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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鸣嘴海草房建造理念和建造技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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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薛家岛南片渔村渔鸣嘴的特色民居建筑——海草房建筑，在沿海区域当地就地取材，由于浅海区域的海草生长繁多，渔
村村民将海草收集、晒干然后盖在房顶上，久而久之这样的建筑形式成为了当地沿海具有代表性的民居，这些见证过千年历史的建
筑形式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面对海草房文化传承与保护断代的社会处境下，本文主要从保护海草房传统文化建筑的区域性
建造技艺，来体现传统文化特色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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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草房的研究价值 

像海草房这样的传统民居建筑形式，放眼现代社会能完整出现

在人们眼中的已经屈指可数，它们不仅仅是当地居民遮风挡雨的栖

身之所，更是见证过千年历史的珍贵历史文化建筑，体现着当地文

化风俗与渔民智慧的特色文化，由于浅海区的海草不断减少导致了

海草房建筑民居日益减少。在面对这样不利于海草房文化传承与保

护的社会处境下，本文主要从保护海草房传统文化建筑的区域性建

造技艺方面来体现传统文化特色建筑形式。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海

草房是沿海区域的特色文化标志，是体现沿海传统渔村文明的重要

符号；从民居建筑方面来说海草房的经济与适用环境的价值很高，

对于沿海环境具有独特的适应性，可以防虫蛀、防霉烂、不易燃并

且使用耐久性好，这样的建筑形式相比较现代的砖瓦建筑形式会起

到很好的保温隔热作用，使房子变得冬暖夏凉格外宜居。 

二、海草房面临的发展困境及保护措施 

由于渔村依靠海洋捕捞来生存生活，导致浅海区的养殖业繁

多，渔民的不节制开发使得海洋环境环境被污染、浅海区资源匮乏，

从而影响到了浅海区的海草原料日益稀缺。其次海草房的建筑工艺

相比于用砖瓦砌成的现代建筑形式更为复杂并且工程量较大，在现

代化社会中更多渔民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水平放弃了传统的

建筑手艺，加之渔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民居的建筑形式不断的趋

向于现代化导致渔村传统的文化建筑民居没落。 

1.海草房建造工艺的传承是传统渔村海草房修复与保护的重点 

对于日益减少的海草房，我们在有限的海洋资源下更多的是利

用现代的技术水平来修复海草房。在保证海草房文化属性的基础

上，用现代的一些技术来弥补如今稀缺的建筑材料，传承与发展海

草房的建筑工艺与文化属性。将渔村中会建造技艺的村民集中起

来，用书写的形式将传统海草房的建造技艺记录下来，进行全方位

的深入研究，研究用现代化技术融入传统工艺水平，将更多海草房

建筑民居形式传承保留下来。 

2.用传统文化和建筑工艺来涵养海草房的传承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突

出优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

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要推

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激发其文化的生命

力”。 

通过研究、收集文献表明，海草房建筑形式上通常有两面的屋

顶，也有垒垛形的三角形屋顶。每当冬天暴风雪溶化过后，雪水都

顺着这个垒垛形的三角形屋顶迅速地向下汇集流去，这样就减轻了

雪对房子的压力且雪水不会渗入到屋内。为了预防大风将房顶上的

海草刮走，朝向大海的那一面通常都会罩上渔网，用石块等小件重

物来压住屋顶上的海草。海草房的墙面一般都会用天然石块或砖石

混合砌成，整体显得朴素而别具风味。 

三、渔鸣嘴海草房的建造理念和建造技艺 

1.空间结构与布局 

作为典型的沿海村落，在整体渔村的布局上顺延海岸线的走向

分布，呈弯延曲折线条状，背靠丘陵山脉，面对海洋，内部街道和

走向纵横的空间结构给人一种场所感，地形大大的影响了渔村的整

体建筑形态，从空间层次方面来说，村落中的街道与小巷成为了形

成渔村空间划分的重要标志。从个体住宅到群体院落的过渡，形成

了一种沿海区域独特的渔村空间建筑模式，体现了区域化的个性特

点。 

当地居民考虑到地形、文化、风俗等原因，基本上都以三合院

和四合院的形式分布排列，院落大门的走向并不是普通建筑形式都

是跟随街道和小巷来决定。在内部结构上都会包括大堂、卧室、厨

房等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内部设施满足于普通的生活需求，而由

于渔民的忙碌生活所以室内的娱乐设施基本没有，这可能也是受文

化与风俗的影响。 

2.建筑材料特点与整体分析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整个村落的建造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具

有沿海独特的建筑风格，背靠丘陵山脉为渔民们提供坚固耐久的石

材来建造民居的墙体与墙面以达到抵御强大海风的作用。正因为地

处沿海区域所以在建筑的工艺和材料的选择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沿

海地区常年降雨、大风、气温低于内陆地区，所以在砌墙时都会砌

的较厚。为了防止积雪和雨水影响房子的稳固性，将屋顶建成三角

尖端状，一方面为了保证房间的冬暖夏凉，世世代代的渔民选择用

浅海区的天然材料海草来铺满房顶，另一方面沿海的海草房文化也

是体现当地渔民兢兢业业的一种标志，也是海洋神话中“妈祖文化”

的一种体现，象征着神话传说能保护出海捕鱼的渔民。 

四、总结 

如今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建筑遭到过度的开发，更多的文化产

物被用于商业用途，以至于失去了原生态的文化属性。从物质形态

与非物质形态对海草房古民居提出保护策略，通过对海草房古民居

人文要素的重塑、提高保护意识、适度开发与保护实现非物质形态

的保护，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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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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