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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以广东省为例，在19个国民经济
行业范畴内，广东省信息传输及软件开发、信息技术等
行业平均工资最高，而农林牧渔等行业平均工资最低。
立足三大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进行分析，第二、第
三产业的收入较高；而从不同阶层方面进行分析，常住
居民收入较高，加速社会财富增长步伐的同时，财务倾
斜到少数人的现象也逐渐产生。

2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经济均衡发展的建议
2.1  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促进城乡融合
一是改善县、乡、镇中小学与医院硬件条件，努力

扩充乡镇学校及卫生所优质资源来源途径，有效保障乡
镇教师及医生待遇，使乡镇教师和医生待遇能够与城镇
同级别岗工资水平持平。二是为城乡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等的一体化发展提供助力，在农村积极开展12年义务
教育制度试点，同时，对粤东西北地区中技、中专职业
学校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使农村及粤东西北地区教育水
平逐步提升。三是提升农村基本社会保障水平，推动社
会保障统一的标准、制度得以良好实现。在全面改革教
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农民综合素
质，同时也能显著提高农村文化水平及文明程度。

2.2  集中力量治理农村“脏乱差”
为确保有效构建宜居生态及进步文明的农村，应该

立足农民身边及屋边等实事，重点整治农村“脏乱差”
问题，并协同一系列创建活动的积极开展，如文明村
镇、文明家庭等，为有效治理农村提供助力[4]。此外，
借助年度检查及年度评比的方式，可在全省范围内设立
统一的行动与标准。针对农村“脏乱差”问题进行有效
治理，能使当前社会的基层治理水平逐步强化，同时也
能有效弘扬农耕文明及优良传统。

2.3  全面开展危房旧房改造及村庄整治行动
在推进农村危房旧房改造及整治项目的过程中，

应以既定时间为目标，顺利完成贫困村危房旧房改造项
目。整治村庄的过程中，应立足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制
订科学规划，从整村方面积极推进，并且选择连片整治
方式，以此为岭南特色风貌的保持提供保障，有效建设
美丽乡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鼓励农民公寓及农
村集体公租房等建设，同时还可以应用公租房互换等方
式，为农户住房提供全面保障。

2.4  坚持发展集约型现代农业
面对部分地区土地资源匮乏的情况，在农业现代

化发展过程中，应避免“拼数量”现象存在，具体可从
“拼质量”及“拼绿色”等理念为出发点，坚持集约

化发展[5]。这一过程，应针对农村区域布局进行积极优
化，通过契合当地资源特色的农业产业及生产等体系建
设，放开工商资本向农业领域进入条件，鼓励和发展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有效建设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借此促
进当地乡村旅游业及三产融合发展之路。

2.5  优化产业布局
应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强省优势、珠三角

区辐射带动作用，引导珠三角地区相关企业转移到粤东
西北区域，有效提升粤东西北产业转移的承接力，为珠
三角地区先进生产力有效转移到粤东西北地区提供推动
力。除此之外，还应该引导产业链跨区对接融合，遵循
经济规律，通过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借助市场导向及集
体企业主体，鼓励珠三角地区企业转移生产，从而促进
珠三角地区和粤东西北地区之间的协调联动及融合发
展。与此同时，还应在新引进项目和当地原产业联动发
展方面提供推动力，将原产业发展潜力有效激活，深入
共建产业，逐步实现高水平产业转移。

2.6  加大资金投入
政府应加强财政支出力度，重点关注农业及农村、

农民等问题[6]。具体来说，可借助农业信贷及农业保险
的可获得性及贷款贴息等提升方式，有效调动农户农
业投资的积极性，同时为确保农民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
术，可推进农民创业及技术培训，有效提升农民进行投
资的可能性，推动农户向农业投资主体方面转变，确保
政府财政资金压力逐步减轻。此外，还可引导民营资金
投入农村建设，开展“企业帮村”等系列计划，为乡村
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2.7  城镇带动乡村
有效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应以高水平城镇化

的建立为前提。以广东省为例，城镇化率在全国名列前
茅，不仅对省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了有效吸引，同时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珠三角甚至全国范围内的农村人
口。在今后，应进一步发挥城市吸引农村劳动力的能
力，通过大力发展城市服务业等产业，有效增加农民非
农就业机会，帮助农民收入提升的同时，积极推进以城
带乡及以工促农工作的积极开展，确保城乡一体化发展
目标逐步实现。

3  结语
通过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具体

包含区域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居民收入差距
大这三方面体现，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具有一定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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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干栏式村落的理水空间研究
 

