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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性”设计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
齐放

广东海洋大学，中歌艺术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摘要：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它成为了整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战略任务和要求，也在实践
推进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乡村地区当前普遍面临着人口流失以及产业单一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乡村地区有着与生俱来的
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这些都可以作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突破点，成为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有力抓手。本文探索在地性设计
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希望可以通过在地性设计来提高乡村振兴的综合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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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中开展在地性设计需要充分考虑
乡村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文化，挖掘乡村的
人民对于乡村建设的目标和兴趣，展现出乡村更
大的魅力和吸引力，最终为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本文针对在地性设计在乡
村振兴中重要性问题的探索，是实现乡村和社会
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

一、“在地性”设计的内涵

（一）自然环境的呼应
在地性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到乡村的地形地

貌，让建筑以及景观或者是产品都可以完美的融
合到当地环境，形成一个有机体。比如说针对于
山区进行设计，可能会需要顺应山势的变化，减
少对于山体的破坏，如果是在平原地区进行设计，
则更要注重在地性设计以及地平线之间的关系，
尽量营造一种开阔的视觉效果，让在地性设计的
价值充分发挥。同时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
包括阳光，雨水，风等，比如说针对于自然光的
利用，主要是要通过建筑物朝向以及窗户布局的
合理规划控制，让自然采光更加充分，避免人工
照明的太大需求；而对于雨水的充分使用则是尽
量构建雨水收集和循环使用系统，减少水资源的
浪费，实现水循环的目标；对于自然风的使用主

要是通过打造通风条件，减少对于空调的使用，
让通风设计更加科学合理。这种针对于自然资源
的巧妙利用，让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顺利实现，最
终呈现出的设计效果也更贴合现实。

（二）文化传统的传承
在地性设计中涵盖了对于乡村地区文化的尊

重和传承，其中必然会开展针对于乡村当地的历
史研究、传统建筑风格研究和民俗风情研究，并
从中汲取灵感，让这些内容融入到设计环节。比
如说设及到历史文化名村的改造，有可能会保留
建筑格局和风貌，修复古老的建筑，并引入现代
化的功能需求，让历史文化在设计环节获得延续
和增长 [2]。同时不同的地域的文化特色有所差异，
包括传统图案以及使用色彩，还有风格特色，而
在地性设计则实现了这些地域元素的完美融合，
让最终呈现出的在地性设计效果更具地方特点，
更贴合地方的发展。比如说产品设计环节可以用
到竹编工艺或剪纸工业，打造具有地域特点的手
工艺 IP，而在建筑设计环节则借助于当地普遍
的装饰图案和色彩利用，体现出民族地域风格，
这些都是乡村振兴目标胜利实现过程中的重要元
素。

（三）社会需求的满足
首先，在地性设计在乡村振兴中具有服务当

地村民的内涵。开展在地性设计的目的绝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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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为了实现美观性或者是谋取商业利益，
更关键的是要让设计的效果满足当地居民的需
求，贴合居民的情况，主要考虑到当地居民的生
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还有社交需求来提供便捷
而实用的设计。比如说在乡村社区的设计环节可
能会设置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卫生站等设施，让居
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而针对于城市老旧
小区的改造则可能会增加停车位或者是休闲设
施，实现居民生活环境的优化。另外就是在地性
设计对于社区的发展有很大帮助，包括社区的经
济发展、文化发展还有社会发展都应该是其中的
重要组成。设计让当地的旅游业发展更加通畅，
提供了更充分的就业机会，给居民带来了更多收
入，也让当地的文化有了更为丰富的传承脉络，
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在乡村文化的交流传播过
程中有重要作用。

二、“在地性”设计在乡村振兴中的呈现

（一）乡村建筑设计
一方面是体现在针对于乡村传统建筑的保护

修缮。乡村地区流传下来很多历史悠久兼具文化
特色的传统建筑，对他们原本的建筑风格以及结
构材料进行保留，特别是对乡村地区的祠堂，、
宇等进行加固修复，有助于乡村历史记忆的承载
和延续，在这些乡村古建的修缮环节，可以融入
一些现代化的技术设施，让建筑更加安全舒适，
也更具传承力，比如说可以增加防火防潮措施，
改善建筑室内通风条件保证采光效果 [3]。另一方
面则是需要注重新建筑的地域特色融合，乡村建
设新建筑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地的自然环
境和文化传统，还有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新的建
筑以及农村地区整体的风格保持协调，比如说可
以借助于木材，石材等当地的建筑材料来充分体
现出地域特色，同时新建筑的呈现也可以融合传
统建筑的形式和风格，包括院落布局，雕花装饰，
都有助于形成一体化而浓郁的乡村文化氛围，这
些都是乡村振兴中在地性的具体体现。

