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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地区乡村新民居室内设计探析

苏英亮，杨薇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张家口 075000

摘要：随着乡村生活质量的提高，乡村居民对美的认识也越来越深，由于个体对美的认识存在差异性，为了满足河北地区乡村

居民对住宅之美的新需求，探析河北地区乡村新民居室内设计。通过分析河北省的地域特征、人文特征、建筑特征，对比新旧

民居空间布局，切实诠释新时代全面小康的河北地区乡村新民居形象。而后分别从空间布局、新材料与新科技、室内外环境契

合度、人性化设计四个方面对河北地区乡村新民居室内设计提出改良方案。新民居室内设计不仅要切实合理地分析室内空间

布局，合理地运用新材料与新科技，而且要努力提高室内外环境的契合度，从而实现符合地域文化特征、乡村居民生活习惯，以

及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现代、智能的乡村新民居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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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or Design of New Rural Houses in He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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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ei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Zhangjiakou 075000,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people have an increasingly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beauty, each individual has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beaut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w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in Hebei for

residential beauty,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interior design of new rural houses in Hebei.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ebei province, the spatial layout of new and old residential

buildings is compared to effectively interpret the image of new rural houses in the moderately prosperous Hebei in all aspects in the

new era. Then, an improved interior design scheme for new rural houses in Hebei is proposed from four aspects, i.e. spatial layout,

new materials and new technologies, indoor and outdoor environment fit and humanized design. The interior design of new rural houses

not only needs to reasonably analyze the interior space layout and use new materials and new technologies, but also to improve the

indoor and outdoor environment fit, thereby achieving the interior design of new modern and intelligent rural houses that conform to

the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living habits of rural residents and meet the personalized demands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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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农村建设的推进，更多的农村已经走上

了全面小康的大道，新民居建设代表着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发展的方向。近年来，随着农村人们生活质量

的提升，老旧的房屋逐渐被新式的二层独立住宅所代

替。农村住宅及室内设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和文

化建设的重要体现。然而，单从新民居室内设计上看，

现有的多数设计无法将经济性、美观性、舒适性有机地

统一起来，甚至可能出现影响生活质量或房屋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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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在一味追求与农村文化特征不相符的装饰的同

