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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海南传统村落是海南人民在历史长河进程中生活的智慧结晶,既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同时又具有实用和艺

术价值。可以为今天的热带风情小镇建设提供最有利的设计思想、设计理念以及创作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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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驿村是海南历史文化名村,2017年被列入第三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每当行走在村落中间,都能感受到强

烈的乡土文化、乡土气息、民俗风情、地域特色、时代风貌,
这些自然因素会让你不自觉的放松了自己的精神和身体,
畅神游于村落中。

1　罗驿村概况

罗驿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澄迈县老城镇白莲墟境内,
距离省会城市海口23.7公里,距离老城镇6.4公里,位于

白莲墟西南边方向约1公里处。罗驿村地处琼北火山口地

带,全村地势高低起伏较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属火山土

台地。罗驿村村委会现掌握三个自然村,分别为罗驿村、荣
堂村和玉章村,其中罗驿村是唯一保留完好传统文化古村

落,形成于南宋末期,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村落的整

体布局是以李氏宗祠为核心而形成的一种节点状向心聚合

形式。罗驿村最大特色就属民居建筑类型及其材料。

2　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罗驿村民俗风情

宗法观念对罗驿村的具体影响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

纽带而形成的以姓氏为主的聚族而居的村落。据调查全

村人全部姓李,村内所有人同一个家族,并供奉着同一个

祖先李文英。宗法制观念下的罗驿村宗祠和庙宇等古建

筑保存完好,除此还有忠烈祠、牌坊、廊桥、古井等古建筑

遗址也都有所保留。

2.1　建筑规模所体现的宗法观念。

李氏宗祠建筑从房间构成和规模大小方面体现了宗

法礼制。李氏宗祠规模较大,占地面积约为5900平方米,
建筑面积约为1900平方米,是澄迈县比较有代表性的宗

祠。方向是传统的建筑坐北朝南向,布局为三进式的四合

院形制,宗祠每进室都配有雨廊和厢房。宗祠最前方有一

块照壁,照壁上有一麒麟形象,虽然历史比较悠久,但是麒

麟的形象依旧熠熠生辉。宗祠第一进大门前左右有两座

狮子雕塑,雕塑分别立在高有1米的石头台上,大门左侧

为公狮子的形象,右侧为母狮子的形象,母狮子脚下有一

小狮子在玩球,既活泼又不失威严。通过调研发现,宗祠

每进室的地基与门槛都升高一个台阶,形成了前低后高的

次序,整体从门槛、台阶的高度上区分空间秩序,以此来提

升步步为上的空间感受,以体现儒家礼制下有序的建筑布

局和庭院体系。宗祠的第三进为正殿,正殿的主要功能是

祭祖活动的场所,正殿的建筑面积是宗祠中所有建筑面积

最大的、层高最高的,从建筑使用材料上看,主要是石材与

木材的结合,大大小小的石材与原木色的木材搭配,体现

出了宗祠的乡土气息。正殿所用石材与木材也更大更多,
让在这里祭祖的人们有庄严感和仪式感,通过空间、体量、
重量等来体现宗法制度的等级,也充分反映了古代宗法制

度进化中形成的活动脉络。

2.2　民俗中体现的宗法观念

在李氏宗祠旁边还有一个忠烈祠,是为了纪念始祖李

文英的孙子李福庇而修建的。李福庇是村里走出去的一

名千户将军,任职时战功显赫、硕果累累,经常驰骋于战

场。在一次保卫家乡的战争中战死于沙场,家乡人民为了

歌颂他、纪念他而修建了忠烈祠。忠烈祠是两进庭院布

局,四面由高强围住。在大门与第一进中间有一处庭院,
庭院中有一雕塑,雕塑上的人物骑在马上,一只手拉着缰

绳、而另一只手则向上高高举起,从雕像能感受到将军的

威武与英勇。本次调研正好遇上本村60年来的一次祭祖

仪式,通过调研了解到供奉千户将军李福庇雕像的一个角

落被损坏,因此需要更新雕像,在更新雕像前要做祭祀仪

式。本次仪式称为“平安斋”,历时三天,每天都有不同的

仪式环节。第一天为上刀山、走灯、祭祖等活动;第二天为

下火海活动;第三天为外嫁女儿回来祭祖活动。通过这些

活动,可以看出村民们在传统人文思想影响下自我完善的

过程。
宗法制度对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涉及各方面,上至对

国家,下至对家人,除了有规范劝诫作用外,还有表彰和奖

励作用,主要针对读书仕进、孝悌忠信、贞洁烈女等行为。
罗驿村民宿院内现有一座节孝坊,据《李氏族谱》记载,祖
讳遇天妣苏式年二十二而寡励节冰霜终始不渝其志乾隆

五年庚申奉旨建坊以旌之男痒生讳楫建。节孝坊匾额的

中部,阴刻着黄色的大大的“节孝”二字,在这两字的中间

位置,阳刻着一个“旨”字,表明了这座牌坊是由皇家颁旨

所建。关于节孝坊的由来没有具体文献可考,从村民们那

了解到的信息是,有苏氏嫁入罗驿村,新婚之夜丈夫便发

病离开了人世,年仅22岁的苏氏一生未改嫁,并一直孝敬

公婆终老。苏氏的行为让村中父老感动,由此朝廷降旨准

许兴建节孝坊给予表彰。停留在节孝坊前,静静地观看这

块匾额,让我们感动的不只是苏氏的品行,更是在封建社

会生活困境中的坚守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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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观影响下的罗驿村民精神审美价值体现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居住环境观念就是道法自然。人