（二）乡村景观设计
针对于自然景观的保护利用是在地性设计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乡村地区的山水林田，作
为自然景观尤其与生俱来的生态和审美价值，涉
及到河流湖泊的生态修复技术，有助于水质的改
善，打造乡村滨水景观，而借助于乡村的山地丘
陵地形则可以设计游客徒步的路线以及观景平
台，让人们在这样的平台中更好的欣赏自然风光，
还可以保留乡村地区的农田果园景观，发展观光
农业，实现农旅融合。与此同时，人文景观的营
造也是乡村景观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
通过挖掘乡村地区的悠久历史和民族风情，打造
具有特色性质的人文景观模式，包括乡村博物馆
的建设以及民俗文化馆的建设都体现出了人文景
观在乡村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而设计传统的民
俗活动场地则让乡村的居民在体会民俗活动的过
程中更进一步感受乡村的文化魅力，让乡村传统
民俗文化的传承更有空间、有平台。

（三）乡村产业设计
首先，乡村产业设计应当涵盖特色农业产业，

主要是依靠于乡村地区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资
源，建设特色农业产业，包括特色水果种植、花
卉养殖来打造特色的农业品牌，这个环节包括农
产品的加工设计以及包装设计也是其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农产品产业链完善的根基，也是农产
品附加值提高的方法，还有农业观光以及采摘体
验等项目都进一步促进了农业产业链的丰富。其
次是需要重视乡村手工业的设计，要挖掘包括编
织和剪纸在内的多元乡村传统手工艺技术，基于
此做好乡村特色品牌打造活动，比如说可以设计
有现代感的手工艺制品，让消费者的审美需求以
及价值需求得到满足，还可以构建乡村手工业合
作社，整合人力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保障产品
品质，并借助于旅游景区推广和电商平台推广等
途径，拓展乡村手工艺制品的销售道路，促进乡
村手工艺技术的传承。另外还需要重视乡村旅游
产业的设计，要依靠乡村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
设计乡村旅游产品，比如说可以开发乡村民宿或
农家乐或生态旅游项目，吸引更多游客到现场体
验乡村生活，在旅游产业项目设计环节可以注重
服务质量以及游客体验，设计舒适的住宿环境，
丰富多样的旅游活动，为游客提供流连忘返的项
目内容，同时配合开展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美
化道路，更新停车场，改进厕所，让乡村旅游更
加便捷。

三、“在地性”设计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

（一）保护乡村文化遗产
一方面，在地性设计促进了乡村历史记忆的

传承和延续。乡村地区包括传统建筑，民俗风情
在内的很多历史文化记忆都体现出了当地前人的
智慧结晶，在地性设计强调针对于乡村地区本土
元素的挖掘和保护，让乡村地区悠久的历史记忆
得以传承和发展。比如说在乡土建筑改造中保留
传统建筑风格特色，比如说木质结构设计，白墙
黑瓦设计，再适当融合一些现代化的设计理念和
思想，让老建筑在延续传统风格的同时焕发了新
的生机和活力，实现了建筑面貌的新呈现，也让
游客和村民更能够感受到乡村文化底蕴，有助于
传统民俗文化的弘扬和传承。民俗文化是在乡村
地区生活的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思想，包括传
统节日活动、民间艺术形式以及宗教信仰都是其
中的重要组成，在地性设计可以实现这些民俗文
化在乡村景观设计，公共空间设计以及旅游产品
设计中的完美融合，为更多的人提供体验乡村民
俗文化的场景和平台。比如说可以在举办乡村特
色传统节日活动的过程中设计一些配套的活动场
地和装饰，打造更为浓厚的节日环境氛围，可以
开发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比如说手工艺制品和特
色美食，给游客带来体验乡村生活的新体验，还
可以留存乡村文化记忆。

