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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材料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刘启明
天津工业大学，天津 300387

摘要：材料是一座建筑最基本的物质构成元素，材料的不同构建了建筑肌理和结构构造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着建筑形态

的风格特征。传统的乡土建筑材料，多以生态性、地域性、经济性为建造原则，就地取材，因此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建筑

风貌。当下，在美丽乡村的建设背景下，如何让乡村风貌呈现出既具有传统审美特征又具有当代审美倾向的特质，是值得研究

的课题。本文从传统建筑材料继承创新的角度切入美丽乡村建设研究，探究传统材料在当代审美价值体系中的转译方法，创

造出既能够传承乡土建筑文化特征，又能反映时代需求和审美的传统材料设计应用方法。从中国本土的设计实践出发，建构

传统材料的当代传承意义，旨在推动和倡导在当今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归根乡土，发挥传统建筑材料在其中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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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terial is the most basic composition element of a building, and the difference of material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of

architectural texture and structure,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tectural form. The tradi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are made mostly based on ecological, regional and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obtained from local sources, which forms a

local architectural style with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how to make the rural landscap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contemporary aesthetic tendency in the context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worth studying. The

work aims to focus on the study of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radi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methods of traditional materials in the contemporary aesthetic value system, and create a

design and application method of traditional materials that can not only inherit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architecture, but

also reflect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aesthetics. Based on the local design practice in China,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materials is constructed, which aims to promote and advocate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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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把“乡村振兴战略”正式写入报告、写

进党章。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回归乡土，乡村则是乡土

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何打造乡村风貌，建设美丽乡村

变得尤为重要。美丽乡村建设是我国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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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生态文明宏图中的重要一环。这对于这个时代而

言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美”是乡村建设的愿

景，而什么是“美”却有待商榷。对于乡村来说，整齐划

一不是美，千篇一律不是美，奇形怪状也不是美。乡村

的美是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乡村风貌共同营造出来的地

域特色之美。这种美只有在此地才能强烈地感受到，

因而具有独特性与在地性。然而，由于经济与文化的

快速发展，城市的建造材料与模式开始同化乡村，村落

中出现了大量粗制滥造的“别墅”、“洋楼”等四不像农

宅，乡村建设与城市建设出现了相同的病症——趋同

化，乡村建设面临着严重的缺乏特色问题，所以，如何

通过建设让乡村重新焕发活力，重新构建乡村风貌的

审美体系，让乡村找到文化自信是美丽乡村建设中的

难点问题。

在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建筑材料影响着建设过程

的各个层面。材料的选用不当，不仅达不到美化乡村

的目的，反而会破坏乡村原有的村落特色。因此，在建

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材料的选取不仅要考虑材料的

基本属性，更应该从材料的文化属性入手，挖掘材料的

美学意义。传统建筑材料作为传统建筑文化的基本元

素，最易于构建传统文化认同感，在此基础上，拓展传

统材料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应用方向，通过技术、工艺

和建造方式的创新，使传统材料焕发出新的美学内涵，

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一、传统建筑材料对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乡土环

