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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视野下的乡村景观设计研究
——以西井峪村为例

黄德馨，董雅
天津大学，天津 300072

摘要：以地域文化为出发点，重新审视乡村景观设计的新时代意义。研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域文化特色如何结合乡村

景观设计进行更新与维护。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的方法，记录并归纳乡村景观设计现状，以西井峪村作为落脚点，发现现存问题

并提出相应更新策略，探索在新时代下更贴合地域文化、宜居宜观宜游的乡村景观。结合地域文化进行乡村景观设计，有效实

现乡村景观优质发展，增强游客旅行体验，活化特色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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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Landscape Desig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Xijingyu Village

HUANG Dexin, DONG Ya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aims to re-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era of rural

landscape design and to study how to update and maintain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combination with rural landscape

desig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the method of fieldwork,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design are recorded and summarized, and by setting Xijingyu Village as the standpoint, the current imperfectness and

specify strategies for renewing them are identified, and the rural landscape that is more suitable for regional culture, livable, viewing

and traveling in the new era is explored.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scape, the enhancement of tourists  travel

experience, and the activation of characteristic regional culture could be further realized through the design of rural landscape

combining with re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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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这一特殊形态，在我国所覆盖范围宽广，历史

悠久，承载着诸多情感。其见证了时空变换、历史更

迭，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而地域文化又催生出

了地域化的乡村景观。通过设计介入乡村，文化结合

景观，使得乡村景观能与时俱进，传承文脉且更为宜

居。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乡村景观不胜枚举，如安徽

歙县宏村“白墙灰瓦”、福建南靖石坑村“土楼奇观”，以

及天津蓟州西井峪村“石头森林”等。这些都是广袤大

地上劳动人民与自然共生共存，将地域特色文化融入

环境形成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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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紧密结

合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

号，盘活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

发展之路[1]。不难看出，国家在战略规划层面重视特

色地域文化的传承，而乡村景观作为盘活地域文化资

源的重要载体，分量举足轻重。西井峪村是天津市唯

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地域文化资源丰富。目前我

国乡村景观设计中存在包括同质严重，生搬硬套，地域

文化脱节等诸多问题，而该村同样存在类似状况。以

这一特色村落现状出发，合理开发并深度挖掘其地域

文化，与乡村景观设计相结合，制定景观提升的更新策

略，增强文化传承，助力乡村振兴，提升生活品质，丰富

游客体验，也为乡村景观设计现状问题的解决与改善

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地域文化与乡村景观

（一）地域文化

关于地域文化，吴良镛指出：“地域文化是人们生

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世代耕耘经营、创

造、演变的结果[2]。”地域概念来源于对时空与历史的

界定，或因政治、经济、人口等因素划分，或因自然地理

资源等条件划分。由于视角标准不同，地域文化特点

有所不同，或具历史性，或具人文性等。地域文化在学

术界尚无定论，其囊括社会、历史、自然等方面，并用以

划分不同地域。如《晏子春秋》所言：“百里而异习，千

里而殊俗。”这恰恰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差异。对于乡村

而言，地域文化即是其文脉，渗透到它的方方面面中。

（二）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是包含自然与人文两种景观的复杂生态

综合体，两者都是乡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3]。自然

景观指的是原始自然，即天然景观。包含地形、水文、

土壤、植被等环境资源，具有地域的特殊性。而人文景

观也称文化景观，是基于生存、生产、生活的意愿对自

然景观加以人工改造或保留 [4]。人类遵循自然规律

下，长期和有目的地干预和改造原始自然，形成了乡村

景观。乡村景观是人与周边环境互动的产物，同时也

是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见证与体现。

（三）地域化的乡村景观设计

乡村景观，从微观建筑细部到宏观聚落格局，均是

地域文化的缩影。乡村景观设计则是遵循一定原则，

以特定手段科学系统地规划乡村景观综合体的过程，

是跨学科多领域的综合考量。从传统视角看，要考虑

生产生活实际，满足村民日常生活所需；从现代视角

看，要兼顾经济美观实用，贴合游客观光游览需求。由

此可见，乡村景观设计又是一个面向全人群多角度人

文生态系统的统筹规划。传统乡村景观风貌受到现代

审美的冲击与挑战，危机开始显现。近年来部分乡村

在景观设计上急功近利，无序发展，缺乏科学合理的规

划设计，片面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效益，出现了盲

目模仿城市、风格千村一面、古建随意拆改、自然生态

破坏、景观细部缺失等问题。尤其是对地域文化的短

视，直接导致部分民风民俗、传统工艺消失，致使乡村

景观与地域文化严重脱节，从而不可避免地走上庸俗

化、同质化的畸形发展道路。地域化的乡村景观设计

即是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以乡村地域文化出

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介入，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转

变，让乡村既有魅力，又有活力，把日渐衰落的“乡韵”

