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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村民居更新的“内力”诱导理论探索

白　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５５）

摘　要：对于当前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形势，广大农村地区面对着一些村庄建设中的失衡问题。通过对于实

际村落的调研，要想解决原有的建筑风貌被改变、村落内部空间失序，地方文脉缺失等矛盾，需要和改善村民

的自主意识和村落发展的自调节性是当前的重点 之 一。单 一 通 过 规 划 手 段 所 形 成 的 现 代 村 落 更 多 的 是“外

力”式的干预，缺少村落自调节性的“内力”协 调，加 之 面 对 中 国 广 大 的 农 村 地 区，力 量 有 限。因 此，为 保 证 村

落内建筑的自然生长力，可试图将“内力”与“外力”结 合，从 建 筑 材 料、经 济 性 和 示 范 带 动 三 个 方 面 改 善 村 庄

的“内力”，同时结合实例对内力诱导理论进行论 证，从 而 在 多 个 方 面 打 破“千 村 一 面”的 不 良 现 象，还 原 村 庄

应有的地方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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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 放３０年 来，我 国 当 前 大 城 市 的 发 展

已初具规模，二 三 线 城 市 发 展 正 盛，乡 村 地 区 的

发展则正处于起步阶段，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正

在被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取代，这种变化是城

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本质保障。当然，快速

的发展给广大农村地区带来的不仅是机遇，也带

来了一 些 村 庄 建 设 中 的 失 衡———村 庄 原 有 的 建

筑风貌被改 变、村 落 内 部 空 间 失 序、地 方 文 脉 缺

失。村落形象 的 快 速“被 城 市 化”，混 凝 土、廉 价

瓷砖的无序使用破坏着村容乡貌，部分城市周边

的村落更是被城市吞没。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

在村庄 快 速 发 展 更 新 的 情 况 下，如 何 更 加 有 效

地、合理地推动乡村发展保持在良性轨道上有着

重要意义。

一、问题与矛盾

１．当前村民自建所面对的问题

由于国家“三农”政策的扶持与推广，农民收

入的普遍提 高，村 民 自 建 房 屋 质 量 大 幅 提 升，但

是多数的 建 筑 风 貌 却 凌 乱 失 序。为 了 更 好 地 探

究其内部原因，在几个随机村落中选取了鹞子村

进行实地调研（图１）。鹞子村是关中一个较为偏

僻的普通村 落，位 于 乾 县 关 头 乡，具 有 一 定 的 代

表意义，在随意抽取的几户人家中，１号院落大门

在２００８年时保留有传统的黄土坯与青砖构筑的

门房式 大 门，大 门 上 沿 屋 面 采 用 传 统 的 青 色 瓦

片，门板是 木 质 的 黑 色 双 开 门，镶 嵌 有 朱 红 色 门

钉，门沿有 鸟 兽 雕 刻；而 改 建 后 的 大 门 全 部 由 水

泥、粘土砖 砌 成，大 门 屋 顶 瓦 片 采 用 大 尺 寸 的 大

红色瓦片，大 门 门 板 材 质 变 成 了 红 色 铁 皮 门，且

大门尺度变大，没 有 细 部 处 理。２号 院 落 两 侧 厢

房仍然保留土坯砖砌筑建筑，局部构造节点采用

青砖砌筑，屋顶铺青瓦，散水台阶使用青砖侧砌，

是典型的关中民居风格。而中央正房经过改建，

由粘土 砖 与 混 凝 土 砌 筑，房 屋 正 立 面 贴 白 色 瓷

片，屋顶使 用 大 尺 寸 的 大 红 色 瓦 片，建 筑 地 面 使

用水泥抹面，屋 顶 墙 面 采 用 白 色 涂 料；整 个 建 筑

基本上被单一的白色与大红色所覆盖，这与关中

传统风格出入很大。

图１　关中地区村庄新建建筑与传统建筑对比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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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实例表明，关中地域民居和黄土高原的

地质特性与自然气候息息相关，建筑整体色调映

射着黄 土 的 本 色，建 筑 风 格 也 以 粗 狂 含 蓄 而 表

现。但是由 于 传 统 建 筑 材 料 的 落 后 以 及 没 有 相

适应其建 筑 风 格 的 新 型 材 料 以 替 代，廉 价 的“红

砖”与“白瓷片”这类建筑材料就大量地涌入农村

市场，主导了农民自建的建筑形式。虽然在自建

过程中村民试图用现有材料模仿传统建筑形式，

但是由于材料的巨大差异性，以及农民缺少建筑

学知识，每 一 代 的 建 筑 更 替 都 与 上 一 代 相 差 许

多。也就是说，在 未 来 几 代 人 的 更 替 以 后，本 地

传统建筑 文 化 将 面 临 缺 失 的 危 险。在 当 前 农 村

大发展 的 趋 势 下，乡 村 建 筑 文 脉 的 传 承 亟 待 改

善。

２．当前规划方法所面对的矛盾

规划所形 成 的 现 代 村 落 更 多 的 是“外 力”式

的干预，其中或多或少地缺少内部生活者的自我

感受，也就 是 自 然 力 的 体 验 与 意 识，这 导 致 许 多

村庄的规划都缺少了实用性，同时历史文脉的缺

失也不容忽视，村落内部的历史建筑都是经过了

一代代的传承与演化而形成的，这是一个“内力”