（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首先，在地性设计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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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地性设计打造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乡村旅
游产品和乡村旅游景观，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到乡
村地区旅游和体验，让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更
多的渠道和路径，比如说可以借助于乡村地区的
自然景观和农业资源，设计生态旅游项目，包括
农事体验活动，田园观光活动，还有农家乐活动，
还可以结合乡村地区的文化特色来开发文化旅游
产品，比如说可以建设乡村博物馆，开展民俗表
演活动以及传统手工艺体验活动，实现乡村旅游
内容以及形式的丰富 [4]。其次，在地性设计促进
了特色产业的发展，可以根据乡村地区的优势资
源以及基础产业来发展特色农业或乡村手工业、
乡村文化创意产业。比如说可以设计和乡村地区
更贴合的农产品包装，打造独特的乡村品牌形象，
让农产品更有吸引力以及品牌效果，还可以借助
于乡村地区的手工艺品资源发展手工产业，包括
编织、剪纸等不同的形式的手工艺制品，为游客
带来更为充分的购物需求和良好的购物体验。

（三）提升乡村生活品质
首先，在地性设计强调乡村的自然环境保留

以及人文环境的改善。借助于科学合理的规划，
让乡村的环境有更加优美和宜居的状态，比如说
在乡村景观设计中会保留自然山水，也会通过人
文途径增加一些公共绿地，拓展休闲的空间，对
于当地的村民来说，有了更为充分和丰富的户外
活动场所。在乡村建筑设计环节，对于节能环保
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通过先进
的建筑材料使用以及建筑技术方法，让建筑的成
本得到了控制，能源消耗问题也得到了缓解。其
次则是在地性设计让乡村地区的凝聚力得到了增
强，整个设计过程强调村民的参与和实时互动，
可以增强村民在社区中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比如
说在乡村公共空间设计环节就可以开展村民活动
中心以及文化广场的规划，让村民有更加充分的
交流场所和活动空间，对于村民，他们可以积极
参与到乡村的环境整治美化工作中，助力美丽乡
村的打造。

四、乡村振兴中“在地性”设计可以如何实
现

（一）深入了解乡村本土文化
首先，组织专业的人员针对乡村地区的历史

发展，民俗文化以及传统技艺和宗教习惯等进行
全方面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借助于对村民的走访
以及对文献资料的查询和实地考察，搜集文化资
源，让在地性设计更加方便和充分 [5]。比如说在
调查研究环节就可以体会乡村的传统建筑风格，
获得民间传说，学习特色手工艺制品，这是乡村
地区独特的文化符号，在设计的过程中有其应用
的作用。其次是需要在在地性设计中加强和护村
民之间的互动交流，村民是乡村的原住民，积极
和村民交流有助于设计人员了解村民的生活习惯
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村民创造了乡村的环
境以及乡村的文化，也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参与人
员，因此村民的建议对于在地性设计水平的提升

必不可少，也是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参考内容，
实践中可以通过开展村民动员会或座谈会的形
式，带领村民参与设计的过程探索乡村地区的主
要发展方向，提供设计建议。比如说在设计乡村
公共空间时，就可以听取村民对于这个空间的功
能设置以及景观布局所具有的意见，让最终呈现
出的设计效果更贴合村民的需求。

（二）充分利用乡村自然资源
首先是要加强针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在地性设计的前提和基
础，开展设计工作必须要关注乡村的山水林田湖
等自然资源的保护，绝对不能对于生态环境造成
破坏，将其作为代价来发展乡村经济要实现自然
和谐共生的原则，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利用
地形高差来设计错层建筑，使用绿色屋顶，降低
对于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其次则是需要开发
特色景观，包括田园风光，山林景观，河流，湖
泊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要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
景观模式，比如说在乡村旅游规划中，观景平台
以及徒步的线路可能是重要的组成，这些内容帮
助游客更充分的欣赏到了乡村地区的自然美景。
还可以借助于乡村的自然资源来开发特色旅游项
目，特别是田园采摘活动以及水上活动，让乡村
旅游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和全面，进而吸引更多
游客到乡村地区参观体验，在乡村振兴中贡献积
极作用。

五、结语

在地性设计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意义非凡，
这种设计模式看重对于乡村文化遗产的有效保
护，促进了乡村地区历史记忆的延续和传承，也
让民族文化有了更多传播的路径和方式，民间艺
术才得以在更新的时代背景中绽放光彩，展现锋
芒，让更多人员能了解到乡村地区的独特性，感
受前辈的智慧和灵感，因此针对于在地性设计在
乡村振兴中重要性的研究，有助于乡村振兴目标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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