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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民宿作为江淮地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合了休闲度假与乡村文旅的复合体验。本研究从乡村

民宿的特点入手，分析江淮地区乡村民宿的现状，讨论在乡村民宿中应用在地性设计的意义和价值。在

此基础上结合江淮地区的文化历史、自然环境和建筑风貌，深入探讨乡村民宿设计所需融合的在地性元

素。最后通过孟墓村民宿的设计案例提出了江淮乡村民宿在地性的设计策略。本研究旨在结合地域文化、

资源利用和用户需求，为江淮地区乡村民宿可持续发展和地区旅游产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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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Jianghuai region, rural homestay combines the 
compound experience of leisure vacation and rural cultural tourism. This study start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homesta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homestay in the Jiang-
huai region, and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applying indigenousness design in rural 
homestay.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cultural history,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rchitectur-
al style of the Jianghuai region, we conducted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local elements that 
need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design of rural homestay. Finally, through the design case of Meng-
mu Homestay, the design strategy of Jianghuai rural homestay is proposed. This study ai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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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ho-
mestay and the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Jianghuai region by combining regional culture,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user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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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宿作为一种融合传统文化、地域特色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住宿方式，成为乡村振兴和旅游业发展的

亮点。这种以“家”为概念的住宿方式不仅提供了旅行者与当地人亲密接触的机会，更是一种身临其境

感受当地文化、风土人情的窗口。江淮地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乡村民宿以

其别具一格的风貌和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验。本论文旨在探讨江淮地区

乡村民宿在地性设计的关键因素，力求通过深入的研究分析，为乡村民宿的设计与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

和建议。通过挖掘地域文化、当地资源和用户需求，本文将探索如何将这些元素有机融入民宿设计中，

以促进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丰富游客的体验，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感受到独特的

江淮韵味。从民宿的建筑外观到内部设计，从地域文化的传承到用户体验的提升，本文深入研究乡村民

宿的在地性设计，希望为保护乡村文化、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丰富人们的生活体验贡献一份力量。 

2. 江淮地区乡村民宿发展现状分析 

2.1. 乡村民宿的定义和特点 

乡村民宿是一种融合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理念的住宿方式，通常由农户或乡村居民利用自家闲置的

房屋或土地改造而成。它并非只是简单的住宿场所，更是一个可以深度体验当地文化、品味地道生活的

场所。乡村民宿以“家”的概念为设计核心，打破了传统酒店的标准化模式，让每一位住客都能感受到

家一般的温暖与舒适。民宿常常依托于乡村的自然环境和独特风光，为游客提供了远离城市喧嚣的宁静

和清新。同时，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氛围也成为吸引游客的亮点，让人能够深入感受当地的历史、

民俗和生活方式。这些乡村民宿，它们或是百年老宅的翻新改造，或是仿古建筑的重塑，抑或是现代设

计的创新融合。不同的风格和结构，却都传递着一种独特的韵味，融合了历史传承与现代舒适，让人仿

佛穿越时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体验别样的人生。 

2.2. 江淮地区乡村民宿发展现状 

江淮地区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乡村民宿在过去数年间蓬勃发展，展现出多样化和独

特的特色。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江淮地区的乡村民宿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安

徽、江苏两省地域内乡村民宿的数量增长迅速，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仅以 2022 年为例，安徽省的乡

村民宿数量就达到了约 2000 家，而江苏省则超过了 1500 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1]。这些乡村民宿

的类型多样，涵盖了传统民居改造、新建仿古建筑和现代设计等多种形式。有的民宿选择将传统的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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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改造成具有现代舒适设施的居住环境，另一些则选择建造仿古建筑，以古典的建筑风格为特色。而

还有一些民宿则采用现代设计理念，结合自然风光和现代艺术元素，营造出别具一格的空间氛围。 
在乡村民宿的特色方面，江淮地区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地域风貌，呈现出了多样的特色。

大多数民宿依托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底蕴，例如在安徽的黄山周边、江苏的扬州古城周边，民宿更

是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山水风光和古村落氛围，如山水田园、农耕文化等，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住宿体验。