作用的 结 果，是 与 自 然 意 识 契 合 的 无 意 识 的 结

果。而今，现代的规划手段的介入可以看作是将

“内力”作用的结果与形式机械化的模仿，更有偏

离者则是 将 臆 想 的 文 化 揉 捏 进 一 个 看 似 繁 荣 的

村落躯壳之中。当然，也有许多新农村规划的优

秀案例，但 是，这 些 案 例 对 于 广 大 的 中 国 农 村 来

说多少有些捉襟见肘。

二、村落形态的发展演变规律

１．村落发展的无意识性

用简单的类型学原理，将村落的形态可以用

一种标准化的模式限定就是：民居院落集中分布

在类似于 村 落 广 场 或 者 村 委 会 这 样 的 核 心 空 间

周围，核心的道路两旁或多或少地分布着少许商

业。用符号化的 意 向 表 示 就 是（图２），但 是 大 部

分农村地 区 的 聚 落 形 态 以 及 建 筑 形 态 的 形 成 本

身就是无意 识 的，并 不 存 在 人 为 的 控 制，只 是 每

一户居民 都 在 寻 找 一 种 最 利 于 自 己 生 存 的 空 间

形态，于是许多无意识的集合形成了村落这一统

一体，这种 与 人 为 规 划 形 态 的 契 合，源 于 自 然 村

落的发展形式。

图２　聚落空间的符号化表达
　

２．村落空间模型

原始的土地以及周边的自然环境，通过类似

于类型学的方法，将村落的形态依照时间形态倒

推，可以得到最初的形态近似于一个房子与一条

河所形成的点 线 关 系（图３）。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图３　村庄聚落空间发展演化
　

原本单一的住户人丁繁衍，形成三两户以致十几

户的规模，这时，聚落内用地增加，建筑的集合与

周边自然环境的接触更加密切，每一户都开始面

对自己宅 基 地 周 边 环 境 的 影 响 而 开 始 形 成 不 同

的建筑形式，道路因目的地的复杂化和需求的增

多而形成 小 的 网 络，由 此 村 落 的 雏 形 基 本 形 成。

之后，周边 地 区 的 人 口 流 动，使 得 聚 落 外 围 迁 入

了更多的居民。聚落空间进一步扩大，由于陡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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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陵、河 流 等 外 因 以 及 居 住 者 好 恶 等 内 因 的 限

