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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特色民宿研究
...以浙江省三个村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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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当前历史文化村落中民宿发展存在文化缺失$环境趋同等现象!在实地调研与综合分析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

中三个典型民宿的基础上!总结出村落乡土文化挖掘与提炼$民宿服务建设与管理$产业融合与联动等相关建议!为

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促进美丽乡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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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村落&民宿&空间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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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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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

乡村旅游总人次为
"#87

亿人次#同比增加
78+]

#占国内游

客总数的一半以上.乡村旅游总收入
%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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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行业的发展综合带动了乡村生态$文化与经济

的和谐发展#发展民宿经济则是兼顾历史文化村落发展与保护

的最佳结合点%

历史文化村落是乡村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是地理环境与

人类活动相结合的产物%浙江省是全国历史文化村落保有量较

多的省份之一#村落种类多$分布广$体量大$价值高%从分

布上看#浙江历史文化村落总体呈现南多北少#西多东少的不

均衡状态%其中保护村落数量多的是丽水$台州$金华$杭州

等地区%

历史文化村落民宿是体现乡村文化遗产的具体载体#而历

史文化村落特色民宿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内涵为基

础的一种特色民宿%精品乡村民宿是体验经济的产物#它为都

市人提供的不仅是乡村景观和住房体验#更是让顾客心情愉悦$

感受当地文化$参与特色活动的过程#这也使得历史文化村落

民宿成为新时期的重要发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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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历史文化村落民宿产业现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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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同质化)缺少文化内涵

部分民宿虽然分布在不同景区$村落#但由于相似的资源

限制以及产业扶持等因素#民宿主题大多相似#内部装修设计$

产品服务等存在模仿抄袭现象%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不够#

忽视了农业资源$民俗文化的可展示性#民宿缺乏个性化服务

项目#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变化的个性化需求#导致游客体验

感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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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弱)缺乏经营管理

部分民宿经营者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民宿运营学习#无法建

立完整的服务体系%民宿发展过于商业化$流程化#使得顾客

体验感受大同小异#市场竞争力不强%此外#多数民宿经营者

没有深入研究消费群体与用户需求#导致民宿个性化服务项目

较少#无法激发潜在目标消费者进行积极消费#导致客源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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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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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及方法

小组通过实地调研采访#获取民宿的相关资料%对丽水巿

松阳县西坑村过云山居民宿$杭州市桐庐县莪山畲族乡新丰民

族村云夕戴家山民宿$丽水市莲都区下南山村欢庭+下南山民

宿的文化环境营造$景观环境营造$建筑空间及功能营造进行

拍照取样#听取居民及外来住户对民宿的建设愿景#通过亲身

体验总结民宿环境中存在的不足#并选择某一固定区域作为样

本#进行现场环境测绘#形成 )基本参考样本*%通过文献与案

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归纳出村落的文化挖掘与提炼$空间功

能整合等方面的建议#为今后历史文化村落中民宿的建设提供

可靠依据#更好地引领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促进美丽

乡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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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选择丽水巿松阳县西坑村过云山居民宿$丽水市莲都区下

南山村欢庭+下南山民宿及杭州市桐庐县莪山畲族乡新丰民族

村云夕戴家山民宿作为主要的实地研究对象#是因为浙江省是

目前国内历史文化村落民宿发展的前沿地区之一#过云山居与

欢庭+下南山位于丽水#山峦环抱#拥有自然生态资源优势#

分别依托古村落和自然风光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特色民宿#云夕

戴家山位于杭州的桐庐地区#依托少数民族的地域性特色#三

个民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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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三个民宿进行实地调研#

可以归纳出适合浙江历史文化村落特色民宿的设计策略#为今

后历史文化村落建设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过云山居民宿是一家主打 )赏 云*的主题民宿#海拔约

$*#

米#位于丽水市松阳县西坑村%西坑村是坡地古村落的代

表之一#有 )中国最美村落*之称%

云夕戴家山乡土艺术酒店是一个由畲族土房改造而成的具

有现代化酒店设施和服务的 )乡土艺术*精品酒店#位于浙江

桐庐县莪山乡戴家山村%戴家山是畲族集聚地#清光绪元年由

文成$青田一带畲民迁入#先后建立了畲族村#形成独特的畲

族文化%

欢庭+下南山民宿是联众集团保护性开发的一个独具古村

落休闲业态的 )民宿村*#位于丽水市莲都区下南山村%下南山

村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具有浙南瓯越风格%目前已被列为市

级文保单位#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重点村%

'

!

