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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而言，乡愁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人们在外地定居，亲情和乡愁会召唤着他们常回家看
看。舒适而传统的房子、优美而充满野趣的环境，才能留住乡愁。乡村贵在自然，如果规划布
局过于整齐、户型过分雷同，就容易成为“兵营”，失去村庄的自然之美。居民的需求千差万
别，乡村民居“和而不同”，才是大美。

美丽乡村，只靠工程建设不能一劳永逸，居住者的经营与维护至关重要。乡村风貌的长期
形态，最终取决于乡村居民的审美素养和建设理念。

坡屋顶特点

屋顶是乡村建筑外形之首重，直接决定建筑的相貌格调。采用坡屋顶设计是治理乡村面貌
最有效的解决手段，它具有如下优点：（1）排水快，不易发生屋顶渗水。（2）拱形空间可形
成阁楼，有面积“实惠”。（3）坡顶把建筑外轮廓的直角变成钝角，从风水的角度来说，可化
解“尖角煞”。（4）坡屋顶形如山峰，具有“积极向上”的气势。（5）坡顶向上逐渐缩小，
克服民宅体积感过大的缺陷。

简约、质朴的乡村民居效果图

乡村建筑中坡屋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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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的坡屋顶

坡屋顶并非只有对称形式，不对称坡屋顶在中国民居中也极为常见，而且是民居的重要
特色之一，充满了自由和不拘一格的气质。在户型设计中运用不对称的坡屋顶，营造出多变而
实用的生活空间。当屋脊两侧的坡长、屋檐高度不等时，两侧坡度要尽量对等；当坡度不对等
时，两侧屋檐则应尽量等高。如果坡面一陡一缓且檐高不等，视觉平衡就会被打破。

坡屋顶向自然平稳过渡

坡面一陡一缓且檐高不等 苏州古城民居的不对称坡屋顶

坡屋顶的坡度不宜过缓

如同人像中头发与脸的比例关系，坡屋顶和墙面的面积比例也需恰当。传统建筑较为低
矮，以一二层居多，屋面占总高度的比例与墙面接近，站在地面很容易看到大片的瓦面。而现
代乡村民宅不但层数增至三四层，层高也偏高，屋顶却趋于平缓，地面视角往往只能见到屋顶
底面，在很远处才能看到瓦面。这使得屋面与墙面在总高度中的占比此消彼长——墙面占比太
多，屋面太少，不但建筑的体积感被放大，而且无法通过屋顶形成主导色面，统率全局，“第
五立面”对乡村整体风貌的贡献较低。

传统建筑屋面坡度一般在四分水（传统工匠用语，即4/10坡度或1/2.5）至五分水（即5/10
坡度或1/2）之间，过缓会导致雨水被风吹入瓦缝而漏雨，过陡则容易导致瓦片滑落。现代工艺
采用砂浆黏结，瓦片已无滑落之虞，屋面坡度宜取1∶2左右，且应随楼层增高而加陡，以保持
足够大的屋顶可视面，并形成阁楼使用空间。

桂北木构建筑的不对称坡屋顶

坡度过缓导致屋顶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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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柱与花瓶栏杆好不好？

人们常说的罗马柱，其实是源于希腊的古典柱式，主要有多立克、爱奥尼、柯林斯等几种
柱式，其中以形似“白菜开花”的柯林斯柱式在广西农村最为流行。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经济规律和礼制深刻影响着建筑语言。古典柱式主要运用于神庙、
教堂、皇宫、法院、市政厅等公共建筑，以营造神圣、肃穆、威严的氛围，一些贵族府邸也用
来彰显身份。虽然外形精美，但欧洲城市的普通民宅很少有人运用，乡村民宅更为少见。花瓶
栏杆也基本如此，欧洲古城的民宅多用铁艺栏杆，乡村民宅更偏爱朴素的木栏杆，极少见到花
瓶栏杆。

除了柱式本身，居民的选择还需要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比例、尺度、材质、园林景观等
硬件水平，以及居住者的文化素养、生活习惯等。

乡村民居应该洋气点还是土气点？

要论洋气，得先从“土气”说起。乡村民居的“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主动的追求。如
果土得不自信、洋得又不够有内涵，那才是真正让人难堪的“土”。

农村民居采用“罗马柱”

简约、质朴、粗粝的乡村气质弥足珍贵，这需要一个审美的培养过程，领悟返璞归真的道
理。设计乡村住宅时，应注意保留乡村中“土气”的特色，这些元素是先祖们留下的遗产，是
对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乡村建设者有责任将其传承。在传统建筑中，仅小青瓦就能变换出各
种屋脊、花边瓦和气窗造型。而在乡村住宅中强调对门槛、门当、户对、门神传统建筑元素的
应用，将其融入现代的建筑语言和生活中，继承这些有“根”的文化遗产，才是“天人合一”
的境界。

建筑外观是私事还是公事？

建筑的内部功能与形态是属于所有权人，无论怎样“折腾”均无伤大雅；而外部形态则不
仅属于所有权人，还会对公众和社会产生影响。虽为私宅，却非私事，每位乡村居民都肩负着
一份对于乡村风貌和文化传承的责任。西洋古典建筑元素建议在室内运用，保持室外统一的乡
村风貌。

外墙色彩与装饰

乡村民居外墙宜以灰色调为主，色彩饱和度宜低不宜高，与周边建筑的风格差异也不宜
过大。建筑外墙宜少用纯装饰构件，一是浪费资金，二是过度运用加法容易导致建筑风格的混
乱。在山水环境中，山水是主角，建筑只是点缀，无须太过花哨，以免喧宾夺主。

传统建材的魅力

借鉴与传承

建筑外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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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质感？

质感是材料的质地给人的感觉。一种材料，需从多个维度去感知。用手轻拂家里的老
木门，柔韧还是坚硬？粗糙还是细腻？温和还是冰冷？推开门，听到的是“咣当”还是“吱
呀”？抠一撮老墙上的泥土放进嘴里，芳香还是苦涩？柔滑还是粗粝？观感、触感，听觉、嗅
觉乃至味觉，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对材料质地的感知，烙印在他的记忆里。而土、木、竹、草、
砖、瓦、石，这些天然材料的质感，已经深深刻入人们的记忆。虽然这些材料作为建筑材料，
一部分性能逐渐被混凝土、钢材等建材超越，但其朴实亲切的质感永远无法被取代。乡村建设
宜多运用传统建材，以留住属于乡村的朴实质感。

釉面瓷砖好，还是粗面涂料好？

粗糙的墙面更有立体感，就像油画中的笔触、书本上的文字、额头上的皱纹，在熠熠阳光
下倍感真实和沧桑，恰如文字赋予了书本以生命。

简约、质朴、粗粝的乡村气质，更适合用粗面材质来表现，古今中外的乡村都不例外。相
比之下，高光釉面瓷砖虽然实用，也便于清洁，但其华丽的外表以及高亮的光泽与乡村气质不
合，导致民居难以融入自然环境，丢失了乡村本有的特质。釉面砖适合用在室内的厨卫使用，
不宜用于乡村建筑外墙。同理，乡村民居的屋顶也不宜采用高光釉面瓦。

毛面砂浆表面喷涂料后的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