□ 钟继敏

[摘   要] 桂北干栏式村落多依山傍水而建，村寨选址之初就对择水非常重视。然而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给桂北干
栏式村落的理水空间带来了严重污染和破坏。研究桂北干栏式村落与水体形态分布，分析理水空间分为线状和点状两类水体的各
自特点、作用及现状，并结合桂北干栏式村落现有理水规划优秀案例，就桂北干栏式村落点状理水空间的现状，提出具体优化措施。

[关键词] 理水空间；桂北；干栏式

阿尔多·罗西在著作《城市建筑学》中将“发挥
凝聚核心作用的特殊城市元素”称为城市的“主要元
素”，并认为“它们最初的表现与其功能相一致，但它
们很快就具有某种更为重要的价值，它们甚至常常并不
是有形的、建成的和可度量的建筑体”。套用罗西对城
市主要元素的定义，理水空间完全符合桂北传统村落主
要元素的特征。

水是生命之源，农田耕种、炊事起居、河运便利都
离不开水。中华民族祖先在选择聚居地的时候，善于利
用风水学原理，选择背山面水之地而居。《地学简明》
中写道“寻龙择地须仔细，须观水势”。我国古代风水
学中也流传着“风水之法，得水为上”“未看山，先看
水，有山无水休寻地”的说法。因此，桂北传统村落在
选址时，和水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桂北水系发达，村
寨依山傍水而建。绕村蜿蜒而过的河流、穿村飞溅而下
的瀑布、村内星罗棋布的水塘，组成了动静相宜、形式
丰富的理水空间，成为桂北干栏式村落独具特色的主要
元素。如何汲取桂北干栏式村落理水的优点，合理改造
现有村落理水的不足，打造“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
乡愁”的桂北新农村？这是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探索
桂北干栏式村落理水空间的积极意义。

1  桂北干栏式村落与水体的形态分布
1.1  桂北干栏式村落的地理位置
桂北地区位于广西与湖南、贵州交界处，水系发

达，雨量充沛。夏季潮湿炎热，冬季严寒湿冷，属于冬
冷夏热气候。为了适应当地气候，这一带的壮、侗、
苗、瑶等少数民族的住房，多为底层架空的木构干栏式

建筑。架空的底层，可以很好地排走南方常有的湿气，
使二层居住空间保持干爽舒适[1]。至今桂北仍保留着大
量完整的干栏式民居建筑群。由于桂北处在山长水远、
山清水秀、层峦耸翠的独特地理位置，从古至今，桂北
干栏式村落与水体有着不解之缘。

广西有句俗语“侗族住山脚、苗族住山腰、瑶族
住山顶”，为了节约土地，建筑多建在坡地或崖边，把
有限的平地留给农作物。根据桂北干栏式村落选址的不
同，可以分为位于山脚、居于山腰、雄踞山顶三种[2]，
各自与水体的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桂北干栏式村落地理位置与水体的关系

地理
位置

选址特征 实例图片

位于
山脚

1.背山面水，村前有河流
环绕，风雨桥为进寨唯一
通道。
2.充分利用山前平地耕种
粮食，选择临坡边角位置
建房。
3.有时河流将村落分隔，
利用廊桥进行交通联系。

图1  背山面水、位于
山脚的三江程阳八寨

居于
山腰

1.背山占崖、正面开阔。
2.临边建房，避开山洪、
雨水冲刷带，崖基牢固。
3.山头逐层开辟平地耕种，
形成梯田景观。
4.临近溪流、地下泉等水
源。

图2  背山占崖、居于
山腰的龙脊平安壮寨

雄踞
山顶

1.踞于山顶平地，南北朝
向。
2.临近溪流、地下泉等水
源。
3.利用水箱收集雨水，备
旱季使用。 图3  居住山顶，

利用水箱收集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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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位于山脚的村落，多依山傍水而建。比如三江
县的侗族程阳八寨（如图1所示），就属于这一类。程
阳八寨位于山前平地，村前的林溪河绕寨而过。河上一
座座形态相仿的风雨桥，成了进寨的必经之路，也是各
村的标志性景观，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程阳风雨桥。而
村后的连绵山脉，成为村落最好的天然屏障和绿色背
景。程阳八寨在好山好水的滋养庇护下，仿佛世外桃
源。为了充分利用土地，村民们将山前的平地留给耕
种，选择临坡边角部位建屋。耕地临近水源，也便于
灌溉。

