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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规划的“乡愁”体现途径
——以闽侯县孔元村村庄规划为例

□ 陈弼成

[摘   要] 本文以《闽侯县孔元村村庄规划》为例，针对在村庄规划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村庄景观同质化、忽视对村庄文化的传承
挖掘、乡土气息和村民归属感缺失等问题，分析乡愁的定义和内涵，提出打造“乡愁”依存的村庄空间肌理与外部环境、记载“乡
愁”的公共空间和建筑形态、演绎“乡愁”的院落空间组合、留住“乡愁”的文乡野旅项目等留住乡愁的实施路径实现“记得住乡
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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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的任务是
在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在村庄规划建设过程中，存在以下普遍问题：一
是规划师未按照实际情况和村民意愿进行村庄规划，照
搬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手法，导致村庄规划和建设
布局千篇一律，导致村庄景观同质化。二是忽视对村庄
文化的传承挖掘，造成乡土气息的缺乏和村民归属感的
缺失。三是缺乏对村庄旅游的特色开发和业态引入的创
新，导致村庄旅游发展缺乏特色。笔者认为村庄的规划
建设不应仅停留在提升村庄的环境整治上，更重要的是
在于文化的传承、生态的保护、人居环境品质的提升、
产业的导入等方面。通过对村庄环境保护、塑造村庄旅
游特色、提炼乡土建筑特色、传承乡土文化特色等方面
的努力，使村庄更像村庄，使村庄建设不仅能保得住传
统、记得住乡愁、体现出特色，还能确保其可持续发
展。村庄景观特色是指以村庄自然山水为背景，以村庄
聚落为核心，由自然环境、村落格局、建筑表征、环境
特色、特色民俗等景观因素构成，同时也是反映村民对
村庄聚落以及周边空间格局的改造和适应，体现人与自
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乡愁的定义和内涵
乡愁是一种自然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精神层

面的需求，是乡村居民进城后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
逐渐提高，但安全感和归属感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对故
乡的追忆。这是一种最朴素的情感[1]。

目前提出的乡愁概念内涵具有明显的时间属性和文
化属性。自然环境、历史和文化印记、村庄公共空间、
建筑表征、文化符号、民俗活动等，是寄托乡愁的主要
载体[2]。

2  留住乡愁的实施路径
本文以2011年笔者负责编制的福建省福州市《闽

侯县孔元村村庄规划》为例，阐述村庄规划建设过程中
可通过哪些途径来实现规划视角下对村庄乡愁记忆的保
留和延续。

孔元村地处福州市闽侯县白沙镇，距京台高速互
通口约100m，距镇政府5km，四面环山，具有良好的
环境品质和交通区位优势。井下溪、东溪穿村而过，
山清水秀、环境优美，全村总人口800余人，下辖8个
村民小组，年财政收入25万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9000
元。村庄主要有水稻、水果、蔬菜、食用菌种植等产
业，其中白背毛木耳种植66hm2，为孔元村特色农业。

2.1  打造“乡愁”依存的村庄空间肌理与外部环境
孔元村群山环绕，景色宜人，是古朴而有灵性的村

落。村庄以吴氏聚居为主，奉儒家文化为圭臬、倡导书
法文化，当地文化名人辈出。孔元村生态本底优越，群
山环绕，溪流穿村而过，村庄周边旅游资源较为丰富。
与福州主城区距离较近，拥有福州市所不具备的优越条
件，有利于有效承接福州市民半小时交通圈内的各种旅
游活动，同时具备承载乡愁的原生乡土环境和民俗文化
条件。

山环水抱是孔元村最突出的村庄面貌，整个村落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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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副自然契合的空间格局，宛若一幅自然画卷。规划
结合村庄发展的需求，运用植入设计手法改善村庄的面
貌，满足村庄的基本功能需求。规划设计应尊重村庄生
态本底、人文环境和传统文化活动。

在规划设计中充分尊重保留现有地形地貌，提炼孔
元村现有的“乡愁”环境符号，增加能体现孔元村特色
的相关建筑、小品和景观环境等要素，在村庄规划中完
善村落肌理、规划布局和环境景观小品，赋予村庄新的
功能和内涵。