境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无机化和人工化，乡土文化的价

值和内涵也在逐渐消退[1]。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突出地

域特色，最大程度地发挥原有文化传统和特色优势，留

住乡村原风景的根与魂是乡土文化价值传承的有效途

径。传统材料经过时间的洗礼，可以唤起人对逝去岁

月的追忆，因而具有一种人文内涵和符号特征。传统

材料的符号特征主要依靠人文内涵进行构筑，人与材

料之间的关联是人文内涵产生的关键，这种关联在日

积月累中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象征关联，继而产生符

号性。文化信息通过材料这种外在的物质形态进行传

播，设计者则通过材料这种媒介来传递设计作品内在

的文化概念。因此，通过研究各种传统材料的文化内

涵和使用规律，系统地对传统材料进行合理的归纳与

分析，对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传承乡土文化内涵有着

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更新传统——重构传统材料工艺的乡土生态

内涵价值

传统材料是乡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美丽

乡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是乡村建筑进行建造活动的基

本条件。在美国学者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所

著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一书中提到，材料不单单

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物质，材料同时对文化有着十

分显著的影响。我国的乡村区域面积辽阔，在悠长的

历史积淀下，这些区域形成了十分多样的传统建造工

艺和材料工艺，继承和保留着很多具有强烈地域特色

的建造文化，这些建造文化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和丰富

的生态内涵。人们应当积极地吸收、同化及再创造，使

得传统民间材料工艺中所蕴涵的生态价值和传统智慧

获得“新生”，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进程，重构传统民间材

料工艺的乡土生态内涵价值。

（二）回归乡愁——寻求具有乡愁文化“基因”的美

丽乡村建设之路

文化是乡村的根、乡村的魂。在五千年漫长的

文化进程中，我国的乡村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基

因——乡愁。一个乡村的整体风貌首先是由建筑和景

观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决定的，这是乡愁文化的情

感载体，承载着文化根脉，展现着地域特色和乡土风

情。因此必须注重乡村物质文化遗产的更新和保护。

以传统材料工艺为切入点，从对传统材料的重新定义

和深入研究入手，揭示传统材料工艺与乡村文化基因

的契合点，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美丽乡村建设，旨在为

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一种更符合当代实用需求、审美需

求、生态需求的材料设计应用策略，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的良性发展。

（三）艺术乡建——探索传统民间材料工艺的艺术

化处理策略

传统材料工艺是传统特色的外在特征，对传统材

料进行艺术化运用，不仅能够体现传统材料的内涵与

价值，还能激发乡野趣味，让设计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设

计观念，而是经过艺术化创新处理后创造出新的、富有

艺术文化内涵的设计作品。

二、美丽乡村建设现状及困境

（一）传统生态系统的破坏

每个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态系统，当地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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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貌特征、风俗文化、历史文化等都是这个生态系统