（2）居于山腰的村落，多临近山涧溪流。比如融水
县香粉乡雨卜苗寨、龙胜平安壮寨（如图2所示），就属
于这一类。村落中时不时有山涧溪流穿过，村民们砌筑
引水渠，将干净的溪水引入各家各户，引入农田，满足
了人民生活生产用水所需。弯弯曲曲的引水渠，绕过房
前屋后，涓涓流水、潺潺湲湲，成为村寨流动的风景。
溪旁葱翠的水生植物，溪中嬉戏的鸭群鹅群，勾勒出一
幅安闲舒适、淳朴自然的村居图。龙胜龙脊平安壮寨，
先民为了解决耕种问题，利用山头逐层开辟平地，形成
了壮丽的梯田景观，并通过竹筒连成的水渠，引山涧溪
水浇灌梯田，这种梯田耕种的习俗保留至今。

（3）雄踞山顶的村落，多筑水箱存雨水。比如龙胜
县龙脊的金坑红瑶寨，就属于这一类。村中田间山头多
见人工砌筑的水箱（如图3所示），水箱沿等高线逐级间
隔布置，与水箱连接的是从山顶而下的泄洪渠。雨季水
箱囤积雨水，防止山洪；旱季打开水箱泄水，浇灌农作
物，一举两得。

1.2  桂北干栏式村落的水体形态分布
山环水抱、素湍绿潭，水让桂北传统村落具有了鲜

活灵动的神态。其水体可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线状
水体，如河流、溪流；第二种，点状水体，如湖泊、地
下泉、水塘。

（1）线状水体：溪流、河流。溪流（如图4所示）
从山顶、山腰汇聚而下，由小到大，呈从山顶流向山脚
的动势。溪流最终在山脚汇聚成河。河流（如图5所示）
则是位于山脚的较大水体，亦为动态水。根据村寨肌理
走向，建筑与溪流、河流等线状水体的布局关系也分为
两种。第一种，河流溪流绕村而过。村落建筑顺应河流
走势，呈线性分布。这一类的村落往往有弯弯曲曲的河
边走廊，也是村中很好的观景通道。第二种，河流溪流
穿村而过。水体将村落分割开，通过桥进行村内交通联
系。在桂北干栏式村落，各种形式的廊桥形成了村中

一景，是村民聚会议事、纳凉闲聊、孩童玩耍的公共
场所。

（2）点状水体：湖泊、地下泉、水塘。湖泊（图6）、
地下泉（图7）均为天然水体，多为静态水。湖泊体型较
大，为块状。泉水体型较小，为点状。水塘（图8）则是
人造物，是村民们为了满足生活生产需要人工砌筑而成
的。这一类的点状水体穿插布置在村落中，丰富了村落
景观，便利了村民生活，调节了聚落气候。

根据以上分类，将上述五种水体形态及各自作用归
纳如表2所示。

表2  桂北干栏式村落的水体形态及作用

分
类

水体
名称

水体作用 实例图片

线
状
水
体

溪流

1.洗衣、冲凉等生活用
水。
2.农业灌溉、水磨坊、
水利发电等生产用途。
3.游泳嬉戏、休闲纳凉
等景观娱乐作用。
4.降温去暑、调节微气
候等热物理作用。

图4  山涧溪流

河流

1.古代形成天然屏障等
防御作用。
2.洗衣、冲凉等生活用
水。
3.农业灌溉、水磨坊、
水利发电等生产用途。
4.景观长廊、休闲纳凉
等景观娱乐作用。
5.降温去暑、调节微气
候等热物理作用。

图5  穿村而过的河流

点
状
水
体

湖泊

1.洗衣、冲凉等生活用
水。
2.游泳嬉戏、休闲纳凉
等景观娱乐作用。
3.水产养殖等经济作用。
4.降温去暑、调节微气
候等热物理作用。 图6  散布村落的湖泊

地下
泉

1.炊事、饮用等生活用
水。
2.扮演村中祭祀场所的
宗教意义。
3.降温去暑、调节微气
候等热物理作用。 图7  村中地下泉

水塘

1.消防用水。
2.雨季收集雨水，保护
木质建筑结构主体。
3.美化村落环境等景观
作用。
4.水产养殖等经济作用。
5.降温去暑、调节微气
候等热物理作用。

图8  村中星罗棋布的
人造水塘

2  水塘在桂北干栏式村落中的作用
在各类理水空间中，河流溪流、湖泊泉水均为天

然形成，只有水塘是人工砌筑。水塘在桂北干栏式村落
中，具有区别于其他类型水体的特殊作用，因而将其单
独列出，进行分析。水塘作为人造水体，其作用如下：

（1）景观作用：与建筑形成对景关系[3]。比如融水
县香粉乡雨卜苗寨，地形条件允许，基本家家户户都会
在房屋旁修建一个水塘。散点状分布的水塘，将干栏式
木构建筑倒影在水塘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村落景观节
点，让苗寨变得鲜活灵动。

