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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背景下岭南古村落空间特征

韩　明　岑燕琳　张玮政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湛江　524000

摘　要：古村聚落空间作为中国乡村文明与传统民居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关乎着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的宝藏钥匙。

村落空间在同时期的演化过程中，伴随人口迁移流动、生产生活模式、交通环境及经济结构的微妙变化，造成空间

环境的变更。在当下城镇化发展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了解历史文化村落聚居环境的特征机制，对今后乡村建设可

持续性的空间提升有着重要参考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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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落的形态格局发展

村落的演变伴随着一个动态的历程，其中包括两个

方向的特定因素：即特定的自然环境，及其特定的人居

环境的创始者。是空间过程与实践过程相互结合，与所

属的自然生态以及与之配套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乡村

聚落空间形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村落形态的演化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当代的演变

机制，又要对现存古村落的变异性与整体性的把握。岭

南地区的聚落形态复杂，由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其中

包含，广府、客家、雷琼、潮汕等多个民系。本次课题

主要是以粤西的雷琼民系展开论述。在村落的空间形态

的演变机制上依旧存在着整体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也是

图1　苏二村不同时期的居民建筑对比

当代古村聚落演化的通则。1

按照发展历程的顺序，大致分为：自然经济发展时

期、土地改革与人民公社化时期、改革开放至今的新时

期。在自然经济发展时期，农业生产是主要是生活形式。

乡绅文化影响很深，经历过近代的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

科举制的取消，导致了乡绅阶级的瓦解，自然经济渐渐势

弱，随农产品商品化的提高，以至于乡村传统社会经济结

构的更变。列强的侵入和商品经济的萌芽的两大因素，外

来文化对本是闭锁的传统村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

人居环境的维度来讲，主动地或被动地的学习和应用，因

此建筑外立面的装饰有明显的西方化；土地改革与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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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化时期，彻底改变了乡村的生产关系。农村地区土地私

有制的结束，乡绅阶层被彻底切断。乡村与城市实施了城

与乡的分治，农村服从于集体经济的调度安排，确立了二

元化管理体制。其中户籍制图也限制了城乡的人口流动，

农村人口数量的增加，加大了对生活空间的诉求，正因如

此，村落内部空置的老旧废弃房屋得到了充分的修缮和改

造。由于乡村的发展定位于传统模式类似，也受制于当时

的是技术要求和设计局限，在新的规划下，依旧以旧时期

的村落原有布局为参照基础进行实施。但在经济条件薄弱

的条件下，建筑材料和工艺上较粗糙，就近取材，土坯砖

石也就比较常见；改革开放至今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政

策的助力下，资本的自由流动迅速，改革也大大提升了农

村的生产效率，也解放了冗余的劳动力。城乡关系的二元

关系逐步松动，积极性大幅度提升，同时也整合了村聚落

的剩余劳动力与零散资源。村落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体

现在村民收入的多元化，逐渐由初期对主干家庭的依赖，

到核心家庭模型靠拢。这也导致了乡村建房规模大，而且

渐渐弱化了公共空间和传统堂屋的空间功能。后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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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蕴涵的人文环境要素

粤西作为岭南地区自古自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栖息

地，不同时期人口融合和文化交流，有类同也有差异。

因此古村落是具有很强人文气息的空间场所。沿巷道的

建筑和乡道肌理，侧面也反应了当地的文化脉络，通过

存留的断壁残垣去理解这个聚落的历史。文化的载体根

本还是人，建筑是人的容器，街巷空间是连接建筑的交

通，是日常生活与交流活动的路径。从另一个层面介入，

老建筑与所生活在其中的人本应该具有的归属感，人文

精神所在即取决于人对建筑环境的认同感，又是对空间

配置和区位特性认同，是否明晰所决定的。所以，场所

要更注重人文的感知，其精神要更加赋予归属感和文化

感。建筑既存在人文的特性，又要把周边的环境要素和

地域性要纳入考量的范围，而场所精神理论所提供的思

考路径，加入了人与环境的关系，表现了古村落所蕴含

的精神内核。从建筑的物质实体层面的认知更多转向了

心理层面的分析。归属、情景和文化构成场所精神的核

心要素，历史记忆会有与所处场所发生互动的感知，在

人与建筑环境之间形成情感的依赖，村落的人文情怀便

是附着其中。

四、结论

岭南古村的文化价值被低估，也是村落空间环境矛

盾产生的原因之一。乡村在城镇化背景下，下如何保持

住古村的历史文脉并得到传承，是现阶段的时代命题。

当下的岭南乡村聚落都存在着新与旧人居环境之间的冲

突关系。古村内部出现了具有一点文化价值的历史建筑

被大量的荒弃，未得到充分地利用，从而造成文化资源

的浪费。新建建筑未能体现所属村落的地域性文化，也

进一步影响了整体村落的文脉特征。当下岭南古村落特

征的研究，有着实践性的意义，是如何实现传统的更新

顺应新时期人民群众的居住诉求，和进一步实现古村聚

落空间活力提升、规划与建设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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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迅猛，开始了乡建热的浪潮，传统老建筑不太满足现代人

的生活需要，建筑材料也从比较有地域性的取材，转向了混

凝土。不断扩张的村落肌理，保留的历史建筑与新型建筑产

生鲜明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古村原有的样貌。

二、村落的空间环境特征

本次课题以湛江市的雷州和遂溪古村落形态为主，

岭南文化中具有雷琼文化的较为典型的地区开展调研。雷

琼文化辐射的古村聚落的梳式布局与其广府民系梳式更为

松散，纵巷的宽度较相对大。此次调研村落是苏二村，居

住用地相对偏高，其周边的低洼处设置有鱼塘与稻田。以

便在台风天气或雨季，缓解居住区的积水问题，形成自然

排水的机制。利用无人机的拍摄，对苏二村整体进行拍

摄，计算出高程模型（DSM），得出较为精确的村落的空

间肌理。通过参数分析，原始村的建筑高程相对低矮、破

损废弃的较多。同时出现了一定区域的片状地区。新建区

域包裹形式围绕着原始村落，区间居民住宅多为混凝土结

构的小楼房，较高的建筑以散点形式分布。每一列的建

筑依前后民居都形成一定程度的聚落进深，经过实地测

量，巷道新增了排水渠，村落中心由一条南北向主街以及

若干条东西向的巷道组成，除此之外，其余巷道为近现代

新建。村落外围有解放后新建的机耕道，是村内居民农耕

的主要通道。随着村落往外围建设发展，形成了两条东西

分布并贯穿村落两侧的南北向车行道路，以及一条环村道

路，宽约3米。村内存留着早期的梳式布局形态。另外粤

西地区的土壤成分以红色土壤居多，独特的红土文化同时

也造就出当地居民在色彩偏向上的地域性审美。

图2　苏二村的空间肌理和特征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