候特征的影响，地形

存在支离破碎的优势，省内分布着各种不同的地形区域

以及自然区域，地理单位比较独立，产生差异化、个性

化的农业经济形势，所形成与产生的文明样式也有一定

区别。在山西河谷平原以及西南部地带农耕形势属于精

细化耕作，经济十分发达与优异。山西北部区域，因为

地处于高寒区域，居民生活生产十分粗放，一般是畜牧

业、种植业有机融合的模式，不同生态环境与气候条件

造成与形成差异化生产模式，而差异化的生产形势也形

成十分独特的村落形势和社会发展形势。另外，山西在

历史当中被称之为汉族，与北方区域少数民族杂居交流

互动较为活跃，多民族融合互动造成部分区域形成独特、

专属的社会文明形式，有着多元化、多样性特征优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与建设获取十分巨大成

就，城镇化建设速度与质量持续加快，新农村快速推进，

人民生活质量持续增强，这对于传统村落而言带来十分

巨大挑战，使得传统社会形态发展极大改进。

三、地域文化背景下山西古村落的设计原则

1.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原则是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的一

种重要理念，从我国国情层面分析，可持续发展就是一

种自然资源与社会发展能够形成协调稳定发展关系，让

自然资源可以高质量应用，简单而言，就是既要保证社

会可以全面发挥，又需要确保自然资源有着持续化发展

特征，其宗旨就是全面实现资源持久性利用。乡村振兴

战略实现背景下，古村落作为传统文化汇聚阵地，在古

村落民宿建设时期，保证生态环境良好性以及可持续发

展是旅游业最根本保障，也所需要重点遵循的原则，不

仅要全面满足人们新时代生活、生产需求，还不能浪费

自然资源。

2. 坚持传统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原则

在古村落设计与改造过程中，必须要不断强化对自

然环境生态资源保护与管理，在还原古村落传统文化以

及生活特色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各种不同风格与元素，

改善游客居住体验与感受，让游客可以在获取优异居住

体验同时，能够感受到古村落区域民俗风情。需要了解

到，民宿设计中所提出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展开整齐划一

元素整合拼贴，而是需要促进当地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

合，包括建筑与室内空间改造、食材与美食优化等，要

保证古村落能够更加符合当前居民居住要求。项目改造

与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塑造关系、打破关系的一种创新试

探，只有勇于探索与创新，才可真正保证古村落民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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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能够更加全面与完善。

3. 凸显地域特色，融入多元风格

古村落一般地处于较为偏僻区域，有着十分优异的

地理环境，以光村为例，这一村落拥有十分优异的环境

和乡土特色，在延伸组织建设民宿过程中，为避免村落

特征被影响，需要在全面尊重当地地域文化以及历史文

化基础、前提条件下，组织落实民宿改造建设，合理运

用充满乡土气息的建筑材料，以此来营造一个充满乡土

特色的氛围，例如：合理使用当地专属的竹材、石头、

木材等，依托不同地理环境以及地域特色，组织落实民

宿设计与改造创新，重点凸显出区域古村落特色，让游

客能够全身心参与到各种古村落主题活动当中，体验会

原始原味的乡土特色，这样不仅能够充分展现区域乡土

气息，还可有效延伸文化特色风格，让文化特色风格可

以积极与人文景观有机融合。

四、地域文化在民宿中的运用

1. 用地布局——因地制宜

在最开始展开民族设计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感知、

了解区域乡土民宿、地形地貌特征与优势，以此来为后

期民宿村落设计的基础和重要保障。一方面，在民宿设

计过程中，要全面遵循自然资源保护的原则，有机融合

自然环境、民宿村落结构，呈现出发展共生以及延续性

关系，例如：若是村落处于山地环境区域，则需要将山

地主体当作设计核心要素，结合古村落传统情况朝向世

外桃源意境进行设计。另一方面，在最开始设计时期需

要积极展开调研分析，明确掌握区域生活状态、风俗习

惯、生活场所设计形式、生活器具具体使用需求，从中

积极提取设计工作开展中所需的各类地域元素，在全面

保存民宿建筑原有样貌前提条件下，结合室外、室内不

同空间层次关系，合理融入区域文化元素，做到形式、

功能、精神以及文化统一协调。

2. 内部空间——功能明确

一般情况下古村落民宿设计中，室内空间是全面展

现、表达地方文化、民风民俗的重要场所，拥有用餐、

接待、互动以及休闲等各种功能特征，在设计过程中不

仅需要全面满足居住舒适要求，还需要结合不同空间功

能特征重点凸显出乡土气息特点。可以将古村落附近环

境中的石头、水、植物等积极在室内咖啡、餐饮等各类

休闲空间内合理设置，让游客可以获取舒适体验。另外，

还可将一些当地专属的文化产品、农产品等进行积极展

示，让游客可以在休闲住宿过程中感受文化特色。例如：

山西区域云丘山景区，当中拥有 10 多个古村落，以及众

多贫困村，在设计过程中有关设计人员，就积极针对村

落展开修复设计，逐步改善窑内内部居住空间，将其设

计成为风格迥异的体验式宾馆，包括标准件、单人房等，

空间特色十分显著，游客能够全面感受与体会窑洞特色，

形成独特、专属的民宿客栈。再例如：山西平遥横坡村

在设计开发过程中，相关设计人员就结合窑洞情况，开

办创设粉坊、豆腐坊以及油坊等不同空间，为游客体验

乡村生活提供极大助力。

3. 建筑外部——凸显特色

通过上述可以了解到，山西不同地区文化特征较

为明显，古村落中建筑造型也存在风格各异的情况，其

中每一个造型都是对当地民俗文化的一种阐述形式，是

历史沉淀、积累下的最主要产物。因此，在古村落民宿

建筑设计过程中，需要重点展现当地建筑优势，全面保

留传统建筑风格与外观，让人们可以获取赏心悦目的

体验。例如：在山西黄土高原上有部分窑洞村落，携带

有浓厚、独特的山西区域文化特色，不同形状的窑洞造

型，配合黄土质感与颜色，能够为人们体现一种极具特

色的风格，为人们带来具有乡土厚重感以及豪迈粗犷感

的视觉美感。并且因为附近气候十分干燥，自然资源较

为匮乏，形成一种以土为建筑特殊风格。在对黄土高坡

古村落展开民宿设计过程中，需要积极融入区域文化，

保留窑洞专属造型，让地域文化可以成为建筑标志性、

显著性特征，为人们带来深刻视觉冲击，让游客获取情

感共鸣。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不同区域民风民俗各不相同，不同

区域都拥有深入人心、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随着旅游

业快速、高质量发展，此类特殊文化成为推动旅游业快

速发展的最主要元素，合理使用各种地域文化元素额，

是保证大众要求、地域文化与设计艺术逐步达到平衡的

重点，可以让古村落民宿拥有专属灵魂，展现出独特、

专属的美感，为游客提供独具特色的文化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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