时，不仅出现了经济效益差、效果不理想、资源浪费的

不良影响，更是与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差甚

远。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应当秉承因地制宜、

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把人文化、生态化、特色化加入

到新民居室内设计。

一、河北地区乡村特征

（一）地域特征

河北省地处华北平原，东临渤海，内环京津，西为

太行山，北为燕山，燕山以北为张北高原，是中国唯一

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河北

省整体可分为三大地区：中南部地区属于温带湿润半

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寒暑悬殊，冬季寒冷

干旱，夏季炎热多雨；冀东地区主要为唐山市和秦皇岛

市，属于沿海城市，气候较中南部地区更加温和，全年

降雨量较大；冀北地区主要为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日照

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多风少雨，冬季寒冷。其中，张家

口市部分地区属于塞外，日照更加充足，冬季更加寒冷。

（二）人文特征

河北省属于多民族大融合地区，有五十五个少数

民族，各民族间相互影响，汉族为主要民族。河北省作

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拥有

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且主要形成了五大文化脉系：革命

文化、和合文化、根源文化、直隶文化、开放文化。这些

文化和河北省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

性格特点：冀北地区受直隶文化、和合文化及山西、内

蒙、东北文化的影响，此地区的人的性格粗犷大方、不

拘小节；中南部地区受革命文化、根源文化及山西、河

南、山东文化的影响，此地区的人的性格朴实沉稳，生

活阳光；冀东地区受和合文化、开放文化及东北地区文

化的影响，此地区的人的性格活泼开朗，追求开放。

（三）建筑特征

河北省乡村民居除少数民族民居外基本保持着华

北平原普遍的建筑特征。中国北方农村的传统住宅多

为平房[1]，房屋上可晾晒粮食，北方冬季干燥寒冷，房

屋墙体厚、窗户小。然而在大体相似的前提下，河北地

区建筑同北方建筑形式又存在一些差异。由于冀北地

区冬天降雪量大，天气更加寒冷，所以此地区的乡村民

居多为尖顶房，便于雨雪量大时及时排水排雪，以减少

屋顶承重。同时屋顶与室内之间存在大量空间，以保

证室内冬保暖、夏防晒，并且房屋墙体更厚，冀北地区

新农村建筑样式见图1。中南部地区建筑样式受当地

人的生活态度和地区文化的影响，更偏四合院式。此

地区的人们享受生活，喜欢在中间庭院种一些花草树

木。冀东地区乡村民居则更重视开放性，院落更大，院

墙较矮，门洞开得更大，同时，由于气候更温和，冀东地

区民居层高更高，窗洞更大。

二、河北地区乡村民居的新旧变化

（一）传统民居空间布局

河北省各地区乡村民居的传统布局一致性很高，

整体上看，家家户户的民居形式基本相同，没有特点可

言。传统民居的空间布局注重对称性，往往是从大门

进入，两侧是柴房和客房，正对的是正房的门，进入后

两侧是灶台，前面是餐桌，两侧的两间屋子是现代意义

上的“主卧”和“次卧”，而“主卧”又具有现代“客厅”的

功能，卫生间，即旱厕，设在室外。总的来看，传统民居

空间布局虽然符合河北地区乡村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生

活流线，但仍有诸多不便，也缺乏设计美感。

（二）新民居空间布局

河北地区乡村新民居的空间布局较传统空间布局

有很大的改变。由于人们更加偏向私人订制，致使设

计打破了传统的一致性和对称性，使每个民居具有了

独特的设计品味和美感，空间布局也各有特点。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家户户基本都有了交通工具，车库

也随之建立；水电的便利使乡村民居有了真正意义上

的“卫生间”；人们开始注重私人空间，将卧室和客厅分

离开来，客厅与餐厅相接，空间上更大；生活用品的丰

富使其设立了厨房、洗衣间、储物间等功能分区……因

此，现在河北地区乡村新民居室内功能分区基本分为

客厅、卫生间、厨房、储物间、卧室、客房、车库、柴房（可

放置农具）等区域。河北地区新民居的主要户型有四

图1 冀北地区新农村建筑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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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院式、复合二层洋楼式、庭院式等，不同户型的室内

