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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乡村传统建筑如同嫁接在乡村大地上的文化

瑰宝，将传统美学与现代舒适完美地结合，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撑，其润物细无声地对乡村的社会

结构、文化面貌、生态环境乃至经济布局带来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柱。乡村传统

建筑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就像耕耘与收获的关系一样密

不可分，相辅相成。因此必须积极开展乡村振兴背景下

乡村传统建筑的科学设计，并充分意识到其重要价值，

才可保障设计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1 乡村振兴与乡村传统建筑之间的关系

乡村传统建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砖一瓦都凝

结着一方水土养育出的传统智慧与历史记忆。这些建筑

讲述着传统的故事，保留着过去的印记，是乡村文化身

份与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当这些建筑得以保护和合理利

用，不仅能够保持乡村的历史连续性，还能够引领现代

人重新发现并珍视本传统的文化遗产，激发人们对乡村

振兴战略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同时，乡村传统建筑与生

态环境的和谐共生，是实现乡村振兴中环境美化和生态

保护的关键。传统的传统建筑往往采用天然材料，融于

自然之中，展示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现代建筑设

计在借鉴这一传统的同时，应更进一步，采用绿色建筑

材料，推动节能减排技术，不仅有助于改善乡村环境品

质，更促进了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除此之外，乡村传

统建筑在提升乡民生活质量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建筑不

仅仅是遮风挡雨的场所空间，还应当为居民提供舒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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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生活环境。具有传统特色的建筑，经过适当的现

代化改造，可以更好地满足现代人的居住需求，提高居

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这对于留住乡村人才，避免人口

大量外流，振兴乡村尤为重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乡村

传统建筑也具有非凡的促进作用。精心设计与恰当推广

的传统建筑，成为促进旅游业、手工艺品等产业发展的

重要推手。当建筑本身成为吸引游客的景点，它带动的

不仅是观光旅游经济 [1]，更是乡村文化和商业活动的复

兴。通过这样的互动，乡村传统建筑成为连接传统文化

与市场经济的桥梁，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

2 乡村传统建筑设计现状与存在问题

2.1  缺乏科学性与设计新意
部分乡村传统建筑的设计往往未能合理运用现代科

学技术与设计理念，在某些地区，由于受到传统习俗与

文化的限制，不少建筑仍停留在模仿和复制的阶段，缺

乏创新精神和现代元素的融合。这些建筑在结构上完全

复制传统样式，未考虑到实际使用者的需求变化以及现

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导致功能性不足。同时，由于设计

过程中忽视了科学性原则，一些建筑在耐久性、安全性

方面存在隐患，无法满足现代居住标准。对此，需要设

计师深入理解和掌握现代建筑设计的科学原则，同时尊

重并融合当地传统文化，以创造既具传统韵味又能满足

现代居住需求的建筑。深入观察与研究会发现，当代的

乡村建筑设计中，对这些宝贵历史见证的保护工作却常

常被忽视。许多古建筑正默默地承受着岁月的风雨，却

等待不到修缮与保养的关注。然而，深入观察与研究我

们便会发现，当代的乡村建筑设计中，对这些宝贵历史

见证的保护工作却常常被忽视。许多古建筑正默默地承

受着岁月的风雨，却等待不到修缮与保养的关注。不少

项目在建设中却采用了与当地风土人情格格不入的现代

材料，导致了乡村景观的同质化，使得独具特色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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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渐行渐远。而对于乡土材料的创新运用，更多的是

