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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渔家文化民宿设计研究 
阮家龙  陈园 

（青岛滨海学院艺术传媒学院  山东青岛  266555）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如此日新月异的发展背景下旅游逐渐成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

一部分。因此，对于旅游行业中的民宿设计中，除了要具备居住的功能，还应该符合当地的文化特点，结合地方传统地域文化进行

创新设计。本文将结合青岛渔家文化进行民宿设计的良好创新，使得青岛渔家文化能够与当地民宿产业充分融合，在注重居住者体

验感的同时，为青岛渔家文化民宿设计提供科学化策略，为山东旅游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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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渔家文化作为人们长期从事渔业生活中所创造的文化，

是人们长久生活中的足迹，更是地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渔家

文化不仅在物质上满足了人们经济效益增长的需求，并且对于人们

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更是有着关键的作用。作为民宿的管理者，应

对自身民宿设计加以重视，在不断优化居住环境的基础上，与本地

的渔家文化加以融合，进而促进青岛当地经济水平的提升。本文将

结合青岛渔家文化进行分析，结合当前民宿设计优化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探讨，确保自身渔家文化优势能够在民宿设计中得到凸

显，实现文化良好传播并促进经济发展。 

1 青岛渔家文化与民宿的内涵 

1.1 青岛渔家文化 

青岛作为我国山东省的靠海城市，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在此

基础上，青岛的渔家文化通常是以海洋资源为条件，并利用水陆运

输、渔业捕捞等行业得以发展的，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有着较

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山东省重要的文化之一[1]。青岛渔业文化主要

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物质文化，二是精神文化。其中，物质文

化主要包括与渔业相关的所有产业、生活方式等，如渔家建筑文化、

渔家饮食文化、渔具等物质或行为内容。然而精神文化则包括着渔

家历史、渔家习俗、艺术文化等精神层面的内容。 

1.2 民宿的内涵 

民宿主要产生与我国的旅游行业中，当人们走出原有生活空

间，栖息在外时体验生活、得以休息的地点。随着人们的需求越来

越高，传统单一化的民宿设计已经不能再满足人们的旅游、居住需

求，人们更加希望在旅游过程中体验到与传统酒店有差别的事物，

重视自身体验感的提升。因此，本文将结合青岛渔家文化下民宿设

计进行研究，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等资源进行设计创新，

使得民宿能够从单一化、传统化的居住场所得到个性化的改变，为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奠定基础。 

3 青岛渔家文化民宿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齐鲁文化中的重要部分，青岛渔家文化对于当地经济发展

