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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关于废弃传统村落景观再生设计

杨铭佩

北京北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100027

摘 要：海南岛自古以来偏居一方，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针对海南传统民居和村落的研究较少。随着海南地区

对生态人文旅游的重视，旅游业和城市建设迅速发展的同时，针对海南岛上怀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传统聚落空间保护成

为建设发展中值得关注的议题。

海南省博鳌镇因亚洲博鳌论坛的开展备受世界瞩目，在致力于打造大国经济平台同时，更不能忽视这里曾淳朴灿

烂的边塞文明。在恢复传统村落文化脉络与风光景致的同时，希望未来每年的论坛年会以及其他的国内国际政经交往

活动，能使参与者走出传统的大会议室，来到这个小小的村落里，一起讨论世界、讨论未来、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在这个优美宁静的小渔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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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传统村落概况：我国曾长期处于浓厚而悠

久的农耕文明之中，而传统村落便是其承载着社会思

想，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丰富文化内涵的

载体，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活化石”。由于海南地处偏

远、交通闭塞，文化和经济发展都较为缓慢，其传统聚

落的物质和非物质形体文化遗产传承，更易保持自身缓

慢延续的发展历程。海南岛受闽粤地区文化与移民文化

影响深远，大大小小的村落承载着诸多民族的璀璨文

明，虽由于种种原因级别达不到申报国家级别保护村落

的标准，亦是我国沿海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值得

建筑、文化等行业人员的珍视、研究与保护。

海南自然环境影响因素：海南岛北部地处边缘热

带，是同纬度世界上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水汽来源

充足，降水总量多。全岛多年降雨量在 以上。

各地降水季节分配不均匀有明显的多雨季和少雨季，少

雨季经常发生干旱，多雨季降水集中、强度大，暴雨较

多。海南是一个多台风的地区，每年一般为 到 次，多

达 次。通常 月为热带风暴、台风季节，其中

月为最盛期，风害以海南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较重。其

中以东部沿海地区首当其冲，很多传统村落与民居在台

风中遭受不同程度的侵害。

海南传统村落空间特征：

（1）村落边界：历史少数移民文化与地理条件塑造

了独树一帜的海南地域村落景观风貌。湿润多雨的热带

环境为这里提供丰沛的水资源，传统村落依水而建，水

塘与自然水系的环绕，在农业灌溉、生活、消防及排水

等村落理水措施中尤为重要。海南村落给人最直观的感

受就是人居环境中植物的繁盛。被密闭槟榔、椰子树组

成的防护林环抱的村落，满足了围合空间带来的安全

感，又可防风固土阻碍台风的侵袭。

（2）村落核心：在村落内部，以水井、水塘、祠堂

组成的集散空间，古树枝叶繁茂、果实丰满，是村中象

征子孙兴旺，富贵绵长的风水要地。也是村民集众议

事、谈论古今的“多功能大厅”

（3）村落肌理：村中街巷空间是村落传统形体的骨

架，也是联系和交流各类行为场所的重要纽带。传统街

巷空间形体尺度的构成方式是基于村民日常活动以及相

关服务形成的，而街巷丰富随机的变化，使得传统村落

景观空间结构变化多样，富有趣味。

废弃传统村落景观再生的意义：海南传统村落

以清朝之前修建居多，村落建筑多为石木结构与土木结

构，由于收到风雨侵蚀和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威

胁，许多村民不愿或没有财力修缮和维持建筑的历史风

貌。随着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使用人群的剧大转

变，大量的传统村落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悄无声息

的沦为没有人废弃村落。

快速城市化和社会发展下，废弃村落作为具有特定

时代与聚落文化的载体成为深海遗珠，但它所承载着特

定人群的乡村记忆与历史文化价值不可忽视。废弃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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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景观是场地文脉和记忆的有力表达，是传统文化置

于场地之上的一种自我展现。本课题研究目标在于就废

弃村落景观再生设计角度出发，试图在保留传统村落文

化记忆的同时，通过功能置换为原本被遗弃的失落空间

注入新的活力。

前期分析:海南岛由于历史地理的特殊性，社会经

济、文化发展程度始终滞后于祖国大陆。1992年的博鳌，

只有1万多人口、在中国版图上鲜为人知的滨海小镇。日

本晓奥公司创建人蒋晓松被这片淳朴自然、风景宜人的滨

海小镇折服，在此开创性的圈地1396亩地组建博鳌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并在后续建成了第一个全岛型林克式高尔夫

球场，这以举措成为了博鳌身份转变的开端。1997年亚洲

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各国普遍认为，相较于欧盟和北

美的一体化进展，亚洲地区整体上缺乏组织性，“亚洲论

坛”的概念得到了相关各国的高度认同的同时，也把目光

聚焦在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博鳌。至此以后，作为深化中

国与国际社会联系的实践区域，海南博鳌成为了一个专门

为“亚洲论坛”设计的集生态、休闲、旅游、智能和会展

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区，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和

谐共生的世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项目概况: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项目位于海南

省琼海市博鳌镇东屿岛，为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所在

地。目前岛上有博鳌论坛大酒店、东屿岛酒店等大型建

筑。项目原址则为一座废弃的小渔村，在东屿岛建设过

程中被遗留下来，渔村原有建筑都已成为危房，因此设

计团队只能通过项目设计初期的现场踏勘与留存图片资

料将村落的记忆尽量还原，并在设计过程中转译成场所

语言，设计过程成为连接新与旧的唯一桥梁。景观设计

面积约为21000㎡。

场地分析：场地外环境为大片高尔夫球场，村落

周边被椰树和槟榔密林包裹，自然水系环绕其四周，村

子的主要入口由石桥连接进入场地，使村落形成“岛中

岛”的独特景观。位于村落核心区域由横屋围合呈现的

三角形院落空间，保留有若干古树与一口古井。村中围

合形院落主要为海南当地常见的青砖材质，院墙影壁错

落有致，巷道狭长，植被茂盛。

功能定位：项目紧邻的博鳌亚洲论坛一、二期

永久会址，是中国主场外交大舞台的重要角色；一望无

垠、烟波浩渺的风景胜地玉带滩，是曾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誉为世界河流入海口自然景观保存最完美的地方之