（2）防护作用：收集雨水，对建筑结构主体形成保
护。桂北夏季雨量充沛，而当地的传统干栏式聚落又多
为木构建筑，为了防止暴雨冲刷，保护结构主体，大
大小小的水塘，形成了雨水汇聚之地，有效保护结构
主体。

（3）调节作用：调节微环境气候[4]。桂北夏季闷
热，建筑周边的水塘，水的热熔比大，气温升高时，水
塘里水分蒸发，可以有效降低建筑周边小气候，达到防
暑降温的目的。根据夏季正午实测数据显示，水塘周边
的温度比村落其他地区低3℃～5℃。利用水塘进行局部
降温，是一种很好的被动式节能方式。

（4）防火作用：桂北干栏式村落的木构建筑，火灾
是最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村落中散点布置的水塘，也
能够起到消防水池的作用。火灾时，可以及时供给消防
用水，有效防止并控制火势蔓延。

（5）经济作用：养鱼。村民聪明地利用水塘养鱼，
达到增加收入的目的。

3  桂北干栏式村落现有理水规划优秀案例分析
融水县香粉乡中寨屯是一个典型的传统苗寨，位

于元宝山腰，草木叠翠、溪流环绕，具有优美的自然景
观。为了振兴乡村经济，当地政府大力引进民间投资，
开发生态旅游。经过3年规划建设，已建成初具规模的
自然生态民俗度假村，其理水规划也是非常成功、值得
借鉴的案例。下面就具体分析其线状、点状理水空间规
划设计，如表3所示。

4 桂北干栏式村落线状理水空间的现状分析及优化
措施

4.1  现状分析
时代变迁，河流、溪流等线状理水空间的作用发

生了变化。如三江地区，在古代战时，绕村流过的河流
是保护村寨，免受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而风雨桥是入

表3  融水县香粉乡中寨屯理水空间规划设计分析

分类 优化措施及效果 实例图片

线
状
水
体

1.优化措施：沿溪流设置景
观栈道，两旁种植以梅为
主景树的经济观赏树种，
形成景观长廊。
2.达到效果：景观长廊极
大提升了景观体验感；经
济观赏树种果可食、花可
赏，达到经济和景观双重
效果。

图9  沿溪流设置
迂回曲折的景观栈道

1.优化措施：溪流沿山地地
形等高线跌级设置蓄水平
台，并种植再力花、睡莲
等当地水生植物。
2.达到效果：叠水处理，形
成具有高差的理水景观，
同时能够汇集雨水，防止
山体因雨水冲刷滑坡；水
生植物有效净化了水体。

图10  顺应山体
等高线的叠水处理

1.优化措施：设置专门排污
管道回收生活污水。
2.达到效果：避免了生活
污水对自然水体的二次污
染 ， 有 效 保 护 了 生 活 水
源。

图11  布设专门排污管道

点
状
水
体

1.优化措施：设计廊桥、雕
塑等园林景观小品。
2.达到效果：提升了景观品
质。

图12  湖中的
莲花汀步、廊桥

1.优化措施：湖中种植再力
花、睡莲等水生植物，湖
边种植榕树等景观树种。
2.达到效果：净化水体、美
化环境。

图13  湖中及周边
优美的植物景观

1.优化措施：设置垃圾桶、
排污管道，回收生活垃圾
及污水。
2.达到效果：避免了废弃物
在湖水中沉积，有效保护
了生活水源。

图14  随处可见的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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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唯一通道，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卡。
现代，河流的这一防御作用早已不复存在，不过，独具
特色的风雨桥却作为木构建筑的经典，成为侗乡的象征
（如图15所示）。随着美丽乡村建设，桂北干栏式村
落大力开发旅游经济。溪流、河流沿岸具有优美的自然
景观，被打造成沿河景观走廊，沿河干栏式建筑底层则
开发为商铺、餐饮、酒吧、土特产商店。建筑、街道、
河流呈现如下图的两种排列组合关系[5]（如图16、17所
示）：建筑—街道—河流—建筑、建筑—街道—河流—街
道—建筑。河流除了原有的农业灌溉、洗衣冲凉等生产
生活用途外，增加了景观、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乡村
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经济效益。但是，随着大量游
客涌入，沿河商铺的经营不规范，许多废水污水未经处
理直接排入河中，造成河道堵塞、水质变差，破坏了原
有的生态环境。

