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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视域下乡土元素在巴渝地区乡村景观设计中的

应用 
赵燕妮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成都  610066） 

摘要：乡村振兴政策的执行可缓解相对贫困系列难题，而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途径之一就是推动乡村旅游，在建设美丽乡村旧
改的课题中需要融入本土特色文化和乡土元素来进行分析，并将此思路及策略应用于乡村旧改的项目设计中。通过对巴渝地区的乡
土元素研究，进而应用到乡村旧改的景观环境中，以重庆荣昌区村落改造为例进行说明。乡村景观环境保持乡土特色，也可满足现
代化生活和产业发展的需求，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同时也利于美丽农村的建设，为实现全方位乡村振兴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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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的热门话题下，乡村

受到越来越多建设者的重视，当下乡村旅游成为解决乡村振兴的关

键途径之一。乡村介入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不仅面临多方面

的挑战也给乡村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解决乡村环境成为这些问题的

关键。 

1.针对巴渝地区乡村物质乡土元素要素分析 
1.1 巴渝地区自然气候 

巴渝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地处中国的西南部、长江

上游,气候相对温和，天气受山地丘陵地貌及青藏高原的影响，多年

平均气温在 18℃左右。春季气温不稳定;夏季周期长，且酷热多伏

旱;秋季凉爽多雨，年降水量达 1100 毫升以上；冬季较北方而言稍

暖和，部分区域也少有降雪，云雾天气较多。总体而言，巴渝地区

气候条件对巴渝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建筑形式等也有着较大的

影响。 

1.2 巴渝地区水资源 

巴渝地区地处长江流域的上游，境内水网密布，江河纵横。主

要河流有长江干流、嘉陵江、渠江、涪江等及其支流。区内河流纵

横，渠道密布，水网结构呈树突状，主干发达，河支众多。还拥有

丰富的地下水体，温泉众多，其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形成了独特

的温泉景观，丰富了巴渝乡村地区的旅游资源。 

1.3 巴渝地区自然乡土材料 

1)竹材的应用 

川渝地区竹产业已成为活跃经济、致富林农的优势产业。川渝

地区人民的日常生产与竹子有着密切的联系，竹材便于加工，大力

开发竹建筑材料与产品，并将其与川渝地区竹文化结合，推广运用

于室内与建筑外立面、景观环境中。[3]从室内中的竹席﹑竹凳﹑竹

编灯具等再到景观环境的竹篱、竹编构筑物等，这样既能产生生态

价值，又可体现浓厚的地域性设计特征。在营造氛围上，应用竹子

可营造安静和谐的氛围，古代的一些文人雅士长期爱居住竹屋就是

如此，可通过竹营造自然之感来修身养性。在色彩表现力上，常见

竹材主要拥有原竹原色的绿色系和原竹处理或放置后呈现的黄色

系,绿色系的竹竿景观设计中使用会给人以自然、宁静和清新之感，

黄色系温和温暖在景观中凸显稳重与古朴。在艺术形式表现上，需

要同音乐一样充满着节奏与韵律，这为竹景观的发展指明一定的方

向。 

2)木材的应用 

木材硬度较强、抗性好、装饰效果强、稳定性强度高，在整个

巴渝地区覆盖面最广，取材方便。同时木材的运用技术也最成熟，

如穿斗式木结构一直是巴渝地区传统民居的主要结构类型，各种细

部的构件也大多由木材加工而制成。木材在乡土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能够让人们带有强烈的安全感与归属感，也有着自然之感，可用于

