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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驿村地处琼北火山口地带，火山石材曾成为罗驿村民居、宗祠、庙宇、石塔等建筑的主要材料，也是村

民生产和生活中重要使用工具的材料来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今天的火山石材已随意散落在村中的各个

角落。深刻认识火山石材料及其文化，探讨火山石保护与传承发展路径对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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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驿村地处琼北火山口地带，火山喷发冷却后留下大

量的熔岩与石头，这些石头就成为附近村民天然的生活资

源。罗驿村村民依据现有地形，遵从就地取材原则，将火

山石作为建筑材料，建造了大量的民居、村落围墙、建筑

立面墙等，同时也创造了很多与生产生活相关联的生活用

具，如石缸、石磨、石墩、石凳等，还有用于墓前的石碑。

罗驿村民居沿袭了岭南民居的构造方式，民居横向比较

窄，竖向比较长，成排的火山石民居组成了村落，慢慢形

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与文明，在文化和文明的双

重影响下，罗驿村沉淀了自己的石头文化、民俗风情、宗

教信仰、行为习惯等文化特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外

来文化的侵入，罗驿村乡村文化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民居

多数处于无人居住状态，很多生活用具如石缸、石磨等，

随意散落于庭院或者村巷中，在强调文化回归和树立文化

自信的今天，探讨火山石材料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路径显得

至关重要。 

1  火山石材民居的保护与活化路径研究 

1.1  错落有致的火山民居 
罗驿村最大特色就在于有着历史沉淀的古民居建筑

群。这些古民居建筑大约有 120 间，其中包括了故居、民

居、宗祠、古牌坊、古塔、碉堡、庙宇等，还有一些古桥、

古井、古树等，这些古迹共同架起了罗驿村文化的桥梁。

经过几天的实地走访与调研，发现大部分民居已经处于无

人居住的情况，只有少部分民居还有村民居住。由于无人

居住，院落凌乱、杂草丛生，民居显得有些孤独与落魄，

邻居与邻居之间失去了隔墙就对话的情景、村里失去了往

日热闹的气氛。罗驿村民居建筑多以四合院院落形式为

主，院落空间由路门、正房、庭院和横房组成。由于海南

时有台风经过，因此民居主要是单层建筑结构。放眼望去，

不同造型、不同堆砌方式的石头文化呈现于眼前。 
1.2  浑然天成的火山石材 
火山石民居是以天然的火山石、木材和青灰瓦为主材

来建造。台阶、院墙、门槛、柱墩、民居正面、立面都是

用火山石材料来建造，大门、窗棂、主梁等都是用木材来

建造的，屋面是用青灰瓦来铺设的。罗驿村民就地取材，

用地域独有材料火山石进行构造民居，体现了他们尊重自

然、道法自然的人文思想与情怀。火山石是由火山喷发后

遗留下来，经过岁月打磨而形成的特有石头材料，石头表

面有大小不一的气孔，夜晚来临，气孔能够留住湿气，下

雨的时候，气孔能够存住雨滴。等太阳出来，太阳光直射

院落墙体的时候，气孔里的水经过太阳光照射，形成水蒸

气蒸发出去，早上八至九点左右走在村子里的羊肠小道

上，就会发现院墙有水汽蒸发出来，黑色的火山石配以白

色的气体，这种微景观只有在乡间的小路上才能看到，不

得不折服于村民们的思想与智慧。火山石院墙随着水蒸气

蒸发的过程，也起到降温解暑、去湿气的作用。火山石材

除了有降温解暑的优点外，还有着坚硬、坚固、耐潮、防

腐蚀等优点，海南的气候温热潮湿，海水的侵蚀、台风的

肆虐，使得火山石材料与海南的气质的是那么的搭配与吻

合。火山石材料透气性非常好，海南琼北地带夏天温度很

高，地势低洼挡住风的走向，因此会出现闷热的感觉。有

很多村民在砌筑的时候，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会选择无浆

垒砌施工工艺，首先就是火山石外观造型不进行人工处

理，保持原来天然的造型，石头无规则的形状、天然的气

孔、粗糙的纹理都清晰可见。由于采用的是无浆垒砌工艺，

因此石头堆积起来后会留有较大的缝隙，村民们就用小的

火山石块把大的缝隙进行填补，小的缝隙不做处理，这样

的工艺会使民居内有很强的通风和透光效果，天然地解决

了闷热的感觉。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也会选择另一种

砌筑方式，就是“四面光”的标准，具体做法是把火山石

块打磨成表面光滑的矩形石块，然后用石灰砂浆进行堆

砌，一层一层进行垒叠，直到达到民居建筑的高度为止，

这样砌筑使石块与石块拼接处的缝隙较小，建筑立面表面

有直线秩序而又平整。 
1.3  经久不衰的木材构建 
中国传统建筑是由木材作为主要材料进行建造的，尤

其是用榫卯工艺做成的木结构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经

典范式。罗驿村民居建筑材料除了火山石材料外，还运用

了大量当地的木材，主要是荔枝树和菠萝蜜树。荔枝木和

菠萝蜜木作为木材，从使用价值角度分析，它们有着坚硬、

耐用、不开裂、抗虫蛀的特点；从艺术角度分析，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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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的味道比较耐闻，适合作为室内装修与装饰的主要材

