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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域文化背景下乡村民宿空间设计 
闫付海  李苑铭 

（南阳职业学院  河南南阳  474500） 

摘要：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中的各个领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旅游业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精神方面

的需求，乡村特色旅游逐渐成为旅游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使乡村地区依靠自身具备的地理优

势、环境资源以及地域文化资源等大力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融合发展。而现阶段，乡村民宿在发展的进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

同质化现象，特别是在探索地域文化的表达方面依然具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基于此，本文对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乡村民宿空间设计进

行了研究，希望能够为相关的研究人员和乡村宿行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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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对于精神生活的

需求越来越强烈。传统的只具备住宿功能的旅馆和酒店逐渐呈现出

颓势，而人们逐渐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产生厌倦心理，加之人们物

质生活的提高，越来越向往乡村轻松而快乐的生活，从而为具备浓

厚地域文化的乡村民宿业你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时机。乡村民宿相比

于一般的旅店，明显优势在于其从内到外具备着浓厚的地域文化。

基于空间设计来看，乡村民宿的设计更重视空间的艺术感以及设计

感，而并非单单只具备使用功能。不同地区的乡村民宿是当地地域

文化的重要体现，如果说乡村民宿是地域文化的载体，那么地域文

化就是乡村民宿空间设计的灵魂。两者之间应该和谐共生，相互促

进。 

一、乡村民宿的概述 
台湾地区的民宿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所以，台湾地区的学者

和专家早已对民宿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轮廓。实际来说，民宿就是人

们空余出来的居住空间。居民将自身家中多余的居住空间充分运用

本地区的地域风情、自然资源等开发出了民宿，为游客提供住宿的

场所。从而使民宿主人不仅获得了副业，与此同时，还可以使旅游

者在居所体验当地的地域文化。而民宿的经营规模应该在五间客房

以内。而且客房总的地板面积应该在一百五十平米。此外，有学者

认为民宿能够有效地利用本地域的资源，并且强调其可以为住宿人

员提供和大自然、地域文化接触的机会。台湾地区对民宿进行管理

的过程中，重视民宿营造本地区的环境，以及主人与客人之间的沟

通与交流。 

近年来，国内的民宿行业才刚刚得到发展，所以，依然还没有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宿。全国各地区在管理民宿方面所使用的办法

也大致相同。比如，对民宿的定义，还有针对民宿的楼层数以及面

积的限制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之处。当前我国对于民宿的定义是：

经营人员给旅游人员提供居住的空间，借助当地的地域文化、自然

景观、人文资源来吸引旅游者，其不仅能够为旅游人员提供住宿，

同时还可以使旅游人员接触自然，感受本地区的乡土风味。 

二、研究乡村民宿空间设计的重要性 
国务院于 2015 年 11 月颁布了《国务院善于加快生活性服务业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大力发展民宿、

