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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文化融入乡村民宿设计的策略研究
杨璐毓 王晓霞 刘瑞颖

（成都师范学院 成都 611130）

【摘 要】彝族文化融入乡村民宿的设计，研究分析了彝族文化的特色和文化价值，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使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传承，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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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厌繁华都市的钢筋水泥，寻找一处世外桃源是很多都

市人当下的选择。中国人骨子里刻着的隐居生活，是每一个

中国人向往的场所。于是乡间旅游火了，旅游新业态民宿也

随之兴起。民宿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业态，它所面临的各种

可能性都被开发出来。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人们越来

越重视乡村民宿的设计风格和文化内涵，这是乡村旅游的重

要组成部分。彝族作为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其独特的文化

为乡村民宿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

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助力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一、彝族文化概述

（一）彝族文化简介

彝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民族之一，有不同

自称的诺苏、米撒波、撒尼等民族。主要分布于滇、川、黔

三省西北部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

彩，不管是彝族服饰、彝族音乐、舞蹈以及彝族美食文化等

都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和特色。

（二）彝族文化特色：

1.彝族服饰：彝族服饰主要是以鲜艳的颜色为主，比如

红色、黄色和黑色。男士一般都是披着头巾的长袍加身；女

子则穿着一件银饰的长裙，头上还别着一朵鲜艳的小花。

2.彝族音乐舞蹈：彝族音乐以芦笙、笛子、月琴等民族

乐器为主，舞蹈有独特的舞步和舞姿，如彝族的“打歌”和

“踩堂”。彝族传统音乐舞蹈具有丰富的种类和独特的风格，

以下是一些较为典型的介绍：打歌：又称“打跳”、“跳脚”、

“左脚舞”等，是一种圆圈舞，广泛流行于云南西部与四川

凉山交界的地区以及云南西南部。

3、彝族的节日：彝族有很多传统节日，比如火把节、

彝族年等等。其中，火把节是彝族群众祈求丰收、祈求幸福

的重要节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举行，是最著名的节日之一。

4.彝族饮食：彝族饮食以米饭、玉米、豆类、蔬菜和肉

类为主，喜欢食用辣椒和酸菜。彝族的特色美食有酸汤鱼、

腊肉等。

总之，彝族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彝族文化融入乡村民宿

设计，对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

有重要意义。

二、彝族文化融入乡村民宿的价值和意义

（一）彝族文化融入乡村民宿设计的价值

1.在文化价值上体现出悠久的历史

在设计中融入彝族文化元素
[1]
可以丰富乡村民宿的文

化内涵。彝族作为中国古老且具有独特性的民族之一，其传

统习俗、民间艺术和手工艺艺术在乡村民宿建设中具有很高

的文化价值。通过将彝族文化元素融入民宿设计不仅可以展

示彝族文化的魅力，还为游客提供更深入的文化体验。
[2]

2.在经济上助力乡村振兴

彝族乡村民宿的推广有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通

过彝族文化的传播，还可以带动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当

地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

（二）彝族文化融入乡村民宿设计的意义

1.加强民族认同和自豪感

彝族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民宿设计有助于推动民族团结

和乡村振兴。通过把彝族文化与乡村民宿设计的有机结合，

[3]
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大团

结。彝族文化的展示和传播可以吸引外界对彝族乡村的关

注，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这有助于打破文

化隔阂，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同时，这一融合有助于彝族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年 第 10 期 - 学科研究

70

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使之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得以延续。此

外，彝族乡村民宿的推广还可以带动乡村旅游的发展，改善

乡村基础设施，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总之，彝族文化元素融入乡村民宿设计具有重要的文