结构也有所不同，四合院式户型主要为对称式室内结

构，洋楼式户型室内结构多为紧凑型，庭院式户型多为

主次结构，对比以突出客厅、主卧等功能区间。相比传

统民居，河北地区新民居在整体设计上更加重视风格

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体现，将地区和家庭特有的文化

符号如农作物、老照片、绿植等融入到整体风格中。

三、河北地区乡村民居改良计划

（一）民居空间合理布局

对室内空间设计来说，室内空间组织和界面处理

是其灵魂和根本。一个室内设计项目，应该根据它的

使用功能和活动性质对客观存在的建筑空间进行调

和、重组和完善，以求创造出合理的使用空间，空间组

织首先是对空间功能的组织，其次是对空间形态的组

织和完善[2]。

河北地区乡村新民居的空间布局虽然较传统空间

布局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就如何完成更合理的空间

布局，如何增加各功能区间在布置上的紧密联系，进一

步增加生活便捷性等问题尚需更深入的分析。

1. 客厅

无论是在河北省各地区，还是在国内的其他地区，

乡村居民的热情好客是永远不变的，因此在民居空间

布局中，客厅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新民居客厅改良设

计见图2，客厅的面积要求较大，最好与餐厅形成有机

连接，其使用面积一般要求在 20 m2~30 m2，可相应分

为会客区、娱乐区等。如果客厅面积很大的话，可以分

成不同的谈话组，最重要的就是把一个大的区域分割

成小的空间[3]。

2. 餐厅

餐厅的设计没有必要过分追求大面积的布置，而

应该灵活运用变化来安排空间，同时处理好采光、通风

和与客厅及厨房间的交通空间的关系。例如，将餐厅

与客厅相连可增加客厅的面积，再设置镂空结构的屏

风，还能增添客厅与餐厅的空间感和趣味性。

3. 厨房

烹调是农村生活的重要部分。农家饭出自农家

菜，由农家人烹调。农家人会慢下来认真地做好每道

菜，因此，厨房的设计在兼顾现代化设备的同时，还应

符合农村生产生活习惯。厨房功能区的设置形式可分

为单排型、L型及U型，其分区要符合操作区、洗涤区

和烹饪区，并且三者间距之和应小于 7 m。只有灵活

布置厨房空间才能建立好进出关系。

4. 卫生间

卫生间的设置一定要符合生活起居习惯。一般要

符合上下楼层对应关系，减少管道的多余排布，节省经

济开支。卫生间应该考虑自然采光与自然通风；如厕、

梳妆、洗浴、洗衣的功能分区也需要合理排布，做到有

事不冲突。同时，由于农村的污水处理系统不够成熟，

更要注意生活污水的集中排污和集中处理。

（二）民居的新材料与新科技

1. 装饰材料

室内装饰材料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安全性与效益

性。倡导在住宅室内装修时尽可能地落实绿色装修的

观念。绿色装修是指在对房屋进行装修时采用环保型

的材料来进行房屋装饰的装修方式，通过大量使用环

保材料，将对周遭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

2. 取暖新科技

在北方寒冷地区，农村住宅环境布局必须要考虑

取暖问题，河北地区也是如此。我国北方地区的农村

冬季取暖方式大致可分成火炕、地暖、暖气、取暖火炉

等类型。火炉使用过程中会使封闭房间内的空气质量

受到影响，极易使人产生呼吸道疾病，尤其是煤炭火炉

危害较大[4]。

现已有更加符合节能时代价值观念的改进品——

太阳能炕。作为节能设计，它能在保证清洁能源的同

时提供更优质的农村家庭生活，利用空气集热器与太

阳能的复合采暖技术来满足农村住宅建筑冬季供暖的

需要。在白天利用空气集热器的自然循环对室内供

暖，同时利用太阳能热水器进行蓄热作业，到了晚间即

可对室内炕面进行加热[5]。

3. 智能科技

智能技术相对成熟的今天，智能家电、人工智能已

图2 新民居客厅改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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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寻常百姓家，合理地运用智能技术，布置智能家

电，进一步增加乡村生活的便捷性。如添置智能扫地

机器人，可以保持室内清洁；添置智能语音助手，可以

增加生活趣味性；添置可通过语音、手机APP控制的

家电，可以实现居家生活的便捷。

（三）室内外环境契合度改良

所谓室内，是指建筑的内部空间。现在“室内”一

词的意义应该既指单纯的空间，也指由从前的室内装

饰发展而来的规划、设计的内容[6]。

确立环境整体意识的设计概念，关键在于设计思

维方式的改变[7]。与各个室外空间对应的民居室内空

间应合理排布，保证顺畅的通风、充足的光照、合适的

风景等。例如，主卧室应布置在住宅较为安静、朝向、

视野最佳的位置，面积在12 m2~18 m2较为合适。而老

人卧室应布置在较为安静、卫生方便、阳光充足、通风

良好的位置上。在交通空间上则需保证白天有充足的

明亮度，减少玄关或走廊中不必要的排布与装饰，增强

室内外环境的映射。

（四）人性化设计

从设计的角度讲，现在的家庭装饰设计也将从华

而不实、缺乏实用性、一味追求观感和气派的形式主义

向追求简洁、舒适、个性化、人性化的实用主义方向发

展[8]。“以人为本”是室内空间设计功能的基石[9]。上述

介绍河北省建筑、人文特征时提到的，冀北、冀东及河

北省中南部地区的乡村居民在生活理念和建筑想法上

是存在差异的，而人性化设计可以满足这种个性化，不

只是地区的个性化，更要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

新民居人性化设计见图3。新民居设计要根据地

域的特点满足地区的个性化，也要根据每个个体的喜

好满足每个人的个性化。冀北地区的人民粗犷，可以

在室内设计上尽可能大方、简单；冀东地区的人民热

情，可以在室内设计上对空间尽可能开放；中南部地区

的人民优雅，可以在室内设计上放置美的艺术品。在

当今的室内设计中，陈设艺术设计能起到软化空间、体

现个性化品味与格调的作用，并且往往是整体装饰效

果中画龙点睛的一笔[10]。

四、结语

正如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所说，幸福感不是用经

济指标来衡量的，而是一种从个人意志和充足感中产

生的类似内心精神一样的东西[11]。在预定的现实之中

构建怎样一个动态的未来，是问题的核心要义所在[11]。

在进行民居的室内设计时，将经济因素放在首位是很

自然的，但其实还有很多设计方法既可以避免较高的

经济开支，又可以满足室内装饰的精神需求。

对于河北地区乡村民居的室内设计而言，在充分

体会乡村民居建筑本身特征的同时，要将人、物、环境

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设计更加契合建筑，更加契合居住

环境，更加契合河北省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因素及住户

的性格、审美特点。不仅要敢于尝试新科技、新材料与

室内环境的融合，积极地为住户推荐新材料、新技术，

使其生活更加便捷；而且要通过不断地完善、改良室内

空间布局，将住户对“家”的理解通过安置与设计表现

出来，坚持人性化设计，在满足住户审美和使用需求的

同时，给予设计特定的地方乡村文化基调。这样才能

创造出符合地域文化特征、乡村居民生活习惯，满足住

户个性化需求，现代、智能的乡村新民居室内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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