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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在乡村振兴战略之下,农村建设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按照战略要求推进,对传统民居要实施有效的保护,还
要将当前的资源应用到传统民居的更新改造当中,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文分析了乡村振兴背

景下传统民居建筑更新改造的原因与意义,归纳了当前传统民居建筑更新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湘西吊

脚楼为例详细阐述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居建筑更新改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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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村落代表的是我国农耕时代的文明,它们具有鲜

明的地域特色,形成了多样化的景观。但是当前传统村落

和传统民居建筑出现了衰败的趋势,这会导致许多宝贵的

地域文明走向灭亡。因此,更新改造传统村落和传统民居

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一环。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十九大

上提出,这可以看做是对“三农”工作的延续,乡村振兴是

“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新时期要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

1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居建筑更新改造的原因

与意义

1.1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居建筑更新改造的原因

一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传统民居建筑与我国的古建

筑一脉相承,不论是建造工艺还是宗族文化,在传统民居

上都有充分的展现。并且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
甚至临近村落之间也会存在差别。经过几千年的淘汰和

沉淀,这些独具特色的传统民居得以保留下来,在当前乡

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保护传统民居就是保护中华传统文

化,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在社会物质生活极为丰

富的当下,人们逐渐开始寻求文化和精神方面的追求。而

传统民居建筑,给人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古风古韵的

传统村落正不断地吸引外来的游客观赏体验,这极大的拉

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且以

传统民居建筑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本身也具备很强的教导

意义。

1.2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居建筑更新改造的

的意义

更新改造是一种既可以让当代的发展继续进行下去,
又不会对后代的发展造成影响的方式。它的最终目的是,
处理好发展过程中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对

民居建筑进行更新改造的过程中,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获取经济的发展,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乡村建

设和经济的发展,否则环境一旦破坏,传统村落所具有的

环境和人文优势便会荡然无存,将自食其带来的恶果。

2　当前传统民居建筑更新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2.1　打破了原始村落格局

当前我国传统村落的更新改造还处在初级的试验阶

段,自发性和自由性很强,缺乏科学严谨的整体规划。因

此,改造和更新中很容易将传统村落的格局打破,使得民

居建筑愈发的杂乱无章,极大的违背了新农村建设的

要求。
例如,乡村中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他们在对民

居进行更新改造的过程中大量运用现代化建材,民居颜色

鲜艳杂乱,对其内部结构也进行了彻底改造。这样就与那

些未经改造的传统民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使得村落

中现代民居与传统民居混杂,新旧民居形式多样,色彩各

异,整体风格极为的参差不齐,不伦不类。这十分不利于

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2.2　切割了传统村落自然环境

当前,在全国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村民的生活水平

也在逐步提高,村民都开始翻修自家民居,但是目前的民

居建筑更新改造大多还处于无序状态,也导致了传统民居

数量的急剧减少。另外,乡村道路也在缺乏科学规划的情

况不断被改建、扩建,但是从空间上来看,很多乡村新整修

道路对传统村落的原有格局形成了切割,并导致了原始生

态环境的破坏。这是因为,拓宽道路必然要挤占原始村落

的自然环境,将其变为水泥道路,传统村落中那种自然原

始的状态便被打破,与传统民居环境格格不入。

2.3　农村产业发展尚处初级阶段

我国“三农”政策实施多年,现代信息技术的加持,很
多传统村落都在积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要发

展传统的农村经济产业,也在向着生态农业、庭院经济和

“农家乐”旅游产业的方向发展。新旧产业的统筹发展需

要政府给予科学合理的规划和指导,但是当前我国很多传

统村落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规划和引导,大多

还处在初始的建设阶段。其中,规划缺乏、资金不足是其

主要原因,受“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使得传统村落在产

业发展方面进程缓慢。基于此,提高传统村落新旧产业的

规模和效益,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

3　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民居建筑更新改造策

略———以湘西吊脚楼为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位置是在我国湖南省的西

北部,在这里,原始的生态文化建筑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

存。在当地的传统村落中,吊脚楼建筑此起彼伏,其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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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也是在自然、地形和建筑材料的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