找回来。

二、西井峪村地域文化与景观现状

（一）西井峪村地域文化概述

西井峪村，位于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北部，中上元

古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其身处蓟州腹地，周遭山

峰环绕，民风淳朴，是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石头村（见

图1）。现结合该村环境与文化特色，对其地域文化进

行简述。

1. 环境特色

“石头森林”般的地域景观是该村的环境特色。传

统民居主要为合院建筑，因地制宜，依山而建，就地取

材采用“干砌石”工艺搭建，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见图

2。“干砌石”工艺为石头之间的衔接形式，匠人仅用水

图1 西井峪村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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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青石与天然石块干垒，间杂黄泥与秸秆，无需辅助线

便能砌得横平竖直，让石块坚固可靠[5]。随着时代发

展，这样费时费力的工艺不再适应现阶段需求，日渐消

逝。该区域石头主要为白云岩，兼有页岩、石英砂岩，

方便加工，易于构筑。各类石头根据色彩体块差异，经

工匠遴选、打磨、垒砌、堆叠，或砌院舍，或铺街巷，或垦

梯田，组成该村的建筑细部与整体格局。目前村里大

部分传统建筑为清末民初所建，主体结构为木石与砖

石，青石灰瓦，历经百年风霜雨雪侵蚀，村庄肌理整体

保存仍较为完好，地域环境特色浓郁，堪称地质史书。

2. 文化特色

西井峪村民风淳厚，文化特色丰富多彩，包含传统

手工艺和民俗传说在内的多种形式留存。当地匠人皮

影制作栩栩如生，手工草编匠心独具，但由于经济效益

不佳，传承断代，部分手工技艺还未待发掘就已经逐渐

淡出大众视野。村中至今仍保留着皮影坊、草编坊和

老磨坊等优秀历史建筑，力图留存正在消失的传统手

工艺。一些故事传说流传至今，更为西井峪村增添了

几分神秘烙印。如村子附近的府君山，旧称崆峒山，相

传与治理该地的崔姓太守的事迹有关。明宣德年间，

渔阳本地出现自然灾害，粮食歉收，造成饥荒。天灾面

前，百姓束手无策，崔太守爱民如子，临危不乱，设法运

来一批荞麦种子，散给百姓耕种。秋后荞麦丰收，饥荒

消除，当地百姓对父母官感激涕零，择址于崆峒山上，

举众人之力兴修府君庙（“府君”一词来源于旧时对太

守这一官职的尊称），自此香火延绵，崆峒山也因此改

名府君山[6]。时至今日府君庙已毁，但遗迹尚存。目

前村里正在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开发，并且逐步恢

复部分消失的传统技艺。

（二）西井峪村景观现状

西井峪村以“因石而生，因石而居”作为其发展的

特色景观[7]。其景观设计初衷是利用现有资源合理开

发、保护村落，辅助发展乡村文旅产业。该村自明清形

成以来，经由岁月洗礼及各类乡建实践影响，曾经的景

观风貌正迅速焕发新生。村落四面环山，地处中心谷

地，地势起伏不甚平坦，核心居住区共分后寺、上庄和

下庄三部分，边缘邻近山体并围绕石砌梯田，以杂粮柿

子等为经济作物。周边山体植被覆盖率高，水土保持

良好。村庄东西各为出入口，一条水泥主道贯穿东西，

村中建筑由主路向南北沿地势走向分布，街巷纵横曲

折婉转。传统石砌建筑古朴典雅，部分间杂有石雕、木

雕等材质构件，匠心独具。最具特色的是“干砌石”技

艺石砌边界，或是半包或是全围，并不拘泥样式（见图

3），既体现环境特色，又突出乡野生活情趣。村中新旧

建筑，或为企业代为管理，或为自行改造新建，大都用

以开发农家院及民宿。同时留有传统手工艺展示空

间，及体验农耕文化的公共用地。民居院落中栽有银

杏、柿子、核桃等植物，随着季节变化可观叶，可赏花，

可食果。由于之前企业介入了村落的规划与营销等

方面，目前景观风貌现状整体保持良好，但尚存部分

问题。

（三）西井峪村景观设计存在的问题

近数十年来，西井峪村为了发展经济，推广乡村旅

游，吸引了不同人群和资本参与并介入该村景观设计

与改造中。随之而来的是景观风貌及肌理正遭受不同

程度破坏和影响，造成乡村风貌危机的景观设计问题

也正日益浮现。

第一，地域文化结合不足，这是首要问题。当前的

图2 西井峪村“石头森林”地域景观 图3 “干砌石”工艺垒砌的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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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片面重视结合建筑文化，而忽视了其他特色