制，聚落内 部 建 筑 的 布 局 与 形 态 各 异，道 路 的 变

化也更是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人们为了更方便地

生活与居住，不自觉地在村落中适时调整建筑以

及聚落的形态，以满足当前气候、地理、以及生活

的多方面需求，整个村落的基本骨架在此也基本

确定。

３．村落的自调节性

可以看出，聚 落 本 身 在 发 展 中 具 有 调 节 性，

但是这一 调 节 性 对 于 环 境 的 变 化 与 社 会 的 发 展

快慢有一 定 的 限 制。当 环 境 的 变 化 与 社 会 的 发

展在一定的范围内，聚落自身的调节性可以削弱

或消除村落自身的不适应因素；当环境的变化与

社会的发展超出这一范围，聚落的调节性就无法

满足解决矛盾的需要，甚至其自身的调节能力也

会下降。这 就 是 当 前 农 村 建 筑 及 空 间 环 境 所 面

临的脏、乱、差、无序、失衡、文化缺失以及基础设

施落后等 问 题 的 根 源。这 不 仅 源 于 我 们 的 规 划

建设速度无法充分满足时代的要求，而且在于类

似于人为 外 力 的 规 划 干 预 无 法 与 无 意 识 的 村 落

发展的自然力相比拟。所以，如何调动和改善村

落发展的 自 然 力 是 解 决 当 前 农 村 发 展 的 重 点 之

一。

三、“内力”诱导方法的规划探索

为保证村落内建筑的自然生长力，可以试图

从“内力”与外力结合的方向改变，充分发挥村落

“内力”的巨大潜力，使更多的村庄在有限的人力

的情况下，自发地产生出维护村庄适宜性发展的

村落空间意象，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满足村民生活

需求，保护村庄地域性特征的作用。

１．“内力”诱导因素

通过总结与研究发现，调整“内力”的作用可

以尝试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①建筑材料。建筑

材料的限 制 可 以 说 对 于 村 落 建 筑 形 态 具 有 约 束

力。面对部 分 农 村 地 区 无 节 制 的 水 泥 滥 用 与 粘

土红砖的无序化建设，限定建筑材料可以统一村

落的建筑风格、颜色、格调，同时建筑的形式也因

为材料的 确 定 产 生 了 约 束。②经 济 性。大 多 数

村民在自 宅 建 设 过 程 中 经 济 性 仍 然 是 他 们 考 虑

的主要 因 素。也 正 是 因 为 经 济 的 制 约，与 粘 土

砖、白瓷片 等 廉 价 材 料 的 价 格 优 势，才 导 致 了 农

村风貌由青变红的这一独特现象。③示范作用。

在广大农村 中，建 筑 形 象 的 普 及 极 为 困 难，人 们

往往根据 亲 朋 友 邻 的 家 宅 形 象 相 互 借 鉴。一 家

住户因为盖起了红砖平顶小楼，另外的临近住户

再重建屋舍时自然也相随的盖起红砖平顶小楼，

由此形成连带效应，这也是部分农村建筑风貌杂

糅的一大 诱 因。相 反，为 了 扭 转 这 一 态 势，回 归

文脉传承有序的自然中去，这样的方法有其可行

之处，也可以达到一种建筑的推广作用。

２．实 例 论 证———映 秀 镇 二 台 山 安 居 房 规 划

和建筑设计（图４）

这个项目中，最突出的问题集中在如何反映

地域文化 这 一 敏 感 问 题 上。项 目 参 考 羌 族 风 貌

设计，而结构形式则采用砖混结构。建筑设计考

量传统的羌族建筑独特的建造工艺，试图摒弃简

单的一层贴皮的装饰模式。

在建筑 材 料 方 面。毛 石 砌 筑 的 挡 土 墙 与 首

层外墙使得 每 个 单 体 至 少１／２的 正 立 面 都 变 成

了实墙面。这 样 的 设 计 不 仅 符 合 羌 族 建 筑 与 自

然结合 的 传 统，更 营 造 出 了 一 种 自 然 的 雄 浑 之

气。

在建筑经济性方面，由于批量大规模的集中

建设，加上 国 家 对 于 震 后 地 区 的 政 策 铺 贴，农 民

在新居建设中没有太大的压力。

在示范性 方 面，由 于 设 计 者 将“碉 房”、“阪

屋”与“邛笼”三种羌族民居基本形式都包含到了

二台山设计的建筑形态中，创造了丰富自然的空

间效果。基 地 内 的 羌 式 建 筑 设 计 抽 取 出 最 具 羌

寨特色的元素，从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村落景观

意向。这样 一 个 具 有 典 型 示 范 意 义 的 新 型 村 落

模型，对于周边乡村建筑的更新有着巨大的指导

意义。

３．实施措施

可以说，规 划 是 一 个 宏 观 而 复 杂 的 平 衡 过

程，通过以上三因素的制约达到保护村庄地域性

完整，还需要具体的规划、政策和技术的扶持，才

能够有更高的可行性。在建筑材料限制方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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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方有 关 部 门 能 够 推 广 与 廉 价 的 粘 土 砖 等 材

料相抗衡的质优价廉环保美观的建筑材料；同时

在限制材 料 的 选 择 上，需 要 专 家 针 对 地 方 文 脉、

环境和 实 际 经 济 情 况 进 行 考 证；在 示 范 作 用 方

面，当地需要树立示范户，形成榜样带动，打开家

门让周边 的 父 老 看 到 切 实 的 实 惠。通 过 以 上 几

点激发村民自建中的无意识行为，无形地影响了

村民自建 过 程 中 的 建 筑 形 象 与 空 间 意 向。有 利

于打破“千村一面”的不良现象，还原村庄应有的

地方文脉。

图４　映秀镇二台山安居房建设实景照片
　

四、结　语

村庄的发展在几千年来从未停止，其中各地

都展现出了不同的村落形态与风貌，这都有其地

缘与人文 的 必 然 性。现 代 建 筑 材 料 大 发 展 对 于

乡村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村落形态

的失衡，其 根 源 是 多 方 面 的。解 决 这 一 问 题，不

仅仅是从规划方面就能实现的，还需要村民自发

的力量 与 规 划 相 契 合 才 能 实 现，对 于 无 意 识 的

“内力”进行引导，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存在着相当

大的潜力，其合理的开发对于中国广大农村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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