有着重要作用。现阶段，随着青岛沿海区域旅游业的进步，海岛旅

游、自驾游、团购旅游等方式络绎不绝，这一现象也使得越来越多

在外打拼的本地人回到了家乡经营着民宿行业，使得人们的生活方

式便也越来越本土化，在实现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当地就

业问题的解决[2]。然而，与南方杭州、浙江城市相比，青岛的民宿

行业依旧处于初始时期，民宿行业的人们对于民宿设计存在着一定

的误区，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3.1 文化元素的缺失 

受各个地域内部旅游行业以及民宿经营者个人审美水平的影

响，自身所经营的民宿大多呈现出较为个性化、独特性的特点，这

种情况下的民宿建筑不是千篇一律就是互相之间没有关联，并未体

现出青岛当地的渔家文化。呈现出民宿建筑风格和装饰的同质化现

象，没有完全将当地地域文化特色呈现出来，缺乏对民宿的改造设

计与周边的环境进行统一规划和设计。 

3.2 装饰过度 

对于一些民宿建筑而言，并没有对渔家文化尽心思考，并且很

多民宿都是将内部空间简单模仿其他民宿，将大量的元素拼接到一

起，这也导致民宿中设计理念的混乱，人们居住之后很难明晰此民

宿想要表达的主体文化[3]。并且在此情况下，过度的装饰导致资源

的大量浪费，并未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吻合。 

3.3 没有体验感 

与传统酒店相比，民宿并非是单纯进行居住的场景，应更加强

调人们的体验感以及与当地文化、环境的互动。然而，现阶段对于

部分民宿而言出现对客人需求不重视的情况，在民宿内部空间中更

是缺少着能够增强人们体验感的事物设计，这便造成了居住者体验

感不足的问题。 

3.4 缺乏创新且季节性强 

结合相关研究和调查，青岛旅游主要实行的方式便是渔家乐等

形式，主要提供的服务便是居住、农家饭、钓鱼等活动，严重缺少

活动项目的创新，人们并未在如此环境中感受到独特的旅游体验。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北方气候的因素，很多旅游行业只能够停留在

“一年火一次，一次火一个月”的短期情况。 

4 青岛渔家文化民宿设计依据 

4.1 渔家文化民宿与其周围环境的融合 

沿海传统民居、公共建筑和渔村村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

共同言说着千百年来渔村文化发展的历程，因此对渔家文化民宿的

改造会牵涉到与之相关的村落整体面貌以及公共设施建造，同样，

整体村落的村庄村貌也能反应出建筑的保护利用情况[4]。渔家民宿

属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生事物，要使其在传统村落中既不突兀又能

完美的与周边环境贴合，就必须寻求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关联，通过

改造设计与渔村元素的提炼使建筑更加贴合自然环境。 

4.2 建筑外观的保护性改造 

作为文化载体的渔村建筑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及审美价值。

青岛沿海地区的民居独具特色，在多元文化发展的今天，现代建筑

对传统民居的快速取代无疑是一种对文化的伤害，保护传统民居显

得尤为重要。渔家民宿建筑外观作为一种最为直观的方式展示地域

特色，对外观的保护本质上是对文化的保护，对建筑文化载体的保

护[5]。对渔家传统民居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设计改造也是顺

应全域旅游发展的趋势，对渔家传统元素的提炼运用既顺应时代潮

流的发展，同时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了青岛传统渔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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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空间功能的适应性重组 

