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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传统村落景观设计策略研究
——以熊村为例

□  赵美川 

[摘   要] 在立足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和桂林“旅游全域化”战略背景下，选取入选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
熊村为研究对象，从景观设计视角，对该村落景观保护与开发力度、艺术内涵感染力和旅游经济影响力弱等现状进行分析。借鉴我
国传统园林景观设计理论，提出熊村自然景观保护与开发的设计实施、乡土景观修旧如旧与巧而得体的设计再现、文化景观根植传
统与立足本土的设计应用的策略，从而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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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村落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

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价
值、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传统村落所蕴
涵的丰富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见证了中国农耕文明的
发展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宝贵的农耕文明遗产。
但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传统村落的数量在锐减。基于此，国家高度重视此
类问题，通过颁发相关政策，采取积极措施予以保护，
进而振兴传统村落。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
从2012年至2018年，分五批将共计6799个村落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中。2013年9月住房城乡建
设部印发了《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
行）》，各地传统村落通过深入调查、建立档案，从而
明确保护管理规定，提出具体保护措施。2018年9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年）》，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方面的振兴做了科学系统的
规划和指导。2020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就提出要“保护传
统村落和乡村风貌”，要“发展乡村旅游”。由于景观
设计手法是在保留村落整体风貌的基础上，对村落的面
貌、品质、意境进行整体提升的快速渠道之一，因此，

对于传统村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和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辖内多个传统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距
离桂林市区最近的灵川县大圩镇熊村就是其中之一。在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桂林“旅游全域化”战略的引
领下，熊村可以在保护的原则范围内，立足自身历史文
化资源，利用景观设计“微调”乡村面貌，以提升乡村
旅游品质，进而促进经济发展。

2  熊村历史概况及乡村景观现状分析
2.1  熊村历史概况
桂林市灵川县大圩镇熊村，距桂林市区约30km，

位于大圩镇以北8km，建于宋代，至今有一千多年历
史，保存完好。熊姓始祖于宋代从江西迁入，据《灵渠
文献粹编》记载：“自宋代以来，兴安灵渠商旅繁忙，
楚米之连舶而来者，止于全州，卒不能进。”[2]秦始皇
开凿灵渠后，中原文化南扩，从北往南的商品可经灵渠
水道货运，商贾往来频繁，船舶也因此繁多，但到全州
就不能再往南进了。因此，为分担水路货运压力，湘桂
古商道兴起，以前从湖南方向运来的货物，如经灵渠走
水路，要1个月，而通过马帮走全州至兴安、高尚、三
月岭、熊村、大圩的陆运商道，则只需3—6天，再从大
圩码头运往广东。因运输效率大大提高，湘桂古商道被
频繁使用了600多年，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徐霞客
游记》中曾记载其中作为古商道主要中转站的熊村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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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荣面貌：“圩上聚落甚盛，不持山谷所无，亦南中
所（少）见者……”[3]20世纪中叶，因湘桂铁路（湖南
衡阳至广西凭祥友谊关）、桂黄公路（桂林至全州黄沙
河）的通车，湘桂古商道荒废，熊村也日渐衰落。如今
熊村早已远离了往日的喧嚣与热闹，徒留下湖南会馆、
江西会馆、万寿宫、圩亭等古建筑，以及三街六巷古街
道，还有传统编织手工艺和鸡蛋面风味美食等宝贵历史
文化资源。

2.2  熊村景观现状分析
熊村在2012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村落名单，而后，当地政府对熊村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性
措施。对村内因年久失修，残破不堪的湖南会馆、江西
会馆和万寿宫进行了结构性的修复。同时，改善村内的
公共厕所环境卫生。但以“文旅”的实现为要求，熊村
的景观现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自然景观生态遭到破
坏。村落环境管理有待加强，闲置的空房村民已用于养
猪、牛等家畜，村内存在脏、乱、臭等环境卫生问题。
第二，乡土景观年久破损严重。村内石板路面坑洼不
平，水渠清洁不够、水质浑浊不清。第三，文化景观缺
乏。村内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熊村历史介绍、民风民俗的
景观、宣传栏、文化墙等，村落传统文化传承意识薄
弱，形式不够丰富。因此，熊村目前大部分村民已搬离
至水泥砖砌的新村，留守的仅是少数老人和孩童。也鲜
有驴友、摄影爱好者或绘画爱好者到村里拍照、写生，
熊村振兴之路任重而道远。

3  新时代熊村景观设计策略
在桂林“旅游全域化”战略目标指引下，熊村占

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凭借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可
建设成“文旅+”传统村落。面对熊村景观现状，可借
鉴我国传统文化所营造的“宜居宜游”古典园林景观设
计，以其丰富理论和艺术手法，介入并指导熊村的自然
景观、乡土景观和非物质景观的设计，是“有理可据、
有例可循”的。

3.1  “大力保护与适度开发”的设计实施营造自然
景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意境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
人合一”思想在园林建造艺术上的体现，其意为：景
色虽是人工刻意营造，但艺术效果却毫无人工之斧凿痕
迹，宛如大自然孕育出来的一样，与大自然和谐共生。
这一艺术效果的营造手法也被奉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的
最高标准。我国的传统村落就如同一座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是出自造园者的“匠心设计”，传统村落