的,是当地当之无愧的特色传统民居建筑的代表。

3.1　强调历史文脉发展

由于对传统民居建筑更新改造工作的忽视,导致传统

民居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败,民居的传承遭遇重重阻

碍。在对古村落的本乡本土的历史、传统礼仪、传统工艺、
民俗风情、民间信仰等传播、挖掘、展示和继承上没有取得

明显的成效。这就需要对整个湘西地区传统民居的环境

加以改善,这其中尤其要重视对于历史文脉的传承。民居

既要保持独立性,也要与地域的特色保持联系与统一。这

是人与建筑、人与空间、人与环境和谐的重要体现。湘西

吊脚楼居民常常说到“落叶归根”,根便是当地人的灵魂和

肉体的归宿地,是历史文脉的传承,任何失去了血脉根基

的村落和建筑都不会长久的存在。

3.2　传统民居经济型保护思维

在乡村传统民居的更新改造中,可以合理的进行新的

居住模式的尝试,但是更要因地制宜、对传统民居进行节

能和节地改造,这无疑对于现代的居住建设设计有着极大

的借鉴意义。要实现传统民居的经济性保护,那么便可以

在更新改造中运用“以旧修旧”的模式,这并不代表就是完

全运用旧的方式进行改造,而是指可以在保留传统民居特

色的技术,更多的运用当地自有的材料和纹样来修理,这
种方法对建筑的完整性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防护,同时也

是最为经济节约的。除此之外,传统民居更新改造中那些

废弃的建材也可运用到其他地域传统民居的更新改造中,
不仅有力的传播了当地的文化,也实现了经济上的环保和

节约。

3.3　传统民居技术手段更新推进

现代化的建造技术的应用使得传统民居更新改造更

为便利,在满足乡村居民实际需求的同时也极大的提升了

生活起居的舒适度。

3.3.1　遵循“还原本真”原则进行更新改造
首先,要确定出吊脚楼的保护范围,明文规定不能在

保护范围违建任何形式的建筑;其次,对保护范围内的地

势形态、植被、山水等进行同等保护,这是传统民居建筑环

境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吊脚楼建筑的功能和使用

也需按照原先建筑特性进行还原,这对于后世了解吊脚楼

的历史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3.3.2　利用“整新如旧”的概念实现改造
“整新如旧”要借助于新技术实现吊脚楼建筑的还原

和修复,使其满足现代社会居民生活的需要,但是还必须

将吊脚楼的文化特色保留下来。吊脚楼的主要结构要进

行完全的还原,之后这个基础上对其进行加固处理,常用

的加固方法有打木锲、添加钢筋等,以此维护建筑内部结

构的稳定性。同时对水电进行改造,但不能损坏建筑的外

观;或者可以将吊脚楼的构件做最大程度的保护,尽量减

少构件的添加或者更换。如果有些吊脚楼由于年久失修

损坏较为严重,那么可部分换新,但是要优选那些同时期

的建筑材料,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持建筑的特有风格。

3.4　增加“养老化”改造

湘西农村养老类型以两代居和一代居居多。在湘西

农村,建筑内的设施多数已经老旧破落,沙发和椅子为纯

木质,欠缺舒适性。桌子和柜子棱角尖锐,很少出现圆角

和包边的设计处理。厨房明火无防护措施,卫生间的防滑

设计和无障碍设计也是十分欠缺的。收纳空间很局促,杂
物堆满过道。

3.4.1　构件改造
门:湘西吊脚楼室内一般采用木门,且为单开形式,这

种形式的木门缺乏安全性,而且由于年代久远显得笨重不

方便,改造的时候要将木质门保留下来,只替换门轴零件,
或者改为推拉移门,并且使其具备感应功能。

窗:吊脚楼的窗户材质也主要是木质,并附有窗纸。
目前很多木窗老旧斑驳,不论是安全性还是气密性都很

差。在更新改造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木质材质保留下来,将
部分窗纸替换为玻璃,以增强气密性,实现节能的目的。

楼梯:吊脚楼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便是陡,而且还

缺乏一定的防护设施,安全性较差,不适合老年人使用。
更新改造中要注意增加防护性措施,尺度要与老年人的身

体特点相符合。

3.4.2　各功能区改造
起居室:老年人主要在这个区域进行活动,但是这个

区域的家具集中,并且大多没有圆角设计,尖角易增加老

人受伤的风险,因此需要对尖角家具进行软包处理,降低

老年人受伤的几率。
卧室:老年人要在卧室里度过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对

于一些瘫痪在床的老人,卧室几乎是其全部活动区间,甚
至医护也是在卧室进行的。这就需要对卧室的医护空间

进行设计,要保证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医疗活动。
卫生间:卫生间和卧室的距离十分关键,要将卫生间

设计的靠近老人卧室,增加卫生间面积,便于轮椅的进出,
卫生间内还应有一定的无障碍设计,方便老人的站立和

蹲坐。

4　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振兴关系到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传

统文化的传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对传统民居进行

更新改造时,要注重对传统村落原始风貌的保留,并运用

现代技术协调传统民居改造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关系,这样

传统民居才能得到有效保护,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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