的构成部分。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建设曾

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发展，破坏了原有乡村

的生态系统，抹杀了乡村的特色和归属感。这种对传

统生态系统的破坏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乡村建设材料的

变化，一种情况是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大量采用水泥、

瓷砖等与村落景观风貌不符的现代材料，形成了混杂

式的村落风貌。而另一种情形是，在美丽乡村的建设

大旗下，地方政府没有依据乡村的生态系统进行合理

的规划设计，形成了一批风貌单一，标准化设计，行列

式排列的新建乡村。这些困境都是由于没有深入理解

乡村生态系统，无序开发建设所造成的。

（二）传统建造工艺的衰落

乡村不仅是生产农作物的场所，也是各类手艺、文

化的保存地。乡村传统的营建活动是以村民为主体的

自发性建设，建设的材料很多都取自乡村周围，建造工

艺也是依据乡村自然环境特征而逐步形成的。这些传

统的建造工艺是由乡村的匠人们一代一代传承而保留

下来的。随着人口的迁移和机械化建设的大潮，这些

传统建造工艺正在逐步衰落和消失。

在分析研究我国当前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所暴露出

来的问题的基础上，以传统材料工艺创新转化的角度

切入，探究乡村风貌建设的核心要素，并对传统材料的

文化属性和象征意义进行分析，从一种新的视角审视

乡土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传承和创新。

三、传统材料内涵

材料是建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材料拥有多

种多样的属性，通常可以区分为两类，即基本属性和次

要属性[2]。基本属性就是材料自身的物理属性，是由

材料自身的质地所决定的，是理性的。而材料的次要

属性是偏向感性的，是需要人通过感官进行感受的属

性，如材料的色彩、肌理等。从材料的次要属性可以衍

生出材料的文化属性，即通过感官感受逐渐形成对特

定材料的文化认知。如白墙灰瓦是对南方民居文化的

认知、琉璃瓦材料是对皇家建筑文化的认知等，都是材

料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材料对文化的表现，“不是继承

形体，而是继承眼睛看不到的‘精神’，通过这些，将属

于地域的、个人的特殊性、具体性的东西继承下来[3]”。

美丽乡村建设是顺应时代需求和号召的乡村风貌重

塑，是在现有基础上去恢复与创造一种新的乡村美学特

征。既不是完全地模仿传统，也不是全面现代化，而是

在解读乡村文化的基础上，有选择性、有目的性、有针对

性地对传统乡村建设模式进行现代创新。材料作为乡

村建设中最基础的元素，能够通过视觉、触觉给人们

传递出多种多样的知觉属性，是最易于被人们接受和

感受到的建筑媒介。因此传统材料的应用对于美丽

乡村建设来说，无疑是乡土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手

段之一。

（一）传统材料的文化内涵

人们在生活中对建筑及其材料都有一定的认识和

体验，随着时间的积累，这种认识或体验逐渐和材料

本身建立起直接的联系，材料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符

号[4]。传统建筑材料依附于传统建筑而存在，是传统

文化的一种物质象征符号。很多传统材料在物质实用

层面可能已经不适用于当代城市建筑的需求，但是，传

统材料的人文情怀和地域特征是现代材料所不能取代

的。传统材料中蕴含着当地人民共同的情感记忆，这

些情感记忆形成了特定的文化情怀，这些情怀与当地

的风俗、文化、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地域所生产

的材料，与当地所生产的各种用品、器物相结合，渗透

着特定的地域性文化哲学和审美意识，是传统文化记

忆的较好载体[5]。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通过材料这个

载体，带动人们进行文化想象和审美感受，从而理解美

丽乡村的文化意义，是实现乡村传统文化更新和传承

的较好手段。

（二）传统材料的生态内涵

中国传统的“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概括了中国传

统民居中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求

真务实的生态思想[6]。传统建筑材料具有很强的生态

性，很多材料都是直接取材于自然，具有取之自然、用

之自然的生态属性。同时，传统建筑材料的生态性还

体现在可持续利用的层面，具有很强的生态适应性。

传统乡村建筑所使用的材料相较于城市建筑而言，更

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自然资源、人文环境等，对生态

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远低于现代材料。

（三）传统材料的实用内涵

我国从古代开始，就倡导自然和谐的自然观，重视

材料的实用性，主张“理材”、“因材施教”、“就地取

材”。在中国的传统建筑营造活动中，就有“五材并举”

的说法。作为物质的基本组成要素，“五材”是泛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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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是一切材料的代名词，如果非要具体到建筑中所使

用的材料，也可以说成是“土、木、竹、石、瓦”[7]。“五材

并举”的说法蕴含着中国传统营造的实用理念，旨在阐

明对材料的选用理念，即对于材料要各施所长，依据

材料自身的特点进行用途的选择。同样，传统的乡土

材料，经过简单的加工就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建造活

动，如传统的乡土建筑、乡土工艺品、乡土植被、乡土

工器具等众多实体元素 [8]。这也是实用内涵的一种

体现。

四、传统材料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应用策略

新技术的出现促进了新观念的产生，新观念同时

推进了新的应用策略的发展。设计师的创新应用策略

可以刷新人们对传统材料工艺的认识，也可以改变人

们的审美观念。传统材料工艺要想不断地更新、生存

下去，不仅要靠自身的进化，还要通过系统化的应用策

略打开自身的使用领域，并在不同领域中进行创新运

用。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通过传统材料建构形式

的更新、传统材料的表皮化表达、传统材料的解构化表

达、传统材料工艺技术的革新四个方面构建一个完整

的创新应用策略。从而进行创新性的表达。只有因地

制宜地应用传统材料，各尽其才，才能使美丽乡村建设

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传统材料的建构形式更新

建构的观点首先由美国建筑评论家肯尼斯·弗兰

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在《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中