另外，江淮地区的民宿也在饮食文化、手工艺术等方面有所突出，让游客能够全方位地体验到当地的风

土人情和传统文化。在当前的设计趋势方面，民宿的设计已逐渐趋向于在地化和个性化。设计师们注重

将当地文化元素融入到建筑结构、装饰风格和服务理念中，以增强民宿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乡村民

宿是乡村旅游的重要载体，但目前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缺乏规划、丧失民宿特色、破坏乡村景致等问

题，解决这些问题后才能促进乡村旅游又好又快地发展[2]。 

2.3. 民宿在地性设计概述 

在地性设计是指在特定地域背景下，结合当地的文化、传统、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因素，以尊重和体

现地域特色为核心，进行设计创作的理念和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对当地特有文化和环境的挖掘和应

用，使设计作品具有地域性、本土性，强调设计与所在地域的紧密联系。在地性设计的目的在于创造具

有独特地域特色和文化品位的作品，以满足当地居民和访客的需求，同时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3]。
乡村民宿作为融合旅游、文化和生活体验的场所，其设计应该深度融合地域文化、自然环境和当地特色。

通过在地性设计，民宿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使游客在体验的过程中感受到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增强游客对乡村的认知和体验感受。同时，也可以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 
在实际的民宿设计中，设计者们开始注重挖掘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建筑风格以及民间艺术，将这

些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民宿的建筑结构、装饰风格、服务理念等方面。例如，在江淮地区的一些民宿中，

设计师们充分利用当地的传统建筑手法和材料，如木质结构、瓦片屋顶等，将古老的建筑元素融入到现

代化的空间设计中，创造出既有历史底蕴又符合现代需求的民宿空间。同时，一些民宿也通过民间手工

艺品的展示、当地特色食品的提供等方式，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此外，

一些研究还强调了在地性设计对于乡村民宿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在设计过程中，注重利用可再生资源、

节能环保等理念，使民宿建设更加符合当地的自然环境特点，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促进民宿可持续

经营和发展[4]。 

3. 江淮地区乡村民宿在地性设计要素分析 

3.1. 地域文化与历史特色分析 

江淮地区位于中国东部，以长江和淮河为界，涵盖了安徽、江苏部分地区。这一地区拥有悠久的历

史和丰富的文化积淀，承载了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 传统文化积淀：江淮地区历史悠久，

孕育了深厚的传统文化。这里有丰富的文学艺术、民间传说、戏曲文化等传统文化遗产，如黄梅戏、评

弹等，传承着古老的艺术传统。2) 古老的建筑文化：地区内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如黄山的古村落、徽派

建筑、江南水乡的园林等，展现出独特的建筑风貌和精湛的建筑工艺。3) 文化庙会：地区内有丰富多彩

的传统庙会活动，如民间艺术表演、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等，是当地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4) 古代文明遗

址：江淮地区孕育了许多重要的古代文明遗址和历史遗迹，如扬州瘦西湖、黄山等，见证了中国古代文

明的兴衰和变迁。5) 重要的历史事件：地区内曾发生过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淮扬会盟、徽州府治

等，这些历史事件对地区文化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淮地区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对民宿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设计中得到了融合和体现。1) 

建筑风格与特色：民宿设计常常借鉴当地传统建筑风格和工艺，如徽派建筑的飞檐翘角、江南园林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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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布局等元素被巧妙地融入到民宿建筑设计中。2) 装饰与艺术：设计师常利用当地的民间手工艺品、绘

画艺术等，将传统的工艺美术融入到民宿的室内装饰中，增添了独特的文化氛围。3) 服务理念与活动策

划：民宿在服务理念和活动策划上也会结合当地文化特色，例如举办传统文化体验活动、提供当地特色

美食等，让游客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当地文化。江淮地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背景为民宿设计

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灵感和元素。在民宿设计中，充分融合当地文化和历史特色，不仅为游客提供了独特

的体验，也为地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2. 自然环境与建筑风貌结合 

江淮地区自然环境多样，兼具水乡和田园风光的特色。这一地区地处长江和淮河流域，拥有众多湖

泊、河流和运河。船屋、水乡村落、古桥等元素都构成了水乡特有的文化风貌。大片的田园风光亦是江

淮地区的常见景观，金黄的稻田、翠绿的菜地和广阔的农田构成了美丽的田园画卷。在民宿设计中，可

以借鉴水乡的特色，采用水边建筑或搭建部分