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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家岛南片渔村保护与微更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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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村落改造在国内已经大规模发展起来，村落改造的重点在于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制定科学的措施与对策。

坚持生态文明建设，适当依靠现代工业和科技力量，让传统文明在传统村落的改造中得到最大化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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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薛家岛南片渔村的发展现状

长久以来，胶东半岛一种被称为“海草房 ”的传统民居受

到人们的关注，这是一种以石为墙，海草为顶的老屋 ，据说这

种海草缮制的屋顶，40 年不漏雨。稍加修缮，海草房可以使用

一两百年。海草房与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相提并论，以其悠

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内涵，并肩兀立于祖国的遗产宝库。山

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街道南岛片区海草房的改造计划，通

过研究海草房的发展和组合方式，提出保护建议，最后应用技

术手段来修补和完善海草房的居住空间。通过改造海草房带动

该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海

草房”的历史和文化。

二、薛家岛南片渔村的村落文化

薛家岛南部渔村现存最悠久的海草房已有 200 余年历史。

这里的海草房不仅体现了当地土著居民就地取材和因地制宜的

智慧，也凸显了沿海地区独有的民俗特色。海草房的造型、颜

色也传递着丰富的审美信息，灰褐色的海草堆成 50 度角的人字

坡形屋顶，在蓝天、碧海、绿树的映衬下愈加显得古朴而稳重。

薛家岛的海草房是我国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独有的生态民居

之一。海草房以石为墙，石是就近开采的山石和海石；在天然

石块或砖石块融合在一起垒起的屋墙上，有高高凸起的屋脊，

屋脊上面是质感非常松软的屋顶，屋顶为沿海特有的海带草，

柔软而有韧性，耐腐蚀不易燃烧，冬暖夏凉。这样的建筑风格，

主要考虑在冬天保暖避寒，夏天避雨防晒。

三、薛家岛海草房的保护措施

伴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胶东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

美丽乡村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的新型住宅的持续迅速地发展并

且向外扩张，不断地挤压传统住宅的生存空间，海草房的保护

以及传承环境逐渐恶化，保护现状非常令人堪忧。通过传统村

落改造可以保留的传统文化建筑，比如对小桥、码头建筑等乡

村建筑进行再保护，用这些承载深厚历史文化的符号显示海草

房的文化魅力。在此背景下如何协调好历史文化遗产与经济发

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开发传统村落进程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

现代化经济的同时让非遗文化得到保护与传播，更好的实现“非

遗 +旅游”产业，发扬地域特色。

（一）通过旅游业与特色文化产业结合的方式让青年人去

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与传承保护文化的使命感

现阶段青年人比较注重个性、与创新，可以通过年轻人这

一心理需求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文化，最大范围的让更多的人

熟知当地的非遗文化。通过“非遗文化 + 旅游”来实现传统渔

村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运用旅游业当做文化传播与保护的载

体，让人们更好的去接受当地传统文化，通过一些现代科技水

平来实现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微更新。

（二）建立非遗文化展览馆，普及薛家岛南片渔村海草房

的非物质文化以及国家推行的“乡村振兴”理念

建造非遗文化的展馆来为游客们讲述当地的传统文化历程，

在展馆内运用现代化的 3D 全息投影、VR 虚拟、人工智能等先

进技术让游客更为直观、更为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当地文化带给

游客的冲击感 ，从而让人们更能接受当地的非遗文化，不仅对

当地的非遗文化得到了有利的传播与保护，而且为当地劳动力

比较弱的居民提供一份职业增加一份收入同时助力乡村振兴。

（三）运用现代科技来修补和完善海草房居住空间，确保

整体建筑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在实现传统渔村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同时，对当地居民的

建筑形式进行改造，在保留海草房传统文化特性的基础上，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如 3D 打印技术，纳米技术来修复一些古老建筑，

让其不丧失原生态文化属性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化元素，通过现代

技术来满足传统建筑材料缺乏，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传统建筑。对

海草房古民居人文要素的重塑、提高居民的保护意识、适度开发

与保护及数字化应用实现非物质形态的保护，积极的借鉴国内外

优秀保护经验以完善对海草房古民居及其建造理念的保护传承。

通过对海草房的保护和修缮，开发民宿，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四）通过海产品的加工与销售等一系列的延伸，建立独

特的海草房文化的品牌宣，传薛家岛海草房文化

由于海产品易腐败，不易保鲜的原因，在原有海草房的内

部建立规范的操作机器与加工手段，这样就可以保持海产品的

长久销售量，在保证销售推广的同时注重提高海产品的品牌效

益与效率。关于海草房所生产的海产品，可以建立独特的海草

房文化的品牌来推销，建立线上和线下两种销售方式。在客流

量大的销售景点建立品牌店面来保证线下每日的销量，同时弘

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线上则是采取普通的网上平台销售，在当

地保护海草房的同时，对外宣传薛家岛海草房文化。

四、结语

想要转变传统渔村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接受现代化经济

发展方式的融入。在这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更该想办法保护

与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建筑形式海草房曾经在

中华历史文化中发光发热，为沿海世世代代的人们遮风挡雨，

是祖先留下的珍宝与记忆，也是记录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保护

与传承这些历史文化是我们转变当地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核心。

如今传统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更多的是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来为当地居民带来更直接更有效

率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从而更好

的实现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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