化和经济价值，同时，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彝族文化的传承现状

（一）传承保护的重要性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交融以及新时代赋予的“新的文化

使命”。但是保护传承彝族文化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现

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城镇化的发展，使彝族传统文化逐渐边缘

化，许多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甚至面临失传的危

险，彝族传统文化也不例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趋势的

发展使彝族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年轻人

对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也逐渐减弱，彝族

传统文化急需保护和传承。

（二）保护措施

1.加强政府政策支持

加大对彝族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扶持力度，政府要制定

相关政策。虽然近十年来政府也出台了许多保护优秀传统文

化的政策，但是效果不显著，例如，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方案，

为彝族文化传承人提供经济和政策支持，鼓励和支持彝族文

化的研究和传播等需要进一步深入落实。

2.加强教育和宣传

通过教育和宣传，提高广大市民对彝族文化的认识和认

知，增强群众对彝族文化的认同感和保护意识，提高群众对

彝族文化的知晓度和认知度，通过教育和宣传活动，使广大

市民对彝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例如，开展彝族文

化进校园活动，将彝族文化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培养下一代

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意识。

3.加强文化产业开发

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把彝

族文化和现代产业结合起来。例如，开发彝族文化旅游产品，

推广彝族音乐、舞蹈、服饰等文化艺术形式，让更多人了解

和欣赏彝族文化。

四、彝族文化融入乡村民宿设计思考

（一）民宿设计概述

1.建筑风格设计

在乡村民宿的建筑设计中，可以借鉴彝族传统建筑的特

点，如梯形屋顶、檐口装饰、石木结构等。同时，可以在民

宿的外观和内部装饰中运用彝族传统的黑、黄、红三种色彩

搭配图案，以体现彝族建筑的独特魅力
[4]
。

2.室内陈设与装饰

在民宿设计的室内陈设和装饰中，可以运用彝族民族服

饰、生活用品、民间艺术品等元素。例如，可以在客房内摆

放彝族传统绣品、陶器等工艺品，以展示彝族文化的魅力。

3.公共空间设计

在民宿的公共空间设计中，可以设置彝族文化展示区，

如民俗博物馆、民族文化长廊等，以展示彝族的历史、文化、

艺术等方面的内容。
[5]
同时，可以设置彝族特色餐饮区，提

供具有彝族地方特色的美食，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

彝族文化魅力。

4.体验式活动设计

让游客在参与中深入了解彝族文化，提升乡村民宿的文

化吸引力，在民宿中开展彝族歌舞表演、传统手工艺制作、

农耕文化体验等具有彝族特色的体验式活动。与标准宾馆不

同的是，彝族特色民宿所提供的服务更具个性化和人情味。

游客可以在民宿中体验到家的温馨和舒适，同时享受独特的

彝族文化氛围。可以体验非遗文化彝绣，穿彝族特色服装，

观看彝族故事情景剧，玩彝族特色游戏。让游客带入角色，

体验感十足。
[6]

（二）民宿设计规划

彝族特色民宿不仅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住宿体验，也

对彝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社区的参与有

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开发彝族特色民宿可从以下几方面

着手：
[7]

1.文化深度体验

期望彝族特色民宿能够提供更加深入的文化体验活动，

如彝语学习、彝族手工艺制作、彝族音乐舞蹈工作坊等，让

游客不仅仅是观察者，更是参与者，能深入地了解和体验彝

族文化。



教育发展研究 2024 年 第 10 期 - 学科研究

71

2、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

希望彝族特色民宿采用绿色建筑技术，利用可再生能

源，降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民宿运营效率和舒适

度，在开发过程中能够坚持环保可持续的原则。

3、品牌建设与市场推广

希望彝族特色民宿能够加强品牌建设，通过有效的市场

推广，提高知名度和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同时，

通过服务质量的提升、良好口碑的建立、文化环境的建设来

增强民宿品牌效应。

4、创新与传统相结合

在智能化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期望民宿在保持彝族传统

文化特色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融入现代文化元素，
[8]

满足国内外旅游者的需求，同时结合现代科技提供智能化的

服务，保持彝族的传统风格和氛围不变，使彝族优秀传统文

化得到进一步弘扬传承。
[9]
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

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帮助彝

族特色民宿改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同时鼓励和支

持民宿的创新和发展。通过以上规划，彝族特色民宿不仅

可以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还能为传承保护彝族文

化，发展地方经济，繁荣社区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做出更

大的贡献
[10]

。

结语

把彝族文化元素融入到乡村民宿的设计中，不仅可以提

升乡村民宿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还可以促进乡村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
[11]
。在具体的设计中，应注重将彝族文化的独特性、

地域性和民族性相融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民宿。注

重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让游客在享受乡村旅游乐趣的同

时，还能感受独特的彝族文化魅力，以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

的良性循环。通过以上路径的探索和实践，可以将彝族文化

元素更好地融入乡村民宿设计中，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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