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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民居改造的乡村民宿建筑设计 

楼  毅 

浙江青墨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310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升，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开始向着精神生活提高的方向前进。随着我国乡村

振兴之路的全面推进，当前的乡村旅游已经成为较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由于乡村旅游的全面发展将会导致其经济等都得到更好的发展，

综合的让其能够符合实际的建设与发展需求。而针对当前的乡村旅游来说，旧民居的改造是保证当地特色旅游的重要内容，所以在实际的发

展过程中应当更好的完成改造建设，并且让其都能够符合实际的建设与发展需求。针对目前的乡村民宿在改造上要完成更好的安排和建设，

综合的使其能够符合具体的建设与发展需求，同时合理的进行民宿改造能够为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综合的使其能够符合具体

的建设施工发展需求，并且综合的提升整体的旅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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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一体化和工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城市化建设也得

到了的全面的推广和发展。而由于此问题的存在使得乡村文化在逐

渐的消失，当前我国已经出现大量的空心村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

的不单单是人口的流失，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流失。所以为了

能够更好的保证乡村文化和有关的区域性文化，在实际的开展过程

中应当合理的使用旅游方式，通过将传统旧民居完成改革的方式来

进行相关的设计和安排，提升整体的改造效果， 大程度的让其能

够符合实际的建设也发展需求，综合的保证对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

整体的延续，全面的提升乡村民宿的建筑设计效果。 

1当前我国乡镇化的改造方法研究 
1.1 中心乡镇合并模式 
在距离城市较为遥远的区域，青年人员都为了能够更好的改变

生活而离开所生活的区域，这样一来各种乡村都开始成为空村。但

是对于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其来到城市务农之后，可能还是存

在不能够在城市购买房屋的条件，所以为了能够更好的在城市生活，

因此其只能够在城市周边区域进行生活。因此这就导致城市的周边

村庄出现较为混乱的情况，并且由于早期不能够进行有关的规划，

终将会导致初期比较混乱。而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在目前的建

筑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其会完成中心乡镇的实际合并，确保其开展

向着中心的区域集合，综合的保证生产类型当中的贸易和服务经济

得到更好的发展。 

1.2 通过农业与旅游业相互结合的方式提升经济效益 
在当前的农村发展过程中，为了完成相关经济发展和带动，在

实际的开展过程中应当对传统的经济方式来进行更好的改变。我国

传统乡村的经济方式主要是依靠农业，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虽然

农业种植技术在不断的提高，农民在完成春耕和秋收之后具有大量

的空余时间，工作的真空期 终导致经济在落后，所以为了能够更

好的满足其实际的要求，在具体的开展当中应当开创第二产业，而

在此过程中旅游行业就是较为重要的技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可以使用相关的旅游方式来提升经济收入，所

以在具体的开展过程中可以使用民宿建设，综合的利用旧民居等来

完成民宿的改建，以此来吸引大量的游客，综合的保证乡村经济得

到更好的发展。 

2乡村民宿的主要特色 
对于目前的乡村民宿来说，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将老房子

