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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研究乡村旅游开发的区域性一体化建设，要抓住产业形式、功能布局、共生逻辑等多变性
特点，还要考究区域内的本土化特征。探索生态乡村的多样化需要，从产业规划到流域开发，
上林县清水河流域都独具特色。探索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和本土特色经济的共生发展关系，对推
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意义。

注：本文系2023年度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城乡融合视角下城乡间缝空

间的治理模式与机制探究”（编号：2023-ZDJH-19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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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以鱼，且授人以渔

乡土建筑是一个地域、一个历史阶段自由演

化形成的原住民的居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

显著的地域差别和民族特色。但在社会经济转

型、生产方式改变、现代生活模式的冲击下，我

国现存大量的传统村落因种种原因，颓败毁损者

甚多。乡土建筑向何处去？中国建筑向何处去？

新建筑要延续传统形式，何以为是？

改善乡村面貌而不失乡土特色，是乡村振

兴的重要目标之一。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一直在

积极引领乡村建设的走向，但量大面广的乡村建

设，除了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还需要自下而上

的民间行为与之配合，才能由内而发地建设美丽

乡村。

如何提升乡村居民和乡村工匠的审美意识，

帮助他们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从而促成管理者、

设计者、施工者与使用者四位一体，在同一个平台

上对话，需要有更多直观而接地气的宣教资料送

到乡村。《宜居家园——桂林乡土建设初探》一

书，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一切社会问题，归根

结底都是教育问题，乡土建设概莫能外。

本书的三位作者王建宁、林兵、许稳刚，多

年来一直关注教育与乡村问题。书中以长期的调

研和设计实践为基础，阐述了城市与乡村在气质
上应有的区别，深入分析了桂林地区乡村建设中
存在的诸多现状问题。书中根据未来乡村居民的
家庭构成和生活方式需求，设计了三类户型并据
此衍生出多种外形和组合方式，以探讨乡村建设
的观念。配合作者在国内外考察拍摄的大量照片
进行对比、分析和论述，对乡村建设提出了从户
型设计、传统元素的继承，到景观营造、传统建
材，再到古民居保护以及风貌管控的参考评分标
准等多方面的理念和建议。虽然名为“桂林”乡
土建设初探，但书中内容对其他省区同样具有广
泛的借鉴意义。

书籍特点

不是“雾里看花”的宣传册

实用而接地气的内容配合1000多张图片，汇
集了作者十多年来在国内外考察积累的第一手资
料，即使不爱看文字的读者，也能从生动的图片
中直接获益。

不是单纯的技术图集

结合书中的内容，引用了史志学家陈作霖
先生、民国实业家孙启椿先生、曲学大家卢前先

——《宜居家园——桂林乡土建设初探》

生、营造学社卢绳先生的大量
诗词应景，除了谈技术，也想
有点温度。

不是唯美的纯画册

200多张直观易懂的建筑设
计图，非专业人士也能轻松领
会，配合9万文字，娓娓道出建
设观点和生活理念；多角度的
立体剖切和拆解图，帮助读者
解读建筑的内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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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定位
我国的农房建设以自建房为主，乡村建设主要