景观小品和园林设施上如廊架和室外座椅、路牌、围栏等。 

3)石材与砖材的应用 

石材与砖材，在巴渝乡村地区山石众多，也时常见到。石材具

有保温隔热的效果，耐久性好，所以多利用开挖的石材作建材使用。

砖材，颜色源于自然的黏土原料，易吸水，且保温绝热，在乡村环

境中是较为常见和方便施工的材料。但随着现代设计的介入，有用

红砖砌出的建筑以及各类形式的砖砌艺术。在巴渝地区，现有许多

采用砖材来建造的建筑物，传统的砖砌体质感表达出建筑的乡土性

与历史性，又能与当下的现代风格完美融合。 

瓦片，一般由泥土、水泥或其他材料烧成而成，形状多为拱形、

半圆筒形或平的。因其防水挡风，在传统建筑中主要被用于建筑屋

顶的覆盖材料。现如今瓦片渐渐从遮盖屋顶的单一功能转变为多用

途的乡土景观装饰材料，如应用到建筑外立面装饰以及庭院景观中

的装饰。 

犁、耙、筒车等农业用具，晒坝、灶台、农家院落里晾晒装饰

的玉米、大蒜、野蘑菇、筛豆子的簸箕、舀水的瓢等都属乡土生活

小品与乡土老物件的范畴。⋯⋯ 

2.巴渝乡村旧建改造与乡土元素应用的设计研究 
将巴渝乡土元素应用于乡村旧建筑景观设计的整体规划中，应

针对场地的现状与发展情况来进行定位。本文的乡土元素应用设计

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2.1 因地制宜原则 

首先，与其本土景观特征契合，其环境的规划改造要与周围环

境相呼应。 

我国各区域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在营造乡村乡土景观时要适

应当地条件，根据不同区域的村落采取不同的设计方案。这样才能

确保不同地方的乡土景观具备可识别性，避免千村一面的现象。 

在设计改造乡村室内外景观环境中,乡土材料作为主要材料融

入设计中,会产生浓厚的乡村文艺风情,吸引城市人群前来休闲度假,

给乡村带来了文艺风情同时也促进了乡村的发展。 

室内空间要更加注重运用当地原生态的建筑材料来表现乡村

特有的非遗文化。在室内空间中的界面、隔断、门窗等造型，可以

选择将川渝地区的乡土元素如竹材为载体设计，按照现代审美要求

进行重构和整理，这样会使造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地域风格。这种室

内空间的营造既是乡土的,又是时尚的,提高了乡村文旅体验感和文

化感。 

乡村室外小路或庭院中可应用一些乡土物件作为景观小品点

缀场所空间，如大小不一的水缸，插上树枝、种上花草的装饰陶罐，

有随意布置的自然石块，还有木制的桌椅、秋千等休憩小品。砾石、

石块、草坪、木材等主要用于作铺装，竹材主要用于作围栏、隔断。

这些均是乡间常见的生态材料，使用起来既环保自然，又显得古朴

纯真。（图 1、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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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瓦片材料的应用      图 2 石材、竹编等材料的应用 

(来源于作者自摄)            (来源于作者自摄) 

2.2 人文性原则 

在乡土景观中，人是乡土景观中首要考虑的关键一环。设计要
从乡土景观使用者的角度来思考乡土景观的营造，要考虑使用者的

使用需要和心理需要。 

在对村落改造设计时，首先从结构层次、空间划分、交通流线
等空间布局上的合理规划来满足村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满足人

群心理需要方面，尊重当地的传统历史文化，选取适宜部分，通过

乡土景观打造村落文化层面的乡土意境，强化村落的地域特征。 
当村落建筑外立面如墙绘绘制时，可选择运用本土元素来刻

画，其内容除了共性意义上的传统农耕文化资源，如“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的生态哲学思想以及节气农耕活动、农业文化景观外，
还有因地貌地势、自然环境、族群迁徙、历史演进差异在各自社会

空间和文化体系中形成的具有高度识别性的地域特色文化资源。在

传统农业资源和工业资源无法接续乡村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
下，特色文化资源已然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和先进生

