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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建筑元素在乡村景观中的设计与应用

刘　桐

西安思源学院　陕西西安　710038

【摘　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乡建设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村庄的建筑以

及风貌被盲目地模仿，这既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建筑，又扰乱了当地的生态平衡。结合太石镇泉湾村的旅游规划与设计

实践，对乡土建筑要素的运用与表现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期望能为乡村景观乡土化的提升提供新的理念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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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土建筑元素的内涵分析

乡土建筑元素是指具有深厚乡土色彩的建筑要素，它既

记载着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又能折射出人们

的生活态度与精神追求。从门窗到屋顶，从地面到墙壁，

无不体现出其特有的地域特征。乡土建筑元素主要是指农

村建筑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建造技术、建筑结构形式、建

筑布局形式、建筑装饰风格等。

总体而言，目前对乡土文化元素的深度研究还不够。乡

土文化元素是指在乡土建筑中，具有地方历史文化特征，

体现了乡村的独特性的地方文化符号，能够用视觉识别和

感知的方法来辨识出这些地方的文化元素。另外，整个村

庄的选址、建造的历史、建筑的设计意蕴等，都能反映出

乡土建筑元素[1]。

2　应用原则

2.1　乡土性原则

乡村的公共空间是一种既有地域特色又有人文意蕴的

地方。近年来，在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外来文化不

断渗透的背景下，对乡村公共空间进行“乡土化”设计

已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在“乡土化”旅游

背景下，应尽量挖掘其地域特色，针对其分布特点采取

差异化的设计手法，创造出浓郁乡土特色的公共空间，

提升“乡土性”。首先，通过多种材质的组合与表现，

让其与自然环境共融，形成地域特征的乡村公共空间，

与乡村的空间形态、规模及环境需求相匹配，并与村落

的整体环境相协调。

2.2　空间有机整体性原则

传统村落空间是一个内外空间与功能互相配合、整体

和谐的有机整体，其意象是一种具有层级性的连续景观

界面。在活化与转变过程中，要立足于农村地域的环境特

点，在保留原始历史形态、保留传统村落遗址的前提下，

街巷与周围的环境、建筑与公共空间的衔接与转化，实

现对历史空间与周围环境的有机融合与发展。基于这一认

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村庄空间的激活作用，并对其进行

设计与改造。

室内与室外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创造一个持续的景

观界面的前提。尝试把这两栋楼的空间联系起来，从而创

造出一个正式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和半公共（私人）空

间共同构成了丰富的旅游体验空间。通过对村庄的改造，

增加新的建筑物，增加新的景观节点，丰富农村旅游经

验。在实施改造时，应注重新旧建筑物的和谐统一，避免

大的差别。同时，外部空间也表现出连续性、层次性，这

是历史发展中乡村社会所形成的一种空间秩序[2]。这是一种

空间秩序感的表现形式。在空间活化的规划中，重点从体

验路径、节点、地标、可感知空间、景观界面等几个方面

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和设计。

2.3　生态美学原则

生态美学可以平衡社会和自然的两个层面，促进社会与

自然的密切结合，并体现在建筑的总体规划、风格、特点

等方面，从而使建筑与周围的环境产生互动，利用当地的

生态资源，在保留乡村特色的前提下，经过人为的调和，

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将生态美学应用于实际并不容

易。这就需要设计师既要对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情

况有深刻的认识，又要对当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等要素

进行细致的调查。它涉及到生态学、地理学和环境学等

多个领域。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建筑在满足审美要求的同

时，不会打破生态平衡，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这一

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一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深切关注，是

当代园林艺术创作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乡土建筑元素在乡村景观设计中的再生方式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乡村乡土建筑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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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大程度的冲击。城乡间难以消解的差异和更为显著的

