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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地域主义下山地传统村落历史街区更新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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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批判性地域主义理论的视角下探究山地传统村落历史街巷的更新改造，辩证的看待地域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加之挖掘
山地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地域性特征，立足于文脉延续与村落村民现实诉求下，提出可行性更新设计策略，以此推动山地传统村落地
域文脉的现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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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theor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treets and lanes of traditional mountain villages，dialectically looks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ity and modernization，excavates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of traditional mountain 
villages，and puts forward feasible renewal design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continuation of cultural context and the 
actual demands of villagers，so as to promote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ntext of traditional mountain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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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批判性地域主义下历史街区更新发展动向 
在今日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逐渐在传统村落中上演的现实背

景下，批判性地域主义逐渐走进中国设计界的视野并形成了阶段性
的实践，设计师的态度也从一味对经济的追求到地域化设计再到反
思地域化设计。批判性地域主义对地域的概念进行反思，从而探寻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平衡与地域的可持续发展。对地域性的传
承与弘扬应该超越仅仅对建筑单体的关注，面向更大的空间尺度，
设计应立足于对公共空间中人们生活状态及其真实需求的研究，并
在诸如街道、广场、街区等公共空间领域的设计加以回应。[1]这反映
出批判性地域主义对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更新设计的一种趋势。 

1.2 批判性地域主义在传统村落街巷更新中的应用 
批判性地域主义摆正了地域主义的发展方向，为设计提供了一

种思维与原则，在发扬与保护地域文化的同时，也保持了内在的创
新与发展。批判性地域主义在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更新设计手法，
可以从形态、人文、建构、生态四个层面总结为以下（图 1）： 

 

图 1  批判性地域主义理论应用 
Figure 1  Application of critical regionalism theory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 山地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地域性特征 
2.1“空间形态”的地域特色 
2.1.1 平面形态 
山地街区 “顺势而为”的进行街道与建筑布局，街巷空间曲折

蜿蜒、富有变化、等级模糊，呈现树枝状或者不规则网状的平面形
式特点。树枝状是在坡度较陡地区，以一条或两条主要街道为骨架，
两侧呈枝状蔓延出尺度较小的巷道。这种格局能够灵活适应山地地
形的复杂环境；不规则网状则是多在坡度较缓的地区，街区格局灵
活根据地形变化，类似平原地区形成比较均匀的网格状。 

2.1.2 空间结构 
山地传统村落受限于地缘条件的影响，街巷走向与等高线的关

系有平行、垂直、斜交三种。 普遍的一种是街巷平行于等高线，
这种布局形式顺应了自然环境；街巷垂直等高线多见于巷道，呈现
“十”字与“丁”字的形式与主街相通；与等高线斜向交接的形式
减缓了坡度，呈现出“之”字形的结构形态，而且增加了行走在街
巷趣味感。 

2.2“行为活动”的文化内涵 
山地传统村落街区不仅是具有交通联系功能的空间，还具有生

产生活、商业活动、邻里交往休闲、民俗文化活动等功能。在山地
条件下，街巷尺度宽窄不一，产生了很多边角空间与转角空间，这
些公共空间被村民自发性的活动所利用了起来，例如在川渝地区山
地村落街区当中，人们在此有摆龙门阵、喝茶听戏、下棋打牌、聚
集交往等休闲活动形式。此外，在一些具有历史韵味的场所，也成
为人们聚集交往休闲的主要空间，例如古树下，古井旁等。也有在
一些尺度较大的局部公共空间中进行等生产活动。商业活动形式表
现为沿街的商业店铺与赶场摆设摊点，为村落居民与外来游客提供
购物、餐饮等功能。在历史街区中，一些尺度较大的公共空间节点
成为了居民进行群体文化活动的空间，其中包括有反映人们生产生
活的表演艺术，追求工匠精神的民间工艺展示，还有彰显地域氛围
的传统节日集会。人们在村落街区的行为活动，使得街区极具生活
气息与浓厚的地域色彩。 

2.3 “节点场所”的历史记忆 
2.3.1 节点空间 
山地传统村落街区顺应山势而建，产生了较多的公共空间节点，

具有含蓄、非正式和隐性的特征，[2]分布在入口处、街巷交叉与转折
处以及道路出现的局部放大空间等，呈现的形态也各不相同，或于
街巷拐角处，或于坡道梯道间，再或于面积较大的空地处，散落在
村落街巷空间各个位置，成为了人们室外聚集活动的主要场所，历
经岁月承载着变迁中的历史记忆。 