停留在纸面上，鲜有实践的案例。一些富有潜力的本土材

料，如土、石、竹、木等，本可以在现代建筑师的巧思下

焕发新的生命力，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它们可以是

建筑外观的点睛之笔，也可以是构成空间氛围的基调元

素，但这些潜在的价值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开发。

2.2  缺乏完善基础设施
乡村传统建筑所在的环境普遍缺乏完善的基础设

施，特别是水、电、气等生活设施的配备通常不够完

善。这些基础设施是现代居住环境的必要条件，缺少了

它们就很难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质量和便利。对水电方

面的供应不足，使得居民在用水、用电等方面遭受不

便，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农业生产。此外，由于基础设施

的欠缺或落后，也限制了现代科技在乡村建设中的应

用，如智能化设施、绿色节能设备等难以普及，这对农

村的可持续发展构成阻碍。

2.3  农村交通设施不成熟
农村的交通设施相对城市而言较为落后，这在很大

程度上制约农村发展和农产品的冷链流通。乡镇农村道

路狭窄且维护不善，严重影响了乡村正常的生活供给和

紧急事务的处理[2]。因交通不便，设计和材料供应在实践

中会遭遇诸多硬性限制。建筑材料的运输成本高，影响

建材选择的多样性和经济性。交通不便还会导致设计师

与施工团队难以到达现场，无法实时解决施工过程中的

问题，不利于工程质量的提高。

3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传统建筑的设计要点

3.1  充分尊重当地农民意愿
在设计时，首先应深刻理解乡村居民的根本需求和

内心渴求，他们的想法和期盼是设计的灵魂所在。在此

基础上，建筑要点的把握则成为实现其愿景的重要手

段，这包括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

释，以及营造健康、舒适、高效的生活空间。建筑不仅

是乡村天地间的物质体现，更是居民情感寄托和文化认

同的载体。因此，设计师在着手每一个项目之前，都必

须深入村落，耐心倾听土地上居民的声音[3]。无论是对于

室内的简洁实用，还是对于外观的美观传统，居民的意愿

都应作为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既是对居民尊重的体

现，也是实现设计与居民完美匹配的关键。在乡村居民的

参与上，一个良好的设计方案能够充分激发居民的热情与

参与感。设计过程中，不仅要听取居民的意见，还要引导

他们加入到设计的实践中来，这样的互动能够使得设计方

案更加接地气，更好地遵循居民的实际需要。

3.2  抓准乡村建筑设计要点

为精准掌握设计要点时，设计师需要处理好传统与

现代、传统特色与通用实用的关系。设计中要巧妙地注

入当地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图腾、色彩、材料等元素，

它们是乡村记忆的继承和文化认同的标识。同时，考虑

到实际的居住需求和功能使用，传统建筑设计应当运用

现代科技和材料，以便提供更舒适的居住体验和便利的

日常功能。设计的精粹还在于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利

用。每一片土地都有其独特的风貌，好的设计将最大程

度地减少对原有环境的破坏，并与周边的自然景观交织

为一。设计时可考虑地形地貌，合理布局建筑的位置和

方向，以实现良好的采光和通风，同时利用土地的天然

赋予，减少能源消耗，创造节能环保的居住氛围。

3.3  创新建筑类型与住宅布局
新型建筑形式的探索旨在打破传统民居单一的局

面，引入多元化的设计理念。比如，集合住宅的引入可

以解决地域空间有限的问题，通过垂直向上的空间利

用，实现对土地资源的节约。同时，这样的居住类型在

增加居民间互动和减少建筑对环境影响方面[4]，也具有显

著优势。乡村传统建筑的翻新涉及到居民的生活方式与

环境共存的问题，因此，设计师需在设计初期就融入生

态环保的理念，如使用降低能耗的材料与建筑方法，合

理规划绿化与水系，以及使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

源技术，从而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并提升建筑的整体

可持续性。追求环保与节能的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对

当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在新建筑类型的设计过程中，

不仅要吸纳现代元素，也要精心挑选并利用能体现传统

风貌的建筑材料与装饰，让新建筑充分反映出所在地的

文化特色与精神面貌。如此，建筑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文

化符号，既展现了传统特色，又注入了现代设计语言。

建筑的局部设计，如门窗的样式、屋顶的造型、墙面的

纹饰等，都是表达传统文化和工艺水准的细节。设计师

需在维护建筑传统特征的同时，引入新材料与新工艺，

不断提升建筑的性能与审美价值。这种对传统与现代的

结合，不仅为乡村的建筑语言增添了新的篇章，也使得

建筑自身成为一种传承与发展并存的文化体验空间。另

一个重要的设计要点是对建筑效能的优化。随着科技的

发展，智慧家居系统的集成不仅提升了建筑的智能水

平，还改善了居民的生活体验。

3.4  遵循方便生产和生活设计原则
建筑设计必须紧密围绕乡村生产生活的方便性，这

要求设计师深刻理解乡村居民的生活习惯[5]，以及生产

方式的特点。建筑布局应优化户型结构，创造出既符合

农业生产习惯又便于日常生活的空间。例如，考虑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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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群普遍需要储藏大量农作物和工具的特殊需求，设

计时应预留足够的存储空间。同时，便于清洁和维护的

设计可大大降低农民的生活负担，比如易于清洗的地面

材质选择，耐用且简单的室内装饰。在建筑内部布局方

面，应合理区分公共活动区域与私人空间，以满足家庭

成员的互动与隐私需求，同时注重室内外空间的流动性

设计，让家庭成员能够自在地享受乡村自然环境，增强

生活的舒适度。除优化设计以适应生产生活，现代化的

设施配备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设施不仅要实用，更要

考虑到能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比如灌

溉、太阳能热水器、低能耗的照明设备，这些不仅能够

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还能减少能源消耗，符合绿色生

态的设计理念。

3.5  弘扬优秀传统传统文化
每一种传统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这些文化

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体现，不仅是文化自信的体现，更

是文化传承的桥梁。设计师应充分挖掘当地的历史文

脉、传统风情和工艺技术，在设计中巧妙地将这些元素

融入其中，如采用传统图腾、色彩和材料，在建筑中反

映出当地的人文特色。同时，设计还应注重传统建筑工

艺的传承，如传统木工、砖瓦工艺，通过现代科技对这

些工艺进行提升和创新，使得建筑既有历史的厚重感，

又不失现代的实用性。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设计师

也应谨慎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建筑理念的融合问题。传统

民居的布局、空间序列、装饰风格等都是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但在现代生活中可能需要进行适度的改造与优

化，以适应新的生活需求。设计不应机械地复制传统元

素，而是应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设计，

让建筑既能反映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能满足现代生活的

舒适与便捷。实现传统建筑文化传承的同时，还需关注

当代科技的利用。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传统建筑材料

和工艺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促使建筑结构更为坚固、

使用寿命更长久、维护更为便捷。通过现代科技提高建筑

性能的同时，也能够在设计中融入更多便于居民生活的智

能元素，如智能家居系统，让乡村居民享受到科技带来的

便利。针对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传统建筑的设计同时应

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社会在不断发展，传统文化

亦在不断演变，建筑应当能够顺应时代的变迁，在未来的

岁月里灵活调整，适应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设计师具备

前瞻性的设计思考，能够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基础上，预留

出适应未来发展和技术更新的空间。

结语

乡村振兴不仅要提升乡村的物质文明水平，还要促

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乡村传统建筑的设计正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乡村振兴背景

下乡村传统建筑的设计不仅需要创新和想象，更需兼顾

保守与发展，将传统文化的精粹传承下去，同时也要使

之充满生命力，融入现代社会的大流，形成具有鲜活乡

土气息的人居新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设计师的担当和

创造力至关重要，他们的智慧和努力将直接影响乡村振

兴的成效与走向。未来的乡村，将不再是落后和粗糙的

代名词，而将成为文化、生态、生活在和谐共生中繁荣

发展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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