功能上主要恢复农业生产空间和文化公共场所，使
村庄在“三生空间”上，无论从形式还是内涵方面，均
符合村民对乡村活动的诉求。依托现存肌理形成“外居
内田、二水穿村，群山环抱”的独特乡村空间格局，并
合理规划“一心五区多点”的村域空间结构。

2.2  记载“乡愁”的公共空间和建筑形态
村民公共活动空间是村民“拉家常、广场舞、民间

议事”等主要活动场所，是留住乡愁记忆的重要因子，
是村庄规划重点塑造的景观节点，同时也是村庄旅游的
目的地之一[3]。

孔元村大部分民居建筑样式具有闽东地区的原生态
风貌。为确保孔元村的人居环境原真性传承，规划设计
仅对民居进行局部修缮，辅以建筑符号和装饰构件还原
和更新，保持原有建筑意韵。

2.3  演绎“乡愁”的院落空间组合
孔元村的民居布局由不同的住宅间数、围合院墙等

院落要素组合，保留前后双院式、前院式中堂及多间房
联排后院式3种构成方式，并按照布局新建民房聚落，整
体规划设计上遵循院落空间特征，见图1。

图1  孔元村民房聚落空间特征

2.4  留住“乡愁”的文乡野旅项目
孔元村近期的村庄规划，将山谷、果园、农田、水

系等自然要素与村庄建设中的道路、绿化、村落各组团
用地有机结合，打造田园景观、东溪花径、水中汀步、
果岭迷踪等景点。结合创意产业发展模式，重点发展公
司度假、会议度假、田园生活体验、养生康体游、文化
创意游等中高端旅游市场。

将洋中古民居、上寨新坡古民居、闽江江滨景区、
白沙宗教旅游区、汤院温泉、朝阳休闲农场等景点串联
整合，使孔元村旅游成为白沙镇旅游线路中的重要一
环。中远期村庄规划则重点打造农技探秘、精品酒店、
特色新村、创意街区、欢乐广场、珍禽园、垂钓等景
点；打造生态的步行、自行车旅游环线及登山步道。突
出休闲度假、健身、艺术与农耕体验、娱乐、农业科技
等旅游产品。如周末村庄度假，公司员工会议度假，结
合农耕体验、种植加工展示的绿色有机农产品销售，农
家乐为主的娱乐活动、露天电影等。以福州市（含闽侯
县）自驾游、公司团体游群体为主的目标客源，兼顾学
生、老年人团体等。

3  乡愁的体现
3.1  突出规划理念中的乡愁记忆
科学合理规划是在保护村庄空间肌理的前提下，

做好宜居建设。基于“乡愁”的村庄规划不仅重视空间
规划功能，更应该重视在村落人文精神与传统活动的延
续。规划设计应着眼于乡愁视角，有效融入村庄原生环
境，注重民俗活动、历史文化、传统建筑和村庄空间肌
理等多种要素的保护、传承和延续。在具体规划设计
上，对田园风光的保护、空间肌理的延续、公共空间的
提升，小到景观设施、精神堡垒的塑造、公共空间小品
家具的设置等，都应与乡愁记忆相结合[4-5]。

3.2  注重乡愁资源的挖掘利用
为保留“原汁原味”的乡愁，规划设计中要尊重自

然规律，促进“山水林田湖”、文化和民俗有机融合。
打造乡愁形象，将无形的村庄特点及人文精神融入有形
的自然环境和物质建设中。

保护村庄的地理环境和空间格局，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和质朴的民风民俗，合理组织乡愁要素，传承孔元
村优秀的儒家文化、书法文化，将农耕文化、当地特色
饮食要素融合村庄规划设计中，提升村庄文化内涵和品
质，突出“一村一韵”，彰显当地特色。

3.3  注重乡愁旅游示范项目，带动村庄经济共赢
以乡愁为魂，打造“乡愁记忆工程”。围绕村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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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特色资源和产业发展方向，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村庄
旅游产品、农副产品和特色伴手礼。打造特色乡愁品牌
产品，推广乡愁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增强村民的文化认
同感，提高村民收入，助力村民奔小康。

4  结语
宜居环境是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的重要空间载

体，“村落中的乡愁，应当留在哪里”是我们破解村庄
规划和有序建设的核心。注重村庄宜居建设中的乡愁元
素，在村庄公共空间的塑造和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
面，注重创建个性鲜明的村庄，是让人记住乡愁的有效
途径[6]。