产力代表。 

2.3 整体性原则 
其次，在打造乡村环境的同时也要构建完整的公共活动空间体

系，合理完善乡村景观配置。乡村景观设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各

方面设计不能割裂开来单独设计。 
通过乡土植物、乡土物件、乡土材料的运用，可结合田园观光、

田园体验等活动，在乡村改造的设计完善一些产业化景观的配置，

从而带动乡村旅游，通过食、宿、游、购等模式来发展。[5]让前往
乡村的游客切身感受到乡村的事与物，也让游客从精神层面上表达

出了对乡野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如乡村民宿院落前的一片果林，山

后的一片竹林，可设计游客可去体验采摘，整个采摘的过程对于游
客来讲是一次可真实感受感悟的农耕文化学习。乡村振兴与文化旅

游结合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复杂问题，也需要各学科、专业、产

业和多方力量跨界协同，形成有效的乡村创新系统。 
巴渝地区把推动“原生”系列作为发掘乡村旅游景观的主要方

向，例如原生自然、原生农耕和原生农业等景观。[6]依托巴渝区域

的自然优势，进行持续性和保护性自然资源开发，打造了一批又一
批成熟的乡村旅游景观建设项目，如永川黄瓜山梨花花海、酉阳叠

石花谷等景观区。 

3.重庆荣昌清江镇农旅生态园规划设计实践 
清江镇土地主要以农田为主，建筑为辅。道路规划不明确，导

向缺乏灵动性，整体规划单一，缺失主题；建筑主要以新建水泥房

为主，缺乏地域性特色，与自然不能共融；依山傍水，自然资源丰
富，地势平坦。 

3.1 房屋立面改造 

本设计主要体现农耕文化，以农耕文化为主题，将二十四孝故
事与农耕结合用墙绘艺术手法绘制于建筑立面，宣传其核心文化价

值，建设村庄精神文明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舒适安逸的人

居环境。 
旧建筑外立面设计中，将民间农耕文化与墙体相结合，墙壁赋

予民间字画、剪纸，使景墙具有文化气息。材料用当地的石材进行

面砖的贴饰，结合几何形体进行设计。通过这样的设计，景观元素
才具有地域性、独一性，才能让旅客在游览过程中引起情感的共鸣，

具有场所感和归属感。 

3.2 道路两侧改造 

整个设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农耕结合，应用当地特有安

富陶艺、老砖、石磨、老犁等农耕元素贯穿于街道俩边院落，结合

局部墙绘表现，石头碎拼、秸秆再造、竹编艺术等手法营造一条全

新的安清公路。 
在景观环境中，挡墙是日常建设中的一个多见构筑物，也是面

对的地形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实践在对挡墙处理手法上，矮墙材

料运用当地的本土材料如石材，砖瓦等，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材料成
为景观中的主角。休息座椅在景观环境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随着人

们审美意识的提高，当今座椅在景观环境中的作用除了功能性，也

需具备艺术性和美观性。休息座椅采用碎石拼贴手法，材料具有环
保性，美观的同时也为游客带来便利。 

3.3 景观小品设计 

在营造景观小品过程中，材料的使用直接影响整体风格与造价
成本。在乡土景观设计原则中，就地取材，使用便于加工的构筑材

料，坚持低碳可持续设计手法，如使用本地采集的一些毛石砌筑挡

土墙；就地取材的鹅卵石铺装地面；简易二次加工的青石板和废弃
青砖铺路；当地制作废弃的陶罐制品，竹编材料做围栏或者标示物

等建设方法来营造纯粹的乡土景观氛围。在农作物种植区域种植作

物形成以蔬菜园艺、花果采摘和茶叶种植的良好活动场地。在乡民
劳作场地中适当设置休憩平台与座椅设施，并沿着体验游线设置毛

石挡土墙与错落有致的观赏花池方便行人休息。整条游线穿梭于谷

地之中，提供一个与家人一同进行锄草、采摘与丰收聚餐等丰富多
样的活动场所。 

3.4 植物绿化设计 

生态景观环境中的植物配置不但要从功能和艺术效果上考虑，
更要注重生态设计，创造与环境相适宜的四季景观。突出季相变化

原则，通过对乡土植物的合理配置达到四季有景。 

植物配置要考虑保留乡土植物的自然配置形式，选择当地树
种，也不忽视田间农作物所赋予乡村的乡土野趣，呈现以绿色树木

与农田交相呼应的温馨场景。针对不同人群种植不同种类的有益其

人群的植物。选择本土树种一方面植物能够更快的适应当地的环
境，提高树种的成活率；另一方面乡土树种是景观环境设计地域性

表达的一种方式，能够营造景观的场所感，使人们具有归属感。选

择不用长期打理、能自由生长的乡土树种，以及一些经济作物来打
造乡村原有的乡野植物景观，比如黄桷兰、银杏桂花等乔木类和柚、

柑橘，桃等经济果木。 

4.小结 
自然环境是乡土元素产生的一个基础条件，空间场所是乡土元

素装载容器，体验活动是乡土元素内核动力，三者是相互关联而不

可分割的，需要与时俱进与更新换代，从而构成整体的元素框架。
一些重要的节点空间起着文化展示和宣传的作用，也是发展本土地

域特色的关键，打造美丽乡村要从景色、情感、故事等方面来塑造

本土的景观形象。 
秉承“物尽其用”的原则，利用好巴渝地区存在的元素，如农

耕文化、乡土艺术、人文生活等，统一好人与乡村的环境关系，激

发游客内隐的乡土记忆，增进游客对巴渝乡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实现巴渝乡土元素与乡旧改的有机统一。希望为乡村民宿景观设计

策略提供有效的借鉴思路，争取为巴渝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乡村

旧改的项目营造上提供参考，进一步助力乡村旅游业发展和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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