地域文化 [8]。且对建筑文化元素的提取重构浮于表

面，对于细部关注较为匮乏。尤其室内设计部分，本应

体现乡村生活韵味，但实际调研发现，大部分民居更新

后的室内空间环境千篇一律，同质化严重且品质粗

劣。室内设计对于传统乡村生活的挖掘深度不足，表

现为模式化的室内空间环境，乡村生活体验性不强。

而在当地的特色地域文化中，虽有相对应的空间规划，

但演绎展示效果与互动体验欠佳。其余诸如饮食文

化、宗族文化等特色在景观设计方面有所弱化，不能得

到有效融合体现。村中市集摊位售卖的多为农副产

品，缺乏高文化附加值的文化衍生品。乡村要想讲好

故事，必须立足于地域文化根本，加强景观设计与之结

合，否则极易造成地域文化割裂乃至文化失语。

第二，建筑风格杂乱，视觉冲突明显。行政主管部

门虽有制定相应保护规划，明令禁止违规改造加盖，但

是由于缺乏监管，村民打破现有规划进行改建加盖的

行为屡见不鲜。由于审美差异，村民对居所改造与新

建具有自发性、随意性与无序性。前期已有企业先行

实践，承包村中部分建筑进行精品民宿改造示范，但由

于村落集体凝聚力不足，缺乏引领与规范监督，村民支

持力度薄弱且相关扶持资金匮乏等因素，导致建筑风

格现状仍凌乱混杂。民居开发利用两极分化严重，一

部分传统民居荒废无人打理，一部分新建房屋为追求

个性而与传统建筑格格不入，如何有效规范与合理保

护村落风貌成了痛难点。民居改造过程中建筑材料、

铺装以及构件上风格迥异、颜色杂糅，缺乏整体格局意

识。例如外墙装饰从传统砖石堆砌，到裸墙随意刷漆，

再到瓷砖贴面，罔顾地域特色与乡村肌理，重经济效益

而忽视地域文化。目前村子收入以旅游经济为主，周

边民宿与农家乐过于饱和，内部同质化竞争较为严重，

部分农户盲目照搬“网红”民宿风格，缺乏地域特色且

竞争优势微弱[9]（见图 4）。从村庄附近山上制高点俯

瞰，部分建筑屋顶颜色及形态破坏传统景观风貌，与村

落整体气氛相背离。

第三，景观细部处理不到位。道路绿化不足，村落

边界与周围梯田、山体衔接不够自然，造成景观脱节。

植栽搭配不恰当，重美观而忽视植物特性，例如有大量

民宿以竹子之类并不适宜当地气候土壤的植物作景观

配置，导致出现植物存活率低和适应性差的情况（见图

5）。植栽搭配缺乏特色，观赏效果不佳，未能有效利用

符合当地水土的植物季相来呈现不同时期的景观效

果，且景观植物物种选择较为单一。前期景观保护规

划实施落实差强人意，后期又疏于维护。景观节点不

突出，未能形成良好的景观轴线，且视觉引导标识不够

清晰明确，导致游览线路较为凌乱。道路硬化过度，水

泥地面与石砌地面视觉冲突较大，过渡过于生硬且未

能合理安排井盖管线位置，路面修补痕迹过于明显，与

周边环境衔接不够自然，影响村庄整体美感。村中由

于地势因素产生的陡坡缺乏防护措施，极易造成危

险。公共区域照明设计不合理，夜间气氛营造欠缺，部

分巷道灯具亮度不足，影响夜间出行。

第四，便民服务设施短缺。公共服务设施匮乏，且

与村民需求脱节较大。例如村中公厕较少，易达性

差。村内老年人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较高，存在人口流

失与老龄化严重的问题，但是现有的设施适老化改造

图4 村中新建民宿 图5 竹子用作景观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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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在设计上忽略了老年群体的使用需求。例如村