料。这两种木材的肌理也比较天然，具有很强的形式感，

与石头材质搭配产生一种既古朴又浑厚的庄重感。因此，

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采用其中之一作为建筑材料，

以达到集使用与艺术价值相统一的原则。除了这两种木材

以外，海南人从南洋带回来了大量柚木，南洋柚木相对于

荔枝木和菠萝蜜木，它的耐腐蚀性更强、弯曲性能也更好。

木材主要运用在主梁、横梁、插梁、门、窗棂等上，由于

建筑材料比较坚固耐用，施工工艺又非常仔细和严谨，所

以罗驿村民居保留的都比较完整。 
火山石材的民居既是罗驿村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地

域特有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该让这些资源在现有的环境下

活化。活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传承它的经典部分。可以把罗

驿村打造成风景写生基地，海南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与完

善的，能吸引国内外艺术家以及在校学生可写生的艺术采

风基地。罗驿村拥有着城市里没有的乡土气息、乡土文化、

乡土元素和自然景观，这是我们探寻艺术和美的重要途径

与轨迹。徜徉在村落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一处小景都能体

会到不一样的精彩，焕发出内心的激动与审美感知，刺激

出强烈的画画欲望。村里可供学生们写生的素材很多，例

如，古民居建筑外形、火山石的毛石形状、木材的肌理与

质感、火山石堆砌的不同方式、古树婉转曲折的造型、祠

堂正立面的图案、含苞待放的荷叶与花瓣、池塘里成群结

队的鸭子、笑容可掬的村民等等，这些都是艺术家、大中

小学生进行艺术创作和表现时所需的素材与灵感，通过艺

术表现这种方式，把所见风景跃然于画纸上。既激发了创

作者的审美感知，同时也满足了欣赏者的审美需要，使火

山石民居通过造型艺术的方式进行活化。 

2  火山石材的生活用具活化路径研究 

罗驿村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村落成立之初，在

经济水平落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历史时期，村民们

所用生产和生活工具只能向大自然获取，并通过自己的

双手制造出来。罗驿村周边地域覆盖着大量的火山石材

料，有的石头体积大些；有的石头体积小些；有的石头

直径长些；有的石头直径小些；有的石头呈方形；有的

石头呈圆形；有的石头表面肌理粗糙些；有的石头表面

肌理细腻些，村民们利用石头本身的形态来创造自己所

需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具。走在罗驿村的小巷会发现地

上散落着很多石缸、石磨、石墩、石凳、石碑等生活用

具。经过测量发现，摆放在庭院中的圆形石缸直径长度

达到了 1 米，钢壁的厚度达到了 0.8 公分，伫立在石缸

前，没有办法想象在生产力那么低下的年代，是怎样创

造出尺寸这么大的物件，不得不感叹村民在认识自然的

同时，又是怎样巧妙地利用自然的。随着经济的发展、

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再需要原有的石缸、石磨等生

活物件，这些物件就出现在村子里的各个角落。看着这

些随意摆放的物件，内心会有一丝丝触动，实在觉得可

惜，这些用具不单单只有使用价值、还具有浓厚的历史

价值与艺术价值，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应该从

这些物件中更深刻的认识地域文化以及背后的历史与

文明。笔者认为应该建一个火山石历史文物博物馆，通

过博物馆来传承火山石文化，同时也对文物起到了保护

的作用。博物馆中分成几个区域，有静态展馆、动态展

馆、互动展馆、文献资料展馆。像散落在村中的石缸、

石磨、石凳等物件就可在摆放在静态展馆进行立体展

示；动态展馆主要通过影像以及视频来展示；互动展馆

就需要借助于 VR 虚拟仿真系统，使观众与展示内容进

行互动；文献资料展馆主要就是展示文字类记载。通过

这样几个展馆的静、动态和互动展示，真实、立体、全

面地再现了火山喷发以及火山石形成的过程，让观看者

对火山石材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把火山石材最大的优

势得以发挥。 
在十四五规划中，国家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海

南也会坚定不移地推进乡村各方面振兴战略。以火山石为

主要建筑材料的琼北火山石村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琼北火山石村落有着绝佳的地理位置、天然的自然资源、

丰厚的文化资源等，这些资源在全面振兴乡村战略中，必

定成为最重要的抓手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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