图15  凌驾林溪河面的程阳风雨桥

图16  建筑—街道—河流—建筑布局

图17  建筑—街道—河流—街道—建筑布局

4.2  优化措施
基于以上理水规划成功案例及现状分析，归纳出桂

北干栏式村落线状理水空间优化措施。
（1）加强沿河商铺排污管理。废水需要设计专门排

污管道，排入村中排污系统，不允许直接排入河流、溪
流。沿河走廊隔一定距离设置垃圾箱，方便游客丢弃废
物，避免垃圾乱丢，破坏河道环境。

（2）河边水面种植当地水生植物净化水质。菖蒲、
荷花、芦苇、水葫芦等均为当地的乡土水生植物，具有
良好的水质净化功能，且极易成活。水中绿植还可以形
成良好的生物链，为鱼类鸟类提供食物，吸引其前来繁
衍生息。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育，可以形成优美的河道滩
涂自然景观，提升当地景观价值。

（3）沿河街道种植行道树。设置景观长凳，形成
亲切的观景长廊。沿河街道可以种植垂柳、三角枫、银
杏、山茶、杜鹃等植物，丰富沿河景观，形成遮阳通
道。沿河街道设置长凳，可作为沿河护栏，又可供游客
休息，也是村民聊天场所，一举数得。

（4）地形条件允许下，可以沿登高线逐级布置蓄水
平台，形成落差丰富的叠水景观。

5  桂北干栏式村落点状理水空间的现状分析及优化
措施

5.1  现状分析
湖泊、地下泉、水塘为点状理水空间，湖泊、地

下泉为天然形成。地下泉因水质甘甜、富含矿物质，
可以作为天然饮用水。桂北村民非常珍惜天然泉水资
源，村中有泉水 ， 会 在 泉 眼 处 建 筑 凉 亭 进 行 遮 盖 保
护，还设置香炉祭拜泉神。泉池中会放置水瓢，方便
路人取水饮用。当地流传着“同饮一瓢水，才是真朋
友”的说法。

村落中的湖泊也是由地下水汇聚而成，面积不大，
水质清澈，从湖面可以看到湖底的小鱼游动。湖泊是村
中的天然游泳池，炎热夏季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群。虽
然湖边搭建的烧烤摊，为村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但
大量的烟尘及污水排入，污染了湖边环境，而湖边葱茂
的树木，也因游客攀爬，逐渐枯萎。

桂北干栏式村落多为木构建筑，为了防火，每个村
落都会散布大大小小的人工水塘，建筑与倒影在水塘中
的剪影形成对景，丰富了村落景观。不过，塘边景物杂
乱，缺乏植栽绿化，景观效果不佳。

5.2  优化措施
基于以上理水规划成功案例及现状分析，归纳出以

下桂北干栏式村落点状理水空间优化措施。
（1）在泉眼处设计雕塑小品，提升景观品质。
（2）湖边烧烤摊设置垃圾桶、排污管道，废水废物

不排入湖中。限制游客攀爬湖边树木，种植绿植，恢复
生态环境。

（3）水塘栽种水生植物，丰富景观，净化水质。
6  结语
水是桂北干栏式村落灵动的风景，是村寨的主要元

素，值得用心经营。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村落面临
着水质污染、周边环境破坏的困境。寻求既保护水体
环境，又合理开发资源、拉动经济的优化措施，这是
桂北传统村落在发展过程中值得认真探索的领域。希

望本文的思考和建议，能够为桂北新农村建设带来新
的思路。

[参考文献]
[1]钟继敏.桂北干栏式民居[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0:96.

[2]李先逵.干栏式苗居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集

团,2016:140. 

[3]高力强.传统徽民居“角”空间的景观量化解析——以承志

堂鱼塘厅为例[J].美术大观,2019(2):102-103.

[4]徐晶晶.西塘古镇传统建筑中的水文化元素探析[J].景观园

林,2017(12):148-149. 

[5]郭敏.传统建筑水空间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上接第14页）

的均衡发展建议，希望能为乡村振兴战略下经济协调发
展提供推动力，进而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良
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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