内存在大量没有安全防护措施的坡道，在照明不足的

情况下极易造成危险。村里规划有大型广场，一侧设

有石砌平台可供休憩，但夏不遮风避雨，冬不保暖挡

风，舒适度欠佳，人性化方面有待提升，见图 6。西井

峪村作为发展旅游经济的重点村落，规划与设计理应

面对包括无障碍人群在内的全体人群。但目前无障碍

设计相对滞后，缺乏安全扶手、无障碍坡道等设施，通

达性与便利性有所不足，给残障人士造成了影响。村

中导视系统功能性与辨识性较差，包括标识规范度不

高、可识别度不强。例如标识字体太小不易于辨识，颜

色不够突出，见图 7。由于现有设施对于该人群的关

注相对匮乏，不能很好地满足其使用需求，直接影响部

分游客的出行选择意愿。

三、结合地域文化的西井峪村景观更新策略

根据该村现状问题，结合其地域文化，制定相应景

观更新策略。

第一，提炼地域文化元素，讲好乡村故事。破解当

前乡村景观同质化发展困局，地域文化是个有效突破

口。针对当前村落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地域文化进行归

纳重组再设计，然后提取相关元素加以利用，形成相应

的文化衍生品。例如利用当地石头文化特色，挑选颜

色佳、造型美的石头，深度加工成便携精巧的石雕或者

摆件。根据游客的购买意愿与反馈进行改进创新，并

提供个性化定制或镌刻服务，让游客带走的不仅有石

头，还有“因石而游”的深刻记忆。至于其他特色地域

文化元素，在具体设计实践中应予以体现。例如非物

质文化的展示，不必把草编、皮影等拘泥于室内静态展

示，可以在展示方式上进行创新，例如用VR技术来模

拟“干砌石”工艺垒砌体验、村落历史漫游等，类似的游

戏互动体验有助于游客了解西井峪的历史及地域文

化。通过旅游形式创新，串联现有景观节点，增加不同

节点之间的衔接，形成一条或多条景观轴线。开发多

种游览形式，例如以登山、民俗和美食等为主题的特色

线路，丰富地域文化体验，也方便游客从不同视角品味

乡间韵味，发现乡村之美。

第二，设计结合居住模式，鼓励村民参与。居住模

式对乡村景观影响深远，是地域文化的重要体现，也是

村民生活的客观反映[10]。决策者、设计者和规划者等

受到各种客观因素制约，对该地域居住模式了解有所

欠缺，造成景观设计与村民实际生活脱节的情况。通

过调动村民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到实际环节中，让其

成为景观设计参与者而非旁观者。倾听民意了解实际

需求，利用企业经验结合民间智慧，共同推动乡村景观

合理有序地更新保护。景观设计与更新的意义是延续

乡村生活方式，通过设计共建“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文

化共识，把“单打独斗”的同质化无序竞争，变成差异化

品质提升的“报团取暖”。健全乡村景观保护监管机

制，探索设立景观更新评价标准，合力提升乡村整体景

观品质，同时盘活村内荒废场地，进行合理利用，形成

良性循环[11]。

第三，把控景观细部品质，讲究“粗粮细作”。“粗粮

细作”指的是以质朴的乡土材料构成的“粗”去提升景

观细部装饰的“细”。结合本土材料、植栽、手工艺等，

体现到具体的景观设计中。用贴近当地景观，廉价易

得、生态可持续的材料进行景观更新，将对现有风貌的

干预降到最低。对于景观整体风貌影响较大的农户，

制定“一户一改”差异化景观方案，加强村民参与，找准

景观发展定位，把控品质避免盲目照搬。例如更新改

造尽量以建筑外墙立面、房顶与屋檐等细部为主，利用

树木或爬藤植物遮蔽减弱部分新建房屋与周围景观的

图6 村里广场的石砌平台 图7 村里的引导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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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冲突。增加装饰结构构件，选用持久耐用、生态可

持续、便于维护的材料，降低村民改造负担。既聚焦景

观细部，又立足乡村整体，装饰与功能并行，小中见大，

有效把控景观品质，提升整体景观风貌。

第四，设计面向全体人群，改善服务设施。通过盘

活废弃用地，扩充公共服务设施。例如增加公厕数量，

适当增加公共休闲座椅等。对景观进行更新改造的过

程中体现人性化理念与通用原则，并且充分考虑服务

设施的覆盖距离，人群易达性。对现有景观进行更新

改造时同步推进适老化改造，在对环境破坏最轻的情

况下增添无障碍设施如无障碍坡道、轮椅停留空间等，

增强通用性。改进村内导视系统，营造无障碍标识环

境。例如改进引导标识字体、颜色，方便村民和游客识

别及快速寻找目的地。同时为了能更好服务包括老年

人在内的行动不便的人群，可以对外招募志愿者进行

志愿服务，提升对特殊人群的友善度及提高旅游品质。

四、结语

地域文化在乡村景观中不可或缺，但落实到具体

设计环节则问题尚存。基于这一视角，把握景观设计

细节，在立足乡村历史的同时也关注未来。中华文化

根在乡村，如何对待乡村就是如何对待传统地域文

化。西井峪村是传统乡村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典型缩

影，而景观设计的作用在于传承地域文化与延续生活

方式，这也是研究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景观设计的重要

意义。其目的是摆脱现有乡村景观的发展困境，走高

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也是乡村的文化凝聚。在

城镇化速度过快的背景下，设计者们在进行乡村景观

设计时更应理性思考乡村景观设计背后更深层次的文

化意涵。乡村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应只是片

面地对旧有形制照搬全收，或者简单地全盘否定推倒

重建。避免盲目拆改，应结合地域文化进行更新保护，

使其焕发生机，同时也迎合乡村振兴战略。让后代通过

地域化的乡村景观来记住乡愁，而不是看见乡就“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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