客栈、以及长、短期公寓等细分业态。把这些行业定义为生活性服

务业，给予多元化的政策支持，从这时开始我国在全国各省和地区

试点民宿建设。而在 2016 年我国颁布的 1 号文件中提出大力发展

我国的乡村旅游业与休闲农业。随后在颁布的相关政策中制定了 2

条扶持途径：其一为我国发改委等相关单位扶持符合条件的特色小

镇的建设，项目可以申请专项的建设基金；其二为我国财政部适当

奖励开展工作较好的特色小镇。对于我国的旅游业的发展来说乡村

民宿业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新的热点。而乡村民宿更是刺激我

国文化旅游消费的重要途径。在我国各项惠农政策的大力扶持下，

很多民宿经营者与投资人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近些年来，我国的

民宿业得到了飞速发展的机遇，从部分人的怀旧情感到资金的大量

投入，从自媒体人、民宿设计人员的理念表达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大

力推进，如此改变也使我国的民宿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暴露了出来。

一些民宿由于处在较为偏远的地区，从而致使其各项设施并不完

善，缺乏专业人才针对民宿的空间进行设计，未能全面把其和外部

空间进行融合，部分民宿在空间设计方面存在着风格的混搭、七拼

八凑。还有一些民宿的空间设计为了迎合社会大众的喜好而将其空

间设计成相同样式，导致人们出现了审美疲劳。丧失了代表性，与

此同时，其也不能够与本地区的文化融合。而低端的产品是不可以

和现代城市的生活接轨的，民宿过于同质化，部分经营者只把住宿

作为自身的单一部分，从而忽略了游客的参与感，此类原因都致使

在城市中工作与生活的旅游人员不能获得好的体验感。 

三、空间设计中融入地域文化的必要性 
欧美是民宿的发源地，英国于公元 1960 年代初期，英国的西

南部和中部地区逐渐出现了民宿，由于当时这些地区的人口稀少，

为了增加收入，同时也为了给一些游历的人员提供住所。而日本是

后民宿发展的地方，这一时期的民宿的主要特点为在日本的农家能

够体验本地的风土人情以及生活起居。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台湾地

区的民宿，其大多是把民宿主人的艺术品位与生活追求为主题，把

开紧机与兴趣融入其中，从而以此使游客对个性化生活的追求得到

满足。将自己住宅中的空闲出来的房屋充分地利用，与本地区的地

域文化与自然风光进行融合，定位于特定的人群，同时可以将民宿

经营者的品位，或者满足游客个性化生活的需求。 

现阶段，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民宿业在持续改进的过程

中，面临着愈加激烈的竞争，而设计风格过于同质化、单一化已经

是民宿当前所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比如我国的莫干山地区的

民宿业，这一地区的民宿是我国近年业发展较为成功的。而莫干山

的民宿设计人员又是怎样将莫干山民宿设计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成

功案例的，也许可以借鉴它的一些个性化设计元素。设计师在对莫

干山民宿进行设计之前，详细考察了当地的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和

自然资源等方面。然后，确定将一些陈旧的墙体与房梁保留。此类

建筑物属于可以充分地彰显出时间沉淀，能够与现代建筑物产生巨

大的区别。砖石与原木等本身就蕴藏着历史文化。与此同时，设计

师在设计方案中添加了部分细金属、豆豆袋以及水泥等，从而使莫

干山民宿的房子变得不再陈旧、无生机，提高了其观赏价值。在进

行建设的过程中也未采用太多的现代材料，从而实现了与设计师的

设计初衷相符合。后续就是较为经典的外部景观设计，在莫干山民

宿区放眼望去其北部为绵延的群山，绿意盎然，风光无限，适合游

客远望欣赏；东部为幽静浓密的竹林，生气勃勃；西部为结构奇特

的白茶坡，这也是本地区的一大特色。设计师运用充满层次的手段



理论探讨 

 247 

将外界的景致融入到了民宿房间内部，整面的落地玻璃窗和房间内

外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更利于游客休息时欣赏外面的景色，让人

感到无比的心旷神怡，自身早已融化到了大自然中，从而使民宿与

自然成为一幅饱含意境的写意画。 

设计师在设计装饰的过程中，关掉了对多余墙面与复杂的装

饰；阳台、落地窗、天窗，以及使床头镂空等等，这些设计都强化

的补单的整体感，让游客感到无比的通透。而仅仅将生活中所必须

使用的东西保留，甚至卫生间都变为开放、透明式的。这样的生活

方式也只能在如此的深山密林中才可以找到。莫干山民宿的设计师

在民宿区的四周四大量地运用水元素。充分利用了水在民宿环境的

塑造中所具备的重要优势，水面平静地池塘，可以使人瞬间感觉到

清新明亮。假如要给游客提供舒适、幽静和可以静坐欣赏一整天的

住宿空间，不仅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自然风景，同时还应该将水元

素更好地融入到里面，如此都可以给人一种与自然融合的，充满意

境美的体验。自然地融入山、水、竹、茶，这样不但可以使人和自

然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与此同时，还使建筑的空间和自然元素之间

建立起了紧密地联系，不单单局限于欣赏风景，更可以使心境得到

升华，这样才可以使游客可以切实体会到“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四、分析乡村民宿空间设计的理念 
莫干山地区的民宿极大的保留了本地区的地域文化与自然景