们对居住环境的追求是田园式的生活景观,村落的选址一

般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即村前要有流水,村后要有高山,周
围有大量的腹地,地形前低后高,房屋是坐北朝南。村里

古建筑群落平面布局呈扇形,民居与民居之间成行排列,
古村落区以一条条小巷子为轴线,小巷子不宽,但起到了

通风、遮阴的作用。村里有三个湖、分别为日湖、月湖和星

湖。日湖和月湖在村头前方,而星湖在村头后方。以村前

东南角的“日湖”和“月湖”为中心向西、向北发散,形成以

点连线带面的空间布局。日湖作为池塘种满了荷花,有的

含苞待放、有的竞相开放。大雨过后,花瓣上有类似于珍

珠大小的雨滴,看上去晶莹剔透,显得荷花是那么的娇娇

欲滴。池塘里还有村民养的小鱼,成群结队的鱼儿们在水

中觅食与玩耍,经常以鲤鱼跳龙门的姿势越出水面,好不

热闹。池塘岸边时常散落着一堆家禽,经常能见到的就是

鸭子,最让人惊叹的不是鸭子在水里游泳,而是鸭子能飞

到一米高的护栏上。这种田园景象是我们生活在城市中

的人看不到的。“日湖”周边连带着村里的宗祠和观音庙、
还有民居。“月湖”作为村落的中心呈带状分布,湖水清澈

而又平静,不经意间看到有排列队形的一群鸭子在湖里游

动。岸边矗立一颗造型非常优雅并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古

榕树,主树干横向的向外生长着,并生出好几根分树干,每
根分树干都可作为孩子们荡秋千之用,是孩子们爬高游玩

的好去处。同时也是村民们闲暇之余、成荫纳凉的集会中

心。以“月湖”为中心向外展开的是重要人物的故居,例如,
李恒谦故居等,副中心的地方为古井、庙宇、古塔、公园等。
在古村落后面还有个“星湖”,星湖旁边是宗祠、庙宇、故居

等。日、月、星三湖除了具有实际功能,如防火、种莲、养畜

禽养鱼等,还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日月湖边还矗立一个

宣传牌,分别设计了消防取水口的位置。罗驿村依势而建,
发散中心(即日、月湖)地势偏低,而古村落区域整体地势稍

高,遇大雨大水时积水会顺着地势汇聚至发散中心最终汇

入日、月湖,这样就不会出现雨后积水的情况,以保证古民

居的干燥性。伫立在日湖边上,远眺农田、古村落、古树等,
听着学校早晨播放的提醒孩子去上学的轻音乐,这种畅然

于环境的感觉非亲身体验所不能感受,村民们就是在这样

诗一般的世界里去创造生活、感受生活和享受生活。

4　思维观影响下的罗驿村艺术符号表现

大自然给予了人类所需的一切,人类对大自然产生了

敬畏与依恋之情。中华先民从原始社会开始就有意识用

艺术符号来表达自我对生命和生存的思考。从原始社会

艺术装饰中的动物图案到隋唐植物图案,从陶器到青铜器

再到建筑上的艺术符号,无不体现人们对生活方式的表达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中华先民

常常用吉祥图案来装扮自己的生活空间,“图必有意,意必

吉祥”诠释了人们对生活的最美好的期待。通过调研发现

罗驿村中的火山石民居建筑室内外空间上有很多装饰图

案,装饰图案中包含了动物、植物、花卉和几何符号,通过

这些符号来表达自己对生存的美好诠释。
罗驿村忠烈祠照壁上有一麒麟图案,由于照壁常年暴

露在外,接受太阳的光照和风吹雨打,所以墙面与图案都

略显暗淡,但麒麟形象依旧清晰可见。麒麟的造型是写实

的、完整的,麒麟整体动态是向上跳跃的,扭头的动态被栩

栩如生地表现出来。麒麟是通过彩绘的方式画在照壁上

的,整体色彩是由蓝色、黄色和褐色组成,麒麟身体上的鳞

片被立体的表达出来,其形象生动、色彩斑斓,经过岁月的

洗礼与照壁的颜色遥相呼应。表达了罗驿村民祈求庇护、
向往安宁、祥和的生活愿望。忠烈祠照壁上除了有动物图

案,还有花卉图案,花卉图案也代表着生命的图式,也是罗

驿村人们蓬勃发展的象征。壁梁上的图案以一朵带叶子

的完全开放的大荷花为中心,左右以单支不同开放程度的

荷花绝对对称为构成方式,充满了秩序美与韵律美。图案

底色以黄色为基调,搭配红色、绿色、粉色,色彩丰富、艳丽

而不庸俗,强烈地反映出了乡土文化气息、展现出的文化

意味也更加深远。
罗驿村作为历史文化名村,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历史文

物古迹,这些古迹不单单是生活空间与工具,也是历史文

化的痕迹与遗迹。热带风情小镇的建设,要充分挖掘本地

文化的脉络与因子,把传统的本地文化与现代设计理念相

结合,使文化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发芽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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