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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包含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出现了空前的繁

荣。业内传统的“观光旅游”模式已逐渐被“体验旅游”模式所取代。本文针对“体验旅游”模式的

特征,对乡村民宿设计策略进行了思考,简单分析当前乡村民宿设计现状与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三大设

计策略,旨在突出民宿设计的地域性特点,给游客以更完整的乡村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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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第三产业,

我国旅游业取得了持续蓬勃的长足发

展。国民的旅游经验日益丰富,人们的旅

游消费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在旅途中寻

根、考察、探奇、了解风土人情等深度

体验来实现高层次精神享受的愿望愈加

强烈,注重旅游者的体验效能的“体验旅

游”模式已逐渐被大家认可及推崇。 

国家提出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主张

扶持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

点的乡村体验性较强的旅游项目[1]。其

中,乡村民宿作为乡村体验旅游的重要

载体,较之于一般性的旅馆更多考虑的

是建筑的使用功能,民宿设计应力求充

分结合当地人文、历史、自然、生态等

资源,为旅客提供有别于以往的乡村生

活体验。 

我国这一领域起步较晚,缺乏相关

的理论及政策指导,加之经济利益的驱

使导致很多民宿并未根据当地的地域性

特色进行个性化体现,仅仅是利用了乡

村民宿的概念建设的满足使用功能的

“乡村旅馆”；有些民宿设计虽然利用了

当地的特色,但工艺相对粗糙、设计感较

弱,并不符合现代城市游客的需求。空享

“民宿”之名,背离“民宿”之实的“伪

民宿”,何谈为旅游者提供良好的“体验”

呢？[2]“设计”是民宿的重要组成,一幢

富有设计感的房子,可以在第一时间告

诉你,这是民宿,并不是“农家乐”,并不

是放诸四海皆可行的经济旅馆。成功的

民宿设计应当将体验旅游模式价值 大

化体现出来,注重突出乡村地域性的特

点,使游客能切身体会到当地的风土人

情,满足游客文化旅游、体验旅游的消费

需求。而民宿地域性表达的 佳途径是

充分挖掘地方自然环境与人文特质,使

民宿设计 大限度的体现乡村的地脉和

文脉,使游客获得 大的本土化信息。以

设计改变民宿,以民宿带动乡村,是我们

的美好愿景。 

1 基于环境特征的整体形态创

作策略 

自然环境是受人类影响 小且

稳定的乡村资源,各乡村建筑特色的形

成通常也是建立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之

上的。自然环境包含的因素有很多,例

如地区气候、地区地形地貌、地区建筑

材料等等。体验旅游背景下的乡村民宿

设计,更应注意保护乡村原有的自然环

境,使游客 大限度地体验乡村独特的

自然环境。 

1.1消解体量、消隐乡村 

多年来,受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交

通运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

乡村多以小体量民居建筑聚落构成。为

了不打破乡村村落原有肌理,提高民宿

建筑与乡村环境的融合度。设计师常常

将较大体量的乡村民宿建筑消解为多个

与民居体量类似的小体块构成的聚落形

式。例如,黄山齐云山树屋世界民宿设计

坚持采用若干分散小体量的单体建筑姿

态消隐于周围自然环境,真正让游客与

大自然发生关系,在穿越和探索由自然

材质和多重结构并重的空间中,真正体

验与城市不同的生活方式。 

1.2因地制宜、宛若天成 

我国地形地貌复杂,部分乡村位于

山地丘陵地区,在此类民宿设计时需要

多尊重地区原有地表肌理,因地制宜,采

用台地化建筑策略主动适应基地地势,

巧妙的将民宿与地形高差结合,减少对

自然景观的遮挡,同时能创造出多层次

的观景休憩平台,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交

往、休息、赏景的适宜空间。例如,黄山

德懋堂民宿区,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是

黄山市一处著名的民宿,周围水秀山灵,

白墙黛瓦,精美的民宿错落在湖畔的山

坡上,在 初的三处老宅的基础上,形成

了十八座隐于山水间的徽式民宿。 

1.3就地取材、回归本来 

受交通、经济的影响,我国乡村建筑

多就地取材,也因此形成了各地区不同

的本土建筑材料,地区建筑材料常常也

被设计师认为是“归属感”或“居住感”