改变为民宿。但是民宿与传统的老建筑还是存在较多的不同，整体

的建设改革过程中需要完成对原本特点的保留，在总体传统农村的

建设改造过程中，需要将创新和传统建筑物都进行更好的融合，综

合的让其都能够符合实际的发展要求，建筑物的改造之后不能够出

现特例行为，整个乡村民宿的改造上需要结合三个特点。 

第一精制，针对当前的建筑物建设来说，旧民居的改造应当是

一个较小的范围，综合的让其完成民宿的精致化建设特点，改造建

筑物更好的精制都能够提升周边环境的合理建设，通过改造民宿气

氛的方式来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进一步的提升高品质的服务，

在此过程中还是需要拥有民宿本身的特点。 

第二乡土化，当前的乡村民宿建设施工过程中，为了让其能够

具有较多的特色元素，所以在实际的开展上应当完成对其乡土化的

有效建设和规划，更好的完成相关的特色化建设，针对旅游行业的

发展和建设来说，应当让其能够寻找到自己的区域特点，更好的保

证建筑物外观和风格的全面管理，综合的使其能够符合具体建设要

求，保证旅游行业能够得到更好的提升。 

第三多元化。每个民宿的都要有着不同的感受，在实际的居住

建设过程中应当保证让其切合建筑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综合的让

其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的生活。通过各种特色化的建设方式让其能够

符合实际的要求，保证民宿的多元化建设，全面的是消费者能够感

受到不同的生活方式。 

3旧民居改造乡村民宿建筑设计方式 
3.1 外部环境的有效结合 
针对目前的旧居民改造来说，在实际的开展过程中需要完成内

外部的整体建设规划，整个建设过程中建筑物属于区域产物，这些

都是存在特殊的环境当中，受到外界地理环境的约束，在实际的开

展过程中应当完成建筑物自身条件与外籍环境相互融合的建设方

法。民宿的建设过程中需要保证不能够将其作为单独的地基来进行

看待，需要让其与周围的环境都进行有效的融合。整个建设过程中

应当结合本地的文化理念，针对旧的民居要完成实际的改造，确保

不会在建设改造过程中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破坏，整个建设施工过程

中应当保证环境和建筑行业能够共生发展，在此过程中需要重新的

定义环境和产地，更好的对建筑模式和使用材料都进行有效的研究，

综合的使其能够满足当前的建设施工使用需求。 

在进行旧民居的选择过程中，第一需要考虑旧民居的外部环境

问题，整个建设改造过程中应当将其与周边的环境都进行更好的融

合，在此过程中需要对资源都进行更好的使用，综合的让其都可以

满足具体的建设施工发展需求，整个民宿的建设上要可以尽可能的

借助和使用本地资源，同时要尊重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具体开展

上要从基础点入手，更好的完成民宿的改造，综合的方式出现破坏

环境的问题出现，同时在此过程中还要结合当地的文化特点，建筑

物的室外和室内都要能够凸显各种当地元素，全面的打造一个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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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环境和氛围。 