居住环境差异，是造成农村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村镇出

现“千篇一律”和“过度开发”的现象，使各个乡镇的乡

村景观各自的特征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丧失了其独特的

个性。网络的发展和交通的便捷化，使得村镇居民原本的

生活方式、日常需求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原本的乡土

建筑要素也会受到新的冲击。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探索陇中地区乡土文化

与现代设计理念之间的融合之道。文章首先将从乡土建筑

元素入手，审视其在传统村落规划和景观改造中的潜在价

值。随后，我们将详细分析这些元素如何被创造性地融入

到乡村景观设计之中，从而实现对乡村地域特色的再生和

传承。此外，文章还将探讨这种结合如何促进地方经济的

发展，以及它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通

过这样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本文期望为陇中地区乃至更广

泛区域的乡村景观设计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和启示。

3.1　乡土文化的展示

以展示的方式，展示当地的民俗文化。现存的民俗元素

主要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工具，例如：把、

锄、架子车、草绳等，以及平常使用的水井、簸箕等。这

样的陈列方式，不仅可以让参观者更加直接地感受到当地

人的生活习俗，而且可以将他们生活中的许多小细节都看

得一清二楚。展览是一门高层次的视觉与空间艺术，除了

要与周边环境、灯光、背景相配合外，更要运用颜色与质

感的对比，以达到令人震惊的效果。展示也可以与人的直

觉接触相结合，更多的民俗物件，使人在接触中感受到民

俗之物的质感、沧桑和质感，唤醒尘封已久的回忆，引起

与历史的共鸣。

3.2　乡土建筑的体现

乡土建筑形态是乡土建筑最为突出的物质表现[3]，也是

当地民众在与自然地理条件相适应的过程中，最具生态价

值和最明智的解决策略。

乡土建筑总是用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需

要，而这一点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却经常被人们所忽视。但

是，最近几年，人们的关注点转向了可持续发展、绿色建

筑。于是，乡土建筑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建筑师们秉承了

地域性和文化性的建筑传统，他们所设计的建筑构造也被

证实是节能的，并且是可持续的。

砖雕具有很强的民俗特色。其中，人物主题占了很大

比例。题材包括名人轶事，民间传说，戏剧剧本，文学

故事，神话，民俗等，除此之外，农民、牧童、纺织，日

常劳作如挑水、划船，还有孩子们玩耍、舞龙舞狮等。比

如，可以提炼出建筑立面、门栏等个性化的样式，并与当

地的地形相结合，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采用乡土植物和

花卉的布置和搭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选取一些乡

村居民喜欢的富有寓意的花纹，比如在村庄房屋中常见的

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吉祥花纹，将其提取出来应用于公共

场所，可以做成故事长廊或标识雕塑，让村民们感受到村

庄的公共空间。

3.3　乡土色彩的应用

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乡土文化作为一枚闪亮

的珍珠，深深地嵌入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它既是一种历

史记忆，又是一种文化遗产，更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所以，在研究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时，不能忽略这

一宝贵的资源。在多元文化日渐式微的当下，如何挖掘和

保存村落特有的文化特征和传统色彩，是设计者必须面对

的问题。需要巧妙地设计，使这些传统色彩与现代建筑材

料和谐共存，创造出一个既符合现代人审美又不失乡土韵

味的色彩景观。这样的景观能够更好地将乡土特色的民间

文化融入到农村的建筑之中，让人们在现代化的环境中感

受到传统的魅力。

为此，我们要对农村地区丰富的人文资源进行深度挖

掘，将现代化的建造工艺与设计理念相融合，创造出具有

地域特征、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公共空间。只有如此，才

能使这些日渐消失的民族文化得以保留与传承，才能为这

座城市添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泉湾村乡村旅游中乡土建筑元素的应用

4.1　项目概况

泉湾村地处临洮县以北，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

治县接壤，北与红旗乡接壤，东与兰州市七里河区和榆中

县接壤，南与辛店镇接壤，西临洮河。位于甘肃省兰州市

48公里处，距榆中县仅2个小时路程，是一个地处高寒山区

的偏远山区。地处深山区2600米，上山路弯弯曲曲，部分

路段在下雪时易出现山体滑坡和滑倒，虽然距离兰州48公

里，但到达率并不高。泉湾村内的公路主要是硬化路面，

公路两旁的景观效果不佳。全村已硬化的公路有：五丰到

后地湾的通村公路6.915公里；普银路至后地湾1.19公里；

社内公路634千米。

4.2　乡土建筑元素在太石镇乡村景观中的设计与应用

以泉湾村的自然地形和设计理念为基础，充分利用泉湾

村的建筑、农作物、历史文化等要素，设计并建造了反映

后泉湾村真正的农村生活的园林设施，并将其融入到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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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整体风格之中，为整个村庄的环境增添了色彩。园