有4个参与方：使用方（农民）、建设方（乡村工

匠）、设计方（经常缺失，或由乡村工匠兼任）、管

理方（基层政府）。除设计方外，其他三方都需要

宣教资料的指导。因此，本书的读者定位为：乡村居

民、乡村工匠、村镇管理人员及关注乡村的人士。

乡村居民

作为乡村民宅的出资方和使用者，乡村居民的

建设理念决定了初期的建设起点和方向，而他们的情

怀、审美与生活习惯将决定乡村面貌的长期形态。 

乡村工匠

由于乡村设计市场尚未形成规模，在乡村民宅

建设中，设计师的角色往往是由乡村工匠来承担，

他们的眼界和手艺直接决定了乡村建设的水平。

村镇管理人员 

只有管理人员对乡土建设有了深刻的理解，才

能更好地制定有机结合当地实际的规则，指导乡村

居民按照正确的途径开展建设，避免机械地执行技

术规定，减少矫枉过正或者千篇一律的情况发生。

关注乡村的人士

学者与研究人员

这本书能够从相对微观的角度，为关注乡村振

兴的研究者提供参考资料，或可运用于他们对口帮

扶的村庄。

走出乡村的城市居民 

在这个群体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城市精英，

但他们与乡村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难以割舍的

感情，家中亲朋或许还留有宅基地。他们当中不乏

有乡愁、有资金、有前卫理念的“新乡贤”，这个

群体能否理性地在乡村释放他们的能量，助力乡村

振兴，对改善乡村居住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带头示

范作用。

各级学生

大学生可从中了解一些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

中小学生可借此对建筑设计进行管窥，并据此判断

自己将来是否适合做一名设计师。其中乡村中小学生

尤为特别，这些已经具有一定思辨能力和家庭话语权

的少年，能够间接地影响乡村民房的建设水平。

内容简介

全书共八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  城乡之别——城市和乡村需要长得一

样吗？

本章从平面布局形态、道路交通组织和建筑空

间尺度三个方面分析比较城乡之间应有的差别。乡

村要想保持吸引力，就不能机械地照搬城市模式，

而是应该在追逐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保持和传承

自己的特点，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二章  现状问题分析——为何我们的乡村还

不够美？

针对桂林地区的现状乡村面貌，从坡屋顶、

建筑高度、绿化、造型设计、露台、水箱、墙面

肌理、窗口、窗楣、墙厚、院落等元素展开分析，

希望乡村居民能够借此思考当下乡村建设存在的问

题，力争今后在建设之前通过积极参与和优化设计

给予解决。设计的缺失是最大的浪费。

第三章  参考户型——何不这样起房子？

根据第二章进行的分析，本章选择了3种在乡

村较为常见的平面形态，设计了A、B、C三套平面方

案，并据此衍生出8个不同外形的建筑样式，借此改

善第2章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继承传统建筑当中优秀

的元素，同时引导读者对各种建设问题展开思考。

第四章  遗传密码——传统民居值得继承的   

元素！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特色是通过屋顶、

墙、门、窗、其他构件及附属建（构）筑物等一系

列建筑元素的外形来体现。本章列举了一些传统民

居中常见的建筑元素，它们与现代建筑的使用功能

并不冲突，完全有条件，也应该予以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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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景观的巨大作用——只靠房子就能美？

如果把房子比作人，景观就是房子的衣裳，仅仅依靠房子，营造不了美丽乡村。本章以空
间位置作为划分标准，列举部分景观案例作为参考。一旦观念提升，农村人完全可以比城市人
生活得更为舒适。

第六章  传统建材的魅力——留住乡村的质感！

“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主动的追求。乡村的气质，决定了它需要自然质朴的材料去融
入自然。传统建材在现代建筑中所担负的功能，逐渐从“骨骼”转向“ 皮肤”。无论技术如何
发展，传统建材的独特质感之美始终无可替代。

第七章  如何看待老房子——不温故何以知新？

建筑的消亡不可怕，只要其文化内核有人在传承，就能生生不息。人的守望是核心。“温
故”是为了“知新”，在新建筑的营造之中传承文化基因，体用结合，才是本书的终极目的。

第八章  参考技术要求与评分标准——如何量化建设元素？

本章将书中观点归纳为一套评分标准，将各种建设元素分为2个大类、8个中类、30个小
类，按照各类别对乡村风貌影响的大小确定其在评分标准中的权重。乡村居民和工匠可据此梳
理本书的内容及建设中需要思考和注意的问题，各地规划建设主管部门在编制乡村建设管理导
则时也可用作参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人生无处不设计。在乡村建设中，人们首先需要点燃心中追求
美的愿望，然后思考追求什么，以及如何实现。望这本书能有幸见证那点火一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