3.2 延续当地乡土文化 
当前的旧民居改造过程中，为了让其能够符合实际的建设和发

展要求，在实际的开展上应当有效的延续各种乡土文化。我国是一

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所以在实际的开展过程中需要更好的

将传统文化都融入到目前的民宿建筑当中。就目前各个区域来说，

不同地区的文化还是有着不同的特色，因此在实际的开展上，应当

全面的完成对区域传统乡土文化的有效传承，将其融入到当前的乡

土文化当中，与建筑物的各种功能都要完成有效的融合，综合的使

其能够符合具体的建设与发展需求。同时传统建筑物的建设上要能

够保证有文化特质和实际的生活体验功能，只有如此才能够保证其

具有独特的魅力。民宿的建设上要与当地的传统文化都进行更好的

融合，全面的使其都能够符合当前的建筑施工发展需求，在民宿的

建筑设计上硬蛋更实用修旧如旧的方法，通过使用各种老料的方法

来完成民宿的建设，更好的显示当前的乡土文化风情，游客使用的

民宿不在简单的是居住功能，还要添加各种全新的功能，综合的让

其能够得到感受效果的有效提升，更好的满足其实际的发展需求。 

3.3 传承当地民居建筑特色 
乡村的民宿主要区别于传统的酒店住宿方式，在实际的建设过

程中应当按照各种实际的要求来完成标准化的住宿设计，整个建筑

物的建设过程中需要让其能够符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形式。对于当地

的民宿建筑来说，在实际的开展上应当完成各种文化的有效组成，

实际的建筑物建设和规划上要完成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整个建设过

程中不在是一味的完成建筑物的拆除，同时也并非完成全新建筑物

的建设，实际的开展上要完成相互之间的有效结合，综合的保证室

内的建设功能，同时对外界的因素也要完成更好的研究，具体开展

过程中应当传承当地居民的建筑特色，更好的完成环境和功能的各

种设计安排，确保室内空间都要有着舒适度和实际的安全性，综合

的提升整体的建设效果，应当将传统与现代都要完成结合，使得居

民建筑都可以得到更好的延续和发展。 

3.4 乡土印记的表达 
旧民居改造的时候，旧物信用属于一种十分常见的处理方式，

既能够减少投入的成本，同时还能够凸显乡土性。老旧的物件通常

均带有岁月的痕迹，包含着古老的护士，一些经典的箱子和电话等

物品放到民宿空间当中，在新和旧的撞击下，绿色植物与温和的木

质更能够凸显出其韵味。在改造时为了不失去乡土性，尽量选择使

用本地的材料，就地取材，这样不仅十分经济，同时还能够和本地

的环境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促使客人能够感受到地域建筑的特点。

改造时尽可能的选择石材和竹子这类生态环保材料，辅助使用现代

材料，针对具体的需求科学的搭配施工，从而能够制造一个宁静朴

素的美感。 

3.5 民宿内部空间的整合 
针对目前的民宿建设来说，在实际的开展过程中应当完成更好

的空间设计和安排，所以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需要将空间布置都

来满足不同游客的实际需求，因此设计师在实际的工作开展过程中，

需要将传统建筑物当中的特色理念进行保留，同时对各种功能都要

进行更好的设计与安排，通过这种设计方式能够保证人们具有全新

的居住体验。在进行旧民居的设计过程中，更多的选择相关的居住

类民居，同时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应当完成整体的民居改造。民宿

内部空间的整体整合，需要完成对各种室内空间的合理建设与安排，

更好的提升相关的建设效果，针对各种空间内容都要完成实际的改

造，更好的保证不会在整体的结构上出现变化。应当在原有的空间

上进行改造，综合的保证民宿的实际使用效果，更好的将庭院、公

共区域和餐厅等都要完成统一的建设规划，综合的让其能够符合实

际的要求，保证建设效果的综合提升。 

4旧民居改造的乡村民宿建筑设计注意事项 
4.1 突出节能环保减少资源浪费 
改造旧民居的乡村民宿建筑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其本身设计建

造的节能环保性， 大化利用现有资源，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以此提升整个民宿的生态价值。比如通过旧物利用的方式，对现场

旧物做一定的搭配处理，体现整个民宿建筑设计丰富性。 

4.2 建筑材料质量控制及色调层次搭配 
旧民居改造的乡村民宿建筑设计应突出民宿本身乡土性，因此

对其建筑材料选择上应注重对当地材料的选择，同时要对其材料质

量进行控制，在保证选择合理情况下对其强度和稳定性进行全方位

的测定，保障其与设计要求相符，避免因过度注重乡土特色造成对

选材质量要求降低，而使得整个建筑改造工程质量无法得到保障。

同时对其色调的施工作业应从修旧如旧、新旧对比的角度出发，注

意民宿建筑本身所需美感，体现出其内外融合，避免过度追求色差

氛围而丢失民宿本身特色。 

4.3 反映当地的民俗特色 
改造旧民居的乡村民俗建筑设计，其风格应该体现出当地的民

俗特色，集中反映地域文化和民风，以此吸引更多人前来参观。比

如在某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旧民居改造时，结合本地竹子多的特点，

融入当地特有的竹艺文化，以特色的竹子编织品作为民居的建筑的

主要装饰。这不仅让民族艺术文化得到充分发挥，也让当地的民宿

充满地域风采，更具有浓厚地方民俗风情。 

5总结：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实际发展过程总将旧居民改造都要完成进

一步的升级，综合的让其能够满足实际的建设和发展需求。针对相

关的经济建设来说，农村建设相比传统的建设要完成更好的提高，

使其可以符合目前的旅游和农业的共同发展需求。并且在实际的开

展上需要完成文化的传承，综合的改善民生，并且对于乡村传统建

筑的建设来说，应当从多个角度入手，更好的满足其实际的发展需

求，融合对于环境的有效管理，更好的保护传统生态环境和居民品

质的有效提高，推动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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