提出，可以概括地理解为“建造的诗学”，主要强调建筑

本体中，结构的逻辑性和构件的关联性。传统建筑材

料在当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应用，不应该沿用原来

对材料的运用方法，而应当依据当代建筑结构与材料

的特点进行衍生创新，赋予传统材料当代意义。这种

创新不是将传统材料作为表层装饰，而是融入建构观

念的材料的形式本体的真实表现。建筑师王澍认为，

应该在当代建筑实践中将传统匠作和现代工艺相结

合，这也是他对传统材料在当代应用的看法。在王澍

的建筑设计实践中，传统材料始终以一种建构的理念

在当代进行演绎，如在其早期的作品“瓦园”的设计中，

整体结构是通过竹子来进行支撑的，外部用 6万多片

瓦片进行覆盖，形成了具有人文意象的空间。而在尚

村竹蓬乡堂的设计中，设计师将绩溪毛竹作为建筑的

主体材料，将竹构的概念贯穿到建筑设计结构之中，通

过对竹材使用栓、锚、钉、绑等现代的建造工艺进行处

理，营造出伞状建构形态。竹伞结合圆拱形态的竹篷，

形成了具有建构美学形态的乡村建筑。竹蓬乡堂的设

计通过对主体结构模块化的复制，探寻产竹地区乡村

可以复制的乡村公共空间建筑营造模式[9]，是对美丽

乡村建设实践的成功探索。

（二）传统材料的表皮化表达

受技术工艺的限制，在传统的营造体系内，建筑材

料大多都有着一定的结构承载功能，但随着新技术和

新材料的发展，钢结构、混凝土、玻璃等新型建材的出

现重新定义了建筑结构，从根本上解放了建筑外在表

皮的结构承载功能。在当代建筑中，表皮兼具物质实

体围护、形态展示、信息交换与控制以及精神文化表达

等功能，具有技术、生态、审美与文化等多重属性 [10]。

因此传统建筑材料从以前的建筑本体中被抽离，逐渐

由结构转为表皮，这就为传统材料的当代创新表达创

造了条件，传统材料可以只作为文化符号出现在建筑

表皮中。独立的建筑表皮有着高度的自由性，传统材

料从固有的模式中解脱了出来，不受规矩的束缚，通过

参数化、图案化等计算机辅助设计，形成具有节奏韵律

和肌理的表皮形式。李晓东老师在其设计的作品“桥

上书屋”中，利用钢材与玻璃搭建完成了主体结构，在

设计建筑表皮时，选用了木制格栅进行表皮覆盖，木格

栅的肌理与周围的环境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在李晓

东的另一个作品“篱苑书屋”中，运用了同样的手法，同

样采用了钢材骨架结构，在钢材框中镶嵌了 4万多根

木棍作为表皮装饰，让建筑完美地相容于自然。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通过表皮化处理传统材料具备诸多优

势：第一，可以让乡村建筑的功能布局灵活多变，具有

实用功能的同时又具有传统的外在形式；第二，借助非

线性表皮表达，可以让乡村传统材料获得新生；第三，

赋予乡村具有当代美学内涵的建筑风貌，更加贴近当

代审美需求。

（三）传统材料的解构化表达

要敢于“打破”与解构传统材料组合方式，将材料从

原有的感官系统与细节中解放出来，打破原有的组合方

式和构成单元，然后按照新的技术与工艺进行关系的重

建。通过这样的手段，可以更新传统材料原有的感官符

号系统，易于使其脱离传统的固有印象，形成新的感官

体验。如在具体的设计操作中，可将原本不属于建筑材

料的传统材料局部地应用在设计中，使观者可以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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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局部的材料引发对传统文化的联想。王澍在其很多

作品中都将竹材编织而成的构件作为建筑的护栏来使

用，让竹编从原有的使用位置脱离出来，给人以新意。

（四）传统材料工艺技术革新

当代建筑技术的革新影响着建筑创作中材料的应

用，传统材料需要符合时代的需求，以新的姿态进入到

建筑创作之中。大致可从材料改性、生态循环、技术革

新三个方面入手，探索传统材料工艺在美丽乡村建设

中的应用。传统材料对于现代科学来说，在某些层面

无法具体地量化其各种性能指标，如传统的土坯墙、竹

子、木柱就很难用现代科学去计算其受力性质，因此要

对传统材料进行现代工艺的创新提升，满足现代使用

标准。竹材作为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材料，在我

国有着数千年的使用历史。当代，冯纪忠先生在何陋

轩的设计中，整体采用了竹制结构，营造出了别具匠心

的建筑作品。在竹子的节点处理方面，冯先生通过螺

钉锚固和钢丝捆扎的方式连接竹子，在与地面的交接

处通过铸铁的脚柱承托竹子，既做到了与地面的牢固

相交，又避免了竹子受潮。生土也是传统乡村建筑中

经常用到的乡土材料，其优点是可以就地取材、防虫防

腐、低污染、吸音降噪等，但是缺点是材料的力学性能

较差。传统的生土工艺以夯土、砌筑、摸泥为主。在香

格里拉藏族民居的实践中，改良了传统的生土技术，

通过在生土中按照科学比例加入粘土、砂石骨料、稳

定剂、纤维和水，配合改进过的土坯模具，实现了传统

生土材料的现代技术优化，这种探索有助于生土技术

获得更多适宜的应用空间，展现其生态价值和审美

价值。

五、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变迁，人们的生活方

式也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催生出新的空间需求，这

就需要有新的空间形态进行应对。传统的材料工艺必

然满足不了当代空间的使用需求。随着技术的发展，

空间形态也发生着演变，传统所能涵盖的内容已经不

能完全满足当代生活需求，如何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

进行转变显得十分重要，传统的创新转变是时代的需

求。因此，应该打破固有的思维习惯，依据时代的审美

特征对传统材料工艺进行演变更新，让其符合时代需

求。通过传统材料的当代创新研究，可以从材料应用

的角度探索一条新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唤起建设者

应用传统材料的意识，借助传统材料的创新来表达乡

村的人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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