林设施在满足了基本的造景、使用、休闲等感觉之后，还

能在这里停下来，参加其它的活动，寻求一种心理体验的

过程。这样，人类就能感受到历史的变迁，感受到生命的

真实，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共享生命的快乐。它与游客的

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观赏，使用，信息传递，体验互动。

综合考虑旅游者的心理特点、生活态度等因素，让旅游者

在旅游产品和服务中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为旅游者提供沟

通的平台，满足旅游者的探究欲，满足视觉、触觉、听觉

等全方位的感受。以泉湾村为主体，以中央功能空间为核

心，以构建一条游线为纽带，将场地分为四个功能分区。

4.2.1　提炼乡土文化引入泉湾村

把现存的民俗文化要素通过展示的方式展现出来。现存

的民俗元素主要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种工具，

例如：把、锄、架子车、草绳等，以及平常使用的水井、

簸箕等。这样的陈列方式，不仅可以让参观者更加直接

地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而且可以将他们生活中的许

多小细节都看得一清二楚。展览是一门高层次的视觉与空

间艺术，除了要与周边环境、灯光、背景相配合外，更要

运用颜色与质感的对比，以达到令人震惊的效果。展示也

可以与人的直觉接触相关联，更多的民俗物件可以让人在

接触中回忆起民俗之物的质感、沧桑和质感，唤醒尘封已

久的回忆，引起与过去的共鸣。公共空间的经验可以是可

视的，也可以是感官的，味觉的，听觉的，乃至直观的。

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融合民间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个人体

验，它渗透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给人一种熟悉的乡村生

活以及节日的亲切感，使空间与周围的环境更贴近，反映

出农村的文化与生命之美。

4.2.2　乡土建筑元素引入泉湾村

以砖雕为主题的庭院空间设计，农作物是临夏的主食，

小麦，谷子，豆子，麻等，象征着粮食丰收，五谷丰登，

这样的砖雕在房子和房子中非常普遍，也是一种地方的文

化主题。

建筑物的细部是一种能让人直接感受到的物理要素。建

筑细部作为一种可触摸的符号，其意义可分为符号化，具

体表现形式与表现意义。具体的细部形式会影响到空间的

色彩，特色，以及人们的空间感受。

4.2.3　选取乡土色彩引入泉湾村

当我们看到事物时，首先会想到它的色彩，然后再想到

它的外形和细部。恰当的运用色彩，可以更好的与建筑、

景观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加和谐的视觉效果。

大部分的农村公共空间都是从当地的自然环境中提取颜

色元素，并由此引发一种不自觉的情绪。作为一种民间文

化，白马藏族傩文化在审美上显示了勃勃生机。民间文化

色彩的使用，可以通过与当地的脸谱相配，提炼色彩。如

傩戏的面具，其鲜明的造型、平滑的线条、丰富的颜色，

都隐含着一种质朴而生动的美学特征。它具有象征意义、

风格化、感性化、装饰性等特点，以红、黄、蓝、绿、黑

等纯色为主要色调，表现出独特的审美取向。

在道路空间使用的色彩方面，要对村庄的总的色彩走

向进行挖掘和归纳，提炼出主导的色调，对其进行合理的

构图和色彩的搭配，同时从民间文化的视角来抽取民俗色

彩，营造出整体的色彩和情感的和谐。在泉湾村的道路改

建过程中，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和民

间文化特色，对其进行了发掘和设计，使之融入到自己的

作品当中，给整个街区的空间创作增加了色彩和故事。

5　结语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中最重要的一块，它与城市中的公

共空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乡村资源、特色产业、村民日常

生活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乡村发展

的最大动力是政府，它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为乡村建设提

供支持。对于设计师而言，要加强建筑的示范引领作用，

逐渐培养村民对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的认可，以此来激

励他们的兴趣与信心，为乡村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农村乡土性的丧失日益严重，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本

论文旨在通过加大乡土建筑要素的运用，来改善乡村“乡

土性”，以期为乡村城镇化大潮中，留下乡土、乡愁，提

供更多乡村规划学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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