是出自世代村民的“无为设计”，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妙
处在于都遵循自然规律与地域特点。

自然景观包括天然景观和受人为因素影响使自然景
观发生面貌变化后的人为景观，但其中的人为景观不含
社会、经济等方面特征。熊村选址建造在地势高低起伏
的山坡上，整体村落地势呈现中间高、南北两端低洼。
村落临发源于海洋山脉的漓江支流——马河，熊村筑坝
引水入村，自北向南蜿蜒绕熊村古街而过。引入的水作
为村民洗衣、洗菜等生活之用，同时也作为农田灌溉之
水。当下，村内多处木质民居坍塌没有整修，很多闲置
旧屋用于饲养家禽。村内可供游玩、观赏的自然景观寥
寥无几。因此，熊村要采取保护+开发的设计，在“遵
循自然”原则下进行大力保护，在“适可而止”尺度下
有序开发，以营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意境为设计
实施的标准。

3.1.1  自然环境的大力保护

自然环境是指“环绕人们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
总和，如大气、水、植物、动物、土壤、岩石矿物、太
阳辐射等”[4]。要做好熊村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就该
从“意识+行动”上入手。第一，发挥视觉艺术的育人
功能，以强化村民良好乡风意识。如通过设计、张贴熊
村文明公约和标语、口号、墙绘作品进行意识形态层面
的教育，灌输“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
进行“热爱家乡”情感的熏陶。第二，运用园林理水手
法改善村内水渠的水域质量，重赋其动态美和生气。第
三，运用环境设计手法协调人与自然的共处。通过设计
生活实用景观，缓解自然环境的现代生活功能压力，如
设计村口大树周围休闲凳、增设分类垃圾桶、清洁处理
村内倒塌民居，以及设计改造饲养家禽动物空间、合理
设计村内公共厕所室内空间等。

3.1.2  自然景观的合理适度开发

我国的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祥地，也是
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乡村的慢节奏、原生态、乡土味
成为涤荡城市人群心灵的净化器。我国传统园林设计理
论提出“开林酌因，取材有度”的原则。因此，作为服
务于桂林“旅游全域化”战略目标的熊村，自然旅游景
观在“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
下，进行适度、合理开发是可行的。第一，借鉴“大地
艺术”的手法，将熊村内的稻田设计为“可种植、可游
玩”的“艺术趣味”自然景观；第二，发挥“艺术体
验”功能，将果园、蔬菜园开发为“可培植、可采摘”
的“农家乐体验”自然景观；第三，运用“艺术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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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将农副产品设计并加工成造型独特的“可观赏、
可售卖”的绿色产品。

3.2  “修旧如旧与巧而得体”的设计再现凸显乡土
景观“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气质

明代造园艺术家计成所著的《园冶》一书中，提
出中国传统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理论。这一
理论后来成为中国传统园林设计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
传统园林建造技巧和方法的中心指导思想。“因”有凭
借、依靠、根据之意，即是说要根据人、凭借地、依靠
条件来造园。“借”即他人之物为我所用，在园林建造
上的借景，就是借“别处”景色营造出“我处”景色。
中国传统园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因”与“借”，既
“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又“利用”自
然，创造性地利用自然的客观条件，采取“顺物之性”
原则，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改造环境，营造出“宛自天
开”的宜居园林。因此，中国的传统园林无处不透露出
形体适度、大小得宜的“体宜”感。

乡土景观是指反映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带有乡土
气息的景观。熊村内的会馆曾为川流不息的客商们相聚
谈笑、议事暂住、贸易交易等活动提供场所，圩亭也曾
为往来的官差、行人提供休息与纳凉避雨落脚地，临街
设铺的街屋和小桥流水的民居为世代乡民营造着商居型
生活方式……这些见证熊村兴衰的“旧”建筑、“碎”
石板、“破”街铺，呈现出熊村特有的气息，都是其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将历史遗留下的“旧”面
貌与曾因生计方式营建的商居住宅的“巧”形制等进
行设计再现，是熊村“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气质的
凸显。

3.2.1  历史文化景观“修旧如旧”的修复再现

熊村现存三座基本形制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湖
南会馆、江西会馆和万寿宫，曾是湘桂古商道上南来北
往、商贾云集休憩的客栈。因缺乏确切文献记录，只能
根据村民的口述，推断它们为明清时期所建。

330m2的湖南会馆为一“进”式中轴非对称窄天井
式布局，抬梁式结合穿斗式；315m2的江西会馆与湖南
会馆相似，主楼清晰可见原木结构布局，保存较为完
好；85m2的万寿宫，为一单廊加一正殿用房，中轴对
称，原作祭拜所用，然其后祭拜的神像、正殿用房的门
窗、屋架上的雀替、托梁构建均不存在。这三座建筑在
桂林市政府对传统村落的大力保护下，在原结构、原材
料、原风貌得到了“修旧如旧”的修复，因此也基本保
存了熊村“白墙灰瓦”明清时期的风貌。