适宜旅游经济发展，满足住宿行业标准的现代民宿改造就要求

对民居原本使用的室内空间功能进行重新划分，根据民宿的整体需

求进行重新组合，更新和改造，使其更加适应现代化生活方式，为

渔家特色旅游服务。对空间的重新组合，在合理利用空间的同时使

其发挥出最大的效益，给使用者的生活带来更大的便利，真正实现

空间的最大使用价值。 

4.4 再现渔家文化乡土印记，区分地域特色 

渔家文化民宿规划的乡土性体现是指利用渔村环境，追求渔村

意境，体验渔村的生活方式。青岛渔村地区的山水自然风光、乡村

风土人情是渔村旅游最重要的特征，在民宿的设计改造中，保留渔

村原有生态环境、渔村本色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传统是不可动摇的

原则。渔家民宿的改造也应该具有青岛地区本土民居特色，基于农

民居住空间的基础上改造，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乡村生活风貌，同时

也是一种乡土文化的视觉传递符号。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在现代

模式与统一风格的改造下丧失了地方乡村特色，甚至丧失了地区形

象。乡土性原则在渔家民宿的塑造与渔家特色的塑造中都是不可缺

失的，无可取代的。尊重差异，对统一现代化慎重考虑，停止千篇

一律的村庄复制现象。 

5 青岛渔家文化民宿的具体设计措施 

5.1 立足民宿功能，构建空间序列 

在民宿空间中，建筑设计者也应该注意空间的连贯性和秩序

性。空间布局设计是一个以实现人们需要为目标的科学、合理的理

性创造活动。在产品设计中，设计者首先要抓住主题即旅游者的需

要，然后又要了解住宿空间的特点，从而制定合理的设计规划，对

住宿空间进行空间有序的整理和形式的安排。 

要确定空间的整体性。从文化角度看，伟大的设计作品都是以

总体而让人理解，而总体则是建造在结构基础之上的总体，亦即内

部的贯通性。落实到民宿空间结构，设计者要厘清具备的功用空间

设计，包含了户外出入口空间设计、院落空间设计、停放空间设计、

招待空间设计、文化展览空间设计、餐厨空间设计、酒店空间设计、

户外公共空间设计以及住宿辅助用房等，没有任意一个空间设计，

其功用便不完备，空间设计也便没有整体。 

5.2 调动感官元素，加强空间体验 

旅行经济是一个过程性经济，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主要由感受与

回忆二个部分所组成。感觉感受是指透过人的视野、听力、触觉、

嗅觉和味觉等各种感觉产生的体验，是人类所有感受的物质基础。

只有经过充分调动人类感觉接收和传发的信息，才能使旅游者逐步

地获得对空间环境的感知，从而产生心理精神情感的共鸣和更全面

的关联感受。而视觉感觉是指人们最主要、最直观地感受外界世界

的感觉。 

由设计者提取主题或传统文化中的形象符号元素，并利用形式

语言加以表现，由此创建出了一种有特色、有人文精神情感的故事

空间。题材可来源于抽象的概念或心理情感，如"曲线"、"狂野"，

又或具象客观事物的变化，如帆船、河水、沙滩等。不管什么题材，

建筑设计者都要恰当地把构思转化成形象的建筑空间形式，而不是

单纯照搬，在参考传统建筑空间造型法则的基础上张扬个性、重新

诠释题材[6]。例如，民宿建筑形式就是通过提取流水的双曲线形，

在自然色调和光线的渲染下营造出海水流动的建筑空间意象。 

5.3 采集并提炼元素，与陈设艺术结合 

在民宿空间中，对建筑形式的设计和改变有限定性，但室内摆

设的艺术作品则是对建筑在空间主体上的二次设计。陈设艺术品可

包括使用摆设品和装饰摆设品等。与一般摆设有所不同，陈设艺术

作品应是由设计者的认真构想，在充分考虑灯光、色调等多种因素

之后对室内空间本体的完整系统设计和填充，它才是形成建筑设计

的最主要内容。在建筑与摆设艺术作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民宿设

计者可以利用与渔家文化相关的书画或传统民族文化中"渔元素"，

将截然不同的海洋生物设计融入到民宿建筑摆设中，并且在餐厅中

还能够将灯具设计为群鱼在畅游海水中的样式，空间中的墙壁则可

模仿为海边礁石上吸满了贝类。设计者通过高度提炼出的"渔元素"

和"渔形体"，充分运用到民宿内部产品设计中。并通过对其他元件

进行直接或间接转化后进行使用，处处呼应产品设计主旨，营造整

体化场景。 

5.4 融合互联网+技术，实现渔家文化氛围的烘托 

渔家文化民宿作为保护和传承当地乡村文化的载体，不仅在民

宿的结构、材料和风格上要进行创新和改造，还要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加入互联网+、物联网+等设计元素。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设计

人员可以利用投影仪、氛围灯等方式对房间内部的空间进行装饰，

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技术等，实现智能化场景的切换。如，当居

住者想要了解渔家文化时，便可以对人工智能语音助手说“你给我

讲讲青岛渔家文化吧。”，此时便可以通过音乐、动画、ppt 等方式

为居住者进行文化的介绍，使得居住者可以随时了解渔家文化，在

增强居住者文化体验感的同时，实现了互联网在民宿建筑中的良好

融入，为青岛渔家文化与民宿设计的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础。 

结束语： 

总而言之，民宿与地域文化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具有渔家特色

的民俗文化为民宿的设计改造增添了生命与活力，而民宿的设计改

造又能有效推动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渔家文化特色民宿

在设计改造的过程中必须充分的尊重渔家文化特色，就地取材、塑

造传统，最大限度的保留原貌，合理的体现现代的消费与审美观念。

在新与旧思想中结合，从而实现质的跨越，更好的体现现代乡村民

宿的文化内涵，以此彰显当地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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