2.3.2 物质遗存 
历史街区中的物质遗存包含了建筑、院墙、道路、古树、古井、

土墙、水塔等保存着原真历史信息，反映历史面貌的一切物质。这
些乡土事物蕴含着村落特有的历史韵味，成为了展示村落历史的重
要物质载体，常常也会形成村落居民聚集活动、议事的聚集地。 

2.4“生态环境”的乡土情怀 
2.4.1 自然植被 
山地传统村落街区因其特殊的自然地势，街区内产生了垂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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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景观，生长了许多大型乔木，部分较大的局部空间还被村民利用
成为菜田，这些土生土长的植被景观使得街巷空间内居民感受到了
独特的乡土情怀。 

2.4.2 乡土材料 
在传统村落形成与发展中，街区空间物质用材大多数来自于在

本土自然气候条件下生长的乡土材料，其有很强的适应地方自然环
境的能力。山地地区盛产石、木、竹等地方材料，这些乡土材料用
于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内包括建筑、路面、生产设施、景观设施等的
建设。日久岁深，自然逐渐融为一体，体现出了山地传统村落地方
特有的乡土生态环境。 

3 批判性地域主义下山地传统村历史街区更新设计策略 
3.1 地域空间形态的优化延续 
空间形态是山地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主要构成要素，空间形态

塑造了村落风貌与生活秩序，对空间形态的延续就是对村落地域文
化的保护与延续。 

3.1.1 梳理强化平面形态 
对街区平面形态的延续就是对一种空间秩序的传承，也是对传

统的生活方式的传承。而树枝状与不规则网状这两种不同形态街巷
的保护与延续要采取不同的方法针对性思考。树枝状以一条主街串
联若干巷道，在保护更新中要以主街为重点，进行其形成发展原因
的分析，从而延续其脉络。不规则网状则具有多条主街，在保护更
新中要对各街巷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依据实际状况延续其脉
络。 

由于村落街区疏于管理和居民随意搭建，在巷与巷连接处，街
巷的边界处出现了许多“尽端式”道路，导致了平面肌理的断裂与
道路的不通畅。这种情况在更新过程中应该顺应平面肌理的整体形
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打通与衔接，从而增强空间的通达性与
空间之间的有效联系。 

3.1.2 优化延续空间结构 
由于许多街巷走向垂直或斜交于等高线，其内部存在坡道多、

弯道多、巷道多的现实状况，产生了较多的坡道、梯道、陡坎、平
台等特色空间形式，形成了独具特色韵味的空间结构，也给人们带
来了趣味多变的游览体验。因此，在对街区进行更新改造中，要尊
重其地形环境，重点维护坡道、梯道等灵活多变的路径形式，并根
据需要，合理的赋予其休息、活动等功能形式，形成特色景观空间，
从而延续街区整体空间结构。 

3.2 嵌入整体环境的场所塑造 
3.2.1 整合重构空间序列 
整体梳理保护现存的活力与历史价值较高的局部空间要素，例

如历史建筑、公共空间等，构建街区主要空间要素轴线。对不同功
能性质的形态要素通过适当的尺度加大与功能复合进行局部辐射的
放大，形成局部区域的“微中心”。通过梳理无形的活力要素进行转
移安插到“微中心”内，起到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辐射效应带动
整体空间的活力，构建街区整体的空间序列。功能复合一方面可以
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提升空间的生机活力，使得其
呈现部分要素之和大于整体的作用。[3] 

3.2.2 弹性处理建筑界面 
通过对建筑界面增加挑檐、构筑物与座椅等，形成半开敞的室

外空间，成为可供人们进行各种室内外活动的“灰空间”。这样不仅
有效的联系了室内外空间，而且丰富了街区界面的层次感，增加拓
展了居民的交往空间。 

芦原义信在其《外部空间设计》中提出了“阴角空间”的概念，
其指的是在街巷空间中通过局部建筑的凹凸、进退来形成内向型的
边界空间，其可以有效引导人们的停留与集聚，提升空间活力。[4]