3.2.2  田园景观“巧而得体”的设计再现

熊村是街村合一的典型，主街商铺为主，即前商后
寝，次街则为商居。建筑风格以明清时期为主，以叠梁
式木质结构为多，古朴典雅。街屋的第一层设有铺面，
靠门口一侧是铺台，二楼可住人。为便于经商，临街铺
面均安装木排门，为便于采光，木排门上部设计为格扇
窗，既方便装卸又富有美感。名为“老龙船”的商居巷
子极具特色，一条小溪依偎穿流过每家每户门前，且门
前溪水之上都搭了块青石板，像座小桥，宛若江南水乡
的巷弄，十分惬意。村民就在自家门前洗菜洗衣，石板
上的一道道纹路，是妇女们的天然搓衣板。现因民居都
是木质结构，年久失修，门前“商铺”和“石板”都已
废旧损坏。因此，设计再现熊村特有乡土景观的街铺和
门前石板、小桥，是熊村“巧”于生活的体现，也成为
熊村“得体”的田园旅游景观。

3.3  “根植传统与立足本土”的设计应用彰显文化
景观“无格”品质

“格”有法式、标准之意；“无格”是指没有固定
的格式和标准。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就有“构园无格”之
说，意思是不同的造景环境都有自己特有的自然属性、
地域属性，各种条件、影响因素也是千差万别。“顺应
时宜”，才能营造出各具特色的园林，避免千园一景。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风
采的文明。因此，立足地域特色，采取适应之法，才能
发挥出本土景观特有的特色、亮点。

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的成果，是人与自然相互作
用的地表痕迹，是文化赋予一个地区的特性，它能直观
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文化特性”[5]。熊村因湘桂古商道的
繁荣，促使中原商贾频繁短暂聚居于此，不同地域背景的
商人带来了不同的工艺，如湖南、江西商人带来了他们传
统的手工编织技术。同时，联通的地域，商贾的频繁来
往，也刺激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如为满
足众口，饮食风味水平在竞争中也得到提升等。这些都
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地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因此，根植中华传统文化与立足本土特色，将非物质文
化景观进行设计应用，将彰显熊村“无格”的品质。

3.3.1  传统手工技艺（草编）对乡村视觉形象

品牌树立的助力

据《灵川县志》记载，“灵川县境棕、麻、草编
织多系明清从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传入”[6]，因大
圩镇历来盛产小麦，其麦秸为草帽生产的主要原料，因
此编织品主要在“大圩、谭下等圩镇，产品有棕衣、棕

绳、棕垫、麻绳、草席、草帽、草袋等”[6]。在20世纪50
年代，大圩镇内还开办了大圩草帽厂，而“大圩草帽”
多产于熊村，产品久销不衰，成为灵川传统产品之一。
因此，具有历史渊源的草编手工艺产品纹样造型，可作
为修复熊村明清民居建筑部件纹样创新设计的参考，如
建筑景窗纹样的造型。也可作为熊村视觉标识系统的平
面设计借鉴，如村落村标设计元素、村落指示系统标识
牌、村落文创旅游产品的设计等。在根植于传统文化基
础上，将熊村传统手工艺特色资源经过艺术创意的提炼
与设计应用，既助力了熊村视觉形象品牌系统的树立，
也传播了当地的传统文化，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

3.3.2  乡土文化（鸡蛋面饮食）对乡村产业融

合发展的助推

大圩镇的传统产品——鸡蛋面，与桂林米粉齐名。
《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三》曾记载，明崇祯十年
（1637年）闰四月二十八日，徐霞客南游路经熊村圩，
记其“市多鬻yù卖面、打胡麻为油者，因市面为餐，以
代午饭焉”[3]。游记中，徐霞客不仅总结了熊村繁荣的
圩市，也对当地面食赞誉有加。由此，熊村内可塑造明
代时期鸡蛋面售卖主题或徐霞客赞誉鸡蛋面为内容的雕
塑，将历史文字记载转化成艺术作品呈现，以此唤醒人
们的历史记忆，宣传与传播本土优秀饮食文化。同时，
运用艺术创意思路、艺术创新手法，介入熊村鸡蛋面

制作的旅游体验和产品售卖的产业发展中，以实现乡土
传统文化与当代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熊村的产业     
振兴。

4  结语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即有着古老历史文化的

村落，其生命也在不断更新发展。传统村落肩负“古村
新命”的使命，因此，在新时代下，传统村落的转型发
展模式，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
不断增强村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从而实
现传统村落的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传统村

落实保护纪实[M].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57.

[2]郑斌,黄月波,文烨,等.漓江·2007[M].桂林:漓江出版

社,2008:237.

[3]刘裕卿.徐霞客三过大圩留踪迹[N].桂林晚报,2018-5-

21(22).

[4]贺寄三,贺香,周青山.自然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浅

析——以宁乡县为例[J].技术与市场,2010,17,(12):64-65+67.

[5]周尚意,孔翔,朱竑.文化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4:301.

[6]灵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灵川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

社,1997: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