(

+

*#!

+

!#!%

,

"

-

"

!

"

卷
"

期
&''(

&

!$$%)"*+"

!

,-./0

".

!$$%)"*1%

!

2/3./4

"



教育发展研究

从民宿规模$背景环境$主题类型等几方面解析与论释所

调研地区的历史文化村落特色民宿%

共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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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改造上#三个村落都保留了古村落原有风貌#将

当地文化元素与资源特色融入到民宿的设计中#赋予古建筑满

足现代人生活需求的功能空间#让百年传统乡村文化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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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打造上#三个村落都创造了新型产业链与村落文

化新旧融合#展开多种类的配套空间形成一种复合形态#打造

出多功能系统化的产业体系#构建一个适合乡村新兴业态产业

结构的互联网商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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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品牌塑造上#三个村落都结合了当地特色文化及

自然风景#依托其自身优势#在重视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基

础上#深度挖掘更多具有村落特色文化的产品与服务项目#打

造具有自身特色的的文化品牌%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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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庭+下南山&品牌上立足于乡村人文特色和自然景

观#打造 )一村一品*的运营模式%产业上构建成平台型的业

态打造#以 )古村
N

众创*的互联网分享模式探索合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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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夕戴家山&由畲族土屋改造#将当地畲族的文化元

素运用到建筑设计和服务体验之中%利用云走廊$云造体验馆$

云书屋和云体验的多元化服务体系为顾客带来丰富的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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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云山居&民宿以赏云为主题#主打自然风光的体验%

建筑上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形成 )揽树山房*#沿袭自然村的格局

成为特有的地域特色#并植入更多的文化产业链形成共享配套#

共享客源短租的聚集民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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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历史文化村落民宿发展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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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化挖掘与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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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固有环境特色和乡土文化

对浙江历史文化村落而言#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内涵是最具

吸引力的地方#而民宿能将其文化环境最直观的传达给每一个

旅客#历史文化村落特色民宿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就蕴含其中#

所以必须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才能使其可持续发展%在整个设

计中应因地制宜#在原有的古村落基础上进行 )以旧修旧*#最

大程度的保留原有的房屋结构和历史文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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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保留原生态文化#开发既具有经济价值又能够用于大众

化消费的文化项目#保持历史文化村落的活态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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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上突出地方文化特色#避免同质化经营

文化是不可复制的#避免同质化经营首先要突出不同文化

主题%对于民宿设计主题的定位#可以重点关注历史文化村落

地域环境特征要素#通过地脉$史脉$文脉$业脉$情脉和理

脉这六项要素来帮助确定民宿主题与设计理念#制定规划#继

承和发展当地特色#形成各自特有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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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村落本身文化

中的元素#将民宿设计与文化结合#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

并合理地应用于民宿建筑设计与情怀体验中%例如下南山村的

剪纸工艺#下南山有自主体验剪纸的设备#定期也会有当地手

工艺人开课带客人亲手制作#让住户体验当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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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环境营造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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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塑型空间建设体验环境

在村落民宿建造中要结合其原有建筑#营造空间内部环境%

通过时间沉淀留下的古村落建筑#承载了当地不可磨灭的文化

内涵#无论在住房内部的私密空间还是外面的庭院景观道路#

都应透露出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总的来看#在建筑构造及内

部空间营造上要充分利用原有宅院的历史格调#以更好的融入

到传统村落中达到新建筑与原有古建筑风貌和生态环境的协调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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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塑型空间打造功能环境

当下#诸多民宿建设多倾向于住房本身#忽略了公共空间

的功能性%休憩区域$展示区域$娱乐区域等空间的分布要考

虑到顾客的动线$喜好%如亲子房的旁边放置包含娱乐的户外

空间#阅读区域和展示区域可以相邻布局%此外在许多庭院空

间的设置上也会区分#与地形水系相融合#展现自然$人文景

观特征%景观上结合村落生态环境#进行生态环境再生化#利

用村落周边环境特有的植物#进行乡土植物的创新景观设计#

增强顾客环境体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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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采用田野调查法对历史文化村落中主题民宿的环境营造与

运营策略进行研究#有利于辨别主题民宿特征#对实际项目规

划$设计与建设起到指导作用.有利于挖掘历史文化村落特色#

构建乡村主题民宿特色与体验类型#促进村落品牌营造与环境

发展.有利于活化历史文化建筑和乡土文化#提高村落民宿产

业发展成熟度#优化住宿体验#改善民宿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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