通过规划设计，孔元村经过多年打造，目前已经
成为福州市民周末游的重要选择，随着旅游人数增加，
村民收入和幸福感得到有效提升，同时也做到“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返
乡创业，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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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治理视角下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策略研究
——以广西贺州市平桂新城为例

□ 闫   麒    陆   洁

[摘   要] 本文在解读人本治理内涵和城市公共空间认识的基础上，解析人本治理视角下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新趋势和新要求，
以广西贺州市平桂新城为例，通过梳理其公共空间本底及发展现状，总结当前贺州市平桂新城的问题与不足，并以问题为导向对城
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提出从人本规划、顶层设计、公园城市、共享元素4个方面的发展策略及建议，希望能加快推进贺州市平桂新
城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以期为贺州市其他片区和国内其他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 人本治理；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策略研究；贺州市

1  人本治理的内涵
人本治理理念是中国当代语境中城市治理理念的目

的层，从根本上强调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手
段层的依法治理理念、系统治理理念、智慧治理理念4
大治理理念统称为城市治理。我国城市发展现阶段，城
市的本质和基础都是人，从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
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思想方针，到如今国土空间规划时代，尤其
是2019年中央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也提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指导思想。国际
上无论是规划、建筑等同行业以致其他行业的学者们，
存在大量从人本视角阐述城市治理的观点。如芦原义信
以人对空间的感受、舒适度来对城市街道、广场、庙宇
等空间尺度、质感、布局、秩序进行设计。刘易斯·芒
福德认为城市为文化容器，纵观历史及东西方思想，城
市的存在是为了人民美好生活，城因人而生，人为城之
本，人本治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思想[1]。

2  城市公共空间认知
城市公共空间具有“物质”和“社会”双重属性，

同时具有开放性、可达性、大众性、功能性等特质，狭
义上包括街道、广场、公园、体育场地、居住区户外场
地等，广义上包括城市中心区、商业区、滨水区、城市
绿地等。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载体主要是城市中心、
街道（街巷）、广场、公共绿地、城市滨水区、历史
街区等。

3  人本治理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趋势和
要求

城市空间的“品”与“质”，通俗地讲就像人
的颜值与内涵，是“外形”特质与“内在”特色的结
合。城市的“品”主要指城市空间结构、建筑形态、
道路交通、产业结构、居住条件、环境景观灯等外形
特质，而城市的“质”主要是城市历史、地域文化、
城市精神、管理水平、市民素质等内涵。本文从人本
治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应从
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3.1  回归人本生活是根本
如今城市发展模式从粗放、机械地追求GDP增长模

式到如今讲究城市存量更新、品质提升。传统城市发展
注重城市物质空间建设，忽略“人是城市空间最根本的
使用者”，导致很多城市公共空间缺乏活力、空间品质
缺乏魅力、空间形态松散等系列问题。新城区虽然街道
宽阔整洁、环境优美，但是街道、广场、商业中心等公
共场所空无一人，缺乏活力，常出现“空城”的现象。
因此，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应回归人本与生活，以
人居环境品质为核心，从粗放增长、形象塑造、空间构
建转向内涵提升、人文关怀、生活体验。

3.2  管控公共安全是焦点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众

多人员集中场所，因此城市的安全有保障是吸引人才集
聚的关键之一。城市公共空间系统复杂庞大，在治理与
实践中往往会造成盲区。简·雅各布斯提出城市中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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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将传统民居建筑特征与现代的审美相结合，营造具
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的乡土民宿，以特有的历史文化
及浓厚的地域特色，为游客提供难忘的经历和体验。桂
北地区乡土民宿设计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充分挖掘
乡土民居文化价值，为桂北地区乡土民宿的发展提供设
计思路和方案参考。

桂北地区乡土民宿设计不足：一是公共空间（一层
公共空间和庭院）的布局不足。设计虽然考虑了各个空
间的私密性，但是由于基址面积有限，公共活动空间面
积较少，导致游客在芭蕉空间中使用受限。二是空间装
饰研究不足。除了对建筑的型制、材料、空间功能等进
行分析外，未对地方特色的装饰元素进行深入分析。三

是在空间家具、灯具等造型的选用上分析不足。空间中
选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样式，却未对家具、灯具等空间元
素进行分析，因而室内空间的灯光效果表现略显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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