山地传统村落街区内，可以通过对局部破败或风貌整治建筑进行凹
凸进退，为多种活动形式的出现提供了积极空间，提升街区活力的
同时为以后可能出现的活动形式提供了空间载体。 

3.3 村落传统文化底蕴的发掘 
3.3.1 整合改善历史建筑 
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更新应对现状建筑风貌与质量进行梳理与

评估，重点修复历史建筑、维修改善传统建筑，对风貌不协调建筑
进行风貌整治。对现状具有历史价值建筑进行梳理整合，在保留其
原始风貌的前提下，进行小规模的、循序渐进式的修缮修复，从而
避免对历史建筑原真性的损坏。经过修膳修复的建筑完整地保留了

其历史气息，也可将闲置历史建筑通过功能置换的方式，合理运用，
赋予其新的功能与价值，如将其作为民俗展示馆、村民活动中心等，
发扬村落传统文化，成为街区的触媒点。这种更新方式不仅使得历
史街区中的原真历史气息得到延续，而且使得历史建筑得到活化利
用。 

3.3.2 提炼植入乡土艺术 
用乡土公共艺术的形式介入村落街区的更新能有效提升村落人

居环境品质。现代公共艺术的概念不单是局限于叙述历史与传统，
也强调了人与公共艺术的互动性与参与性。[5]利用现代设计手法对村
落精神与历史记忆进行提炼将其抽象物化，以带有乡土情怀气息的
公共艺术形式植入到节点空间与活动场所中，例如雕塑、小品、构
筑物等、装置等。通过对空间参与者视觉、听觉、触觉等要素的触
发，彰显村落精神，也提高了居民在空间中的参与感与认同感。 

3.4 自然生态环境的织补重构 
3.4.1 植被改善维护 
在对整体街区的更新中，应对节点空间、边角空间适当种植乡

土植物，增加绿化面积，对陡岩、梯道、挡土墙、护坡等进行垂直
绿化处理，形成特色乡土生态景观的同时起到了护壁的作用，减少
水土流失。乡土植物是本土气候与自然条件下生长的，因此种植乡
土植物不但能建立街区内生态环境的微循环系统，改善空间环境品
质，使街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时充分激发人们的乡土情怀。 

3.4.2 景观生态融合 
由于街区的空间容量有限，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绿化，因此可以

通过乡土植物与景观设施及建筑的相结合，在满足空间功能的基础
上，尽可能的为植物生长创造条件。通过技术化、艺术化与生态化
处理，将构筑物、景墙、公共设施垂直绿化，或与乡土植物融为一
体，软化了街巷界面，有效促使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 

3.5 物质环境建构的创造再现 
3.5.1 物质遗存转化利用 
对于村落街区内部分建筑与生产环境破损严重而形成残垣断

壁，一味的修复重建并不能保持其历史的原真性。因此，可以通过
保留改善、功能转化、艺术提升的方式，打造活动节点空间，达到
空间的有效利用。通过对其质量较好的物质进行保留，例如墙壁、
屋顶、石堆、生产设施等，通过技术与艺术提升，将其转化成构筑
物、文化墙、景观小品等，并对其环境进行适当绿化与配以活动设
施，形成可供村民进行休闲、商业、生产、文化活动的场所。 

3.5.2 乡土材料转化利用 
在对山地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更新过程中，修缮风貌破败的道

路、建筑或者营建活动空间所需的石材、木材等，要就地取材，尽
可能沿用乡土材料，结合现代技术与设计手法，从而形成街区风貌
的整体统一与生态的持续发展。在街区更新中所用材料不一定是
“新”材料，可以对自然界或村落中产生的废旧材料进行回收，对
其略经加工，用于更新建造，完成废旧乡土材料的再利用。这些废
旧材料记录着传统村落历史演变的痕迹，对其的再利用更是对这些
原真历史记忆的创造性呈现。 

4.结  语 
本文以山地传统村落历史街区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现代化冲击

与地域文化流失的背景下，立足于地域文化延续的视角，通过探究
批判性地域主义理论与山地传统村落历史街区之间的关系，挖掘山
地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地域性特征，在形态、人文、建构、生态四个
方面得出更新设计策略，旨在以保护地域特色，延续地域文脉为前
提下，优化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品质，提升村落街区整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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