观，成为了我国民宿设计中的经典，从设计元素到建筑材料讲究空

间布局，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本地区的各种资源。在空间与建筑的设

计中有效地运用了各种自然元素，从而把地域文化极好地融入到了

民宿设计中，同时也为相关的民宿空间设计提供了参考。 

（一）乡村民宿空间设计要重视“以人为本” 

对于民宿来说，所追求的目标在于更加人性化，空间设计的人

性化的标准为安全、享受、便利、舒适、快乐、私密和个性。把此

七大标准融入到乡村民宿的空间设计中，使其更加具备舒适性与实

用性。在民宿的空间设计中对游客的审美的多样性进行充分的考

虑。在对空间进行布局的过程中必须全方位地照顾到老年人与儿

童，对整体的空间环境相符的规矩要求进行充分考虑，以及在家具

设计的过程中多方面考虑实用性与功能性。从而使人、物以及空间

三者达到平衡。另外，考虑其装饰性，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风格的

延续，空间设计不仅要注重使用功能，与此同时，还在风格设计上

多运用地域性强的结构。比如，福建地区的土楼特色文化，把土作

为材料而建造的集体房屋，圆形的外部结构与上、中、下层绕中心

排列的内部结构进行融合。其实现了民宿的整体风格和福建的地域

文化最佳的融合。 

（二）建筑材料需要和元素融合 

乡村民宿空间设计应该与地域文化结合，与本地区的特色与人

文融合；继承传统的古代建筑物，或者具有民族特征的建筑，如此

才能够通过改造使生命得到延续。如此把新与旧进行融合，不但是

更好的保护文化价值，同时还是继承与延续文化。大力开发本地区

的自然风景、历史文化，以及具有民族特色的风情，将其融入到民

宿空间与室内装饰风格的设计中。比如安徽的大别山地区的民宿，

将现有的土坯房进行改造，保留本地区人们的饮食与生活习惯，有

效利用了现代抽油烟机和土灶。将本地的材料运用到建筑结构中：

搭建结构使用本地木材，把传统的榫卯与钢结构融合，把石灰和泥

土融合用来建造夯土墙体。本地区的黄土搭配水磨石与给人冰冷感

的水泥区别开来。在室内空间设计中使用纯手工的竹制品作为点

缀，使用本地区的毛竹打造的凉亭成为一种景观，把地域文化和建

筑物的内外进行很好地融合。由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活与文化的融

合，到开发、保护以及创新乡村文化。在生态保护方面，空间布局

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本区域的自然环境，降低对本地区内地表的植

被破坏，使用绿色环保设备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及能够回收再

利用的材料，如此才可以给游客提供一个没有被破坏的原生态的居

住环境。 

（三）把空间设计进行功能方面的重组 

通过实施功能重组，可以强化空间的流通性与实用性。开辟出

适合游客活动的空间。民宿的室内进门后是就接待区域，留出适当

的空间使游客可以做到移步换景。巧妙地利用动线可以把功能区划

分成多个分区，而各个分区的分布要井然有序，同时可以运用灯光

把界限打破，变换节奏；或者利用材料的特性使主题更加突出，使

游客在虚实的变化中沉醉。半围合状的休息区域摆放着彰显本地文

化特色的装饰品。游客房间内的落地窗外面是优美的自然景色，其

和室内的装饰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人可以融入到想象和真实结

合的境界中。聊天区采用隔断式或者镂空式的布局方式，从而能够

营造出若有若无的视觉效果，同时还能很好地与私人区域和公共区

域区分开来。 

结论 
总而言之，空间设计绝佳地民宿，蕴含着主人对于美好的追求。

点缀其中的更多的是经历和故事，包含着丰富情怀的民宿才能够更

加吸引客人。在室内、室外摆设部分图片与文字，让客人能够主动

地跟主人进行交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从而使游客不单单是消费

者，更是朋友与参与者，将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融入其中，从而能

够赋予乡村民宿空间以魅力，使其成为游客和时间沟通的最佳场

所，进而使民宿的影响力得到切实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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