的暗示。乡村民宿建筑同样应尽可能的

使用地区特有石材、木材等建筑材料,

提升场所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例如,同样

承担游客住宿功能的的青海玉树新寨嘉

那嘛呢到访中心的建筑材料就采用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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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特色石材(未刻字的嘛呢石原石),

嘛呢石是西藏藏传佛教地区刻有梵文六

子真言的石头。在藏传佛教文化中,镌刻

了藏传佛教六子真言的石头不能用于房

屋建造,未镌刻宗教文本的原料石则广

泛应用于藏传佛教地区的房屋建造。玉

树新寨嘉那嘛呢到访中心大面积的使用

了西藏青海地区建筑常用的建筑原料石,

使该建筑的地域特征表达直观明确。 

2 历史传统与人文内涵表达

策略 

我国是历史悠久,村庄历史文化可

为我们的设计提供了深厚的人文内涵。

人文传统包含很广,例如,乡村的历史、

习俗、宗教信仰、民族特性、社会组织

结构等等。充分挖掘并赋予乡村民宿鲜

明的地区人文内涵,满足旅游者体验乡

村文化的消费需求。 

2.1传统符号的引用 

我国 早的地域性创作就是从符号

的引用开始的。经过不断的深入研究,

建筑符号的引用也获得了较为深入的发

展。建筑师通常将提取来的地域性的符

号引用到具体的建筑设计中,试图表达

建筑的文化内涵。例如黄山德懋堂民宿

区,将本地区传统拴马桩引入到建筑入

口大厅,游客进入门厅即可体验到当地

的文化特色。 

2.2地方色彩的应用 

地方建筑色彩是指各乡村相对稳定

的建筑色彩偏好。由于各地区不同的历

史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传统等人文差

异,各地形成了独特的色彩偏好,进而直

接影响了地方建筑的色彩选择。例如,

徽派建筑的特征即白墙灰瓦,即白色和

灰色；藏式建筑的特征为以红、黄两色

为主的浓重建筑色彩。乡村民宿在表达

地域文化时,除了运用具有地域化特色

的建筑符号外,还可以从建筑色彩中得

到启发。例如,地处安徽黄山的檐艺术民

宿,其色彩选择多采用灰、白两色,与整

个徽派建筑相融合。旅游体验者透过设

计师刻意运用地方色彩的设计方式,不

仅直观的看到安徽地区的建筑文化,也

感受到地域性的民俗体验。 

3 建设方式多样化——旧民居

改造策略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

性和地域性。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对待传统建筑文

化,不但要重视静态的历史文物保护,而

且必须重视动态的传统文化更新与发展,

因此,应努力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

方式的结合点……把人类优秀的传统文

化融汇进现代建筑文化之中”[3]。如上

文所说,建筑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建

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具有时

空性和地域性,也可以说,建筑是地区历

史和地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近年来受经济、教育等因素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选择去城市务工生

活,造成了部分乡村民居闲置,这些经历

了一定岁月而存留下来的旧民居虽然变

得残破不堪但却并没有完全违背现在的

生活要求,相反它们的存在为所在地区

增添了无可替代的场所感及历史感。设

计师努力在新建民宿中表现乡村人文内

涵,若能利用这些闲置民居进行改造设

计,将会对民宿的人文内涵表达有很大

帮助。但我们同时应当注意,闲置的民居

除了需要修缮加固外,还不能完全满足

民宿的功能要求,将原有民居进行改造,

赋予其新的民宿建筑功能,完成历时性

与共时性的交汇。例如,安徽黄山山水

间·喜新恋旧精品民宿,采用了旧建筑

改造策略,民宿设计利用了原有闲置民

居,保留民居内部原有墙体与承重结构,

将原有民居的住宿空间部分改造为民宿

建筑的接待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加建了

新建筑空间,并为其增添新的住宿、餐饮

功能。 

4 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的几个民宿实例,具

体分析了当前民宿设计存在的优缺点,

总结出当前民宿在设计中如何 大限度

的体现出乡村的地脉和文脉,着力加强

乡村旅游产业中民俗民情资源的开发,

使游客获得 大的本土化信息。 终本

文凝练出在“体验旅游”背景下乡村民

宿设计的策略,希望能够在民宿设计中

起到剖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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