一；岛上的地势起伏、绿意盎然的高尔夫球场，是亚太

地区独一无二的全岛形林克斯风格高尔夫俱乐部。

这备受国际瞩目的小岛上，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

的出现，结合“博鳌作为政商对话平台功能定位，营造

非正式、舒适、和谐的会议氛围”理念和要求，与自

然生态、本土文化、文创产业相结合，在展望未来的同

时，重新梳理在地废弃村落景观的街巷、院落体系，将

传统的公共议事空间和现代的政商对话洽谈需求相结

合。赋予村落新的风貌的同时，使东屿岛成为中国面向

世界更为亲切的交流窗口。

本文针对以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为题目提出三个

关于废弃村落景观再生的的设计原则分别是：1.保留原有

村落肌理、2.功能空间置换原则、3.因地制宜原则。村落

改造设计原则来自于小渔村的原有肌理。经现场踏勘，

设计采取保留村落肌理的概念，重新组合院落，同时保

留局部元素及符号的方式，以适应博鳌亚洲论坛20周年

纪念活动的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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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以村落保留肌理与设计需求将空间划分为四部

分：（1）公共区域、（2）VIP庭院区域、（3）村落区

域、（4）滨水名人林预留地。

（1）公共区域：设计以原村落东侧边缘游客中心及

长廊为界限，以围合保留古树及古井为庭院中心，引导

游人在具有仪式感的乡村会客厅进入与停留。

（2）VIP庭院区域：将东侧现状横屋改造为VIP乡村

会客厅，以火山岩矮墙与竹林、芭蕉等当地特色植物作

为边界区隔，用专属道路引导与游客通道分离，在会时

供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休闲会晤用。

（3）村落区域：原村落以5.6mx10m原住民居住单元

为基本元素，围合为9个可分可合的院落，形成不同的乡

村院落空间。会时作为展室，为博鳌亚洲论坛提供20周

年回顾展览，并可根据市场需求，提供公共活动空间。

（4）滨水名人林区域：靠近北侧滨水的区域及林地

空间以环形园林步道为边界，场地内预留植树区域，场

地保留西北侧沿湖现状屏障林，使论坛公园视野处于景

致包围之中，既是原岛上两个酒店的功能补充，也可向

公众还原海南村落文化。

景观设计实践

海南传统村落因所处生态、文化、生产与生活交流

多重影响下，村落产生了特有的内部空间结构特征，本

文试图通过总结与归纳海南传统村落的空间结构特有的

空间结构特征，使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景观再生设计

有据可依

边界：

① 村落边界：海南传统村落的边界多有山地、水

塘、密林围合，既是风水信仰观念的体现，也是对村落

空间安全防御的一种手段。设计利用现有围合村落的风

水林与水系原有自然形态，以丰富多样的植物构成村落

的绿色基底，同时将人的活动向自然环境中疏散，以

“面水、隐林、引景、围园”的原则将村落功能空间与

自然环境更好融合。

② 核心区边界：新建游客中心及长廊是乡村文化和

现代建筑理念的融合和重建，作为公园中功能作用最为

公共的核心院落空间，它的作用更趋向于地域文化性的

记忆场所，将游客从村落入口邀请引入核心区域，形成

有仪式感的乡村会客厅空间。

③ 院落边界：院落是居住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过渡空

间，居民许多室外活动都在院落中进行。设计保留原有

村落的院落形式的同时，院落外留下景观交往场所，多

种空间层次的产生使村落获得更加丰富的场所体验，也

为主题公园未来商业运营带来更多可能性。

路径：

① 街巷：道路是乡村的脉络，其功能主要是串联空

间要素，使其成为联系紧密的体系。除了交通功能，村

落中的道路往往还是重要的人际交往空间和日常生活空

间，道路转折处、交汇处或局部膨大的区域容易形成充

满活力的公共活动场地。以巷道空间作为继承村落景观

的基本脉络，激活古村活力。

② 排水沟：由于海南地区强降雨气候区域，加之传

统村落不易过度地下开挖，场地的排水问题结合设计与

功能的转变成为本次项目的设计难点。排水系统设计，

雨水由庭院与街道汇入相应的排水沟网络中，成为村落

总平面与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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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另一种形式串联各个节点的“路径”。沿巷道为脉络

在短时间内汇入生态排水沟进行储存下渗，当水位过

高时通过收水口进入雨水管道排出场地。以“滞、渗、

蓄、净、排”多种方式相结合对雨水进行资源化利用。

使景观效果与功能更好的结合。

结语

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改造项目前期经历了多次踏

勘调研，作为一个非典型的、面积较小、完全破败无人

居住的村落，我们在已经完全废弃的村落空间中能感受

它昔日繁荣的生活景象，同时感到它在毗邻大尺度的博

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和宽阔平坦的高尔夫球场相处之中

的格格不入。在施工过程中，因构筑物损毁严重，很多

基于原址保留与再设计的工作没能完全实现，为这个小

村落的设计留下了些许遗憾。除了针对废弃传统村落再

生与改造的经验总结与归纳，希望通过这次设计能让大

家更多的重视承载着传统文化与过往生活的村落空间，

让它们在破败之前及时得到重视、保护与研究，也能让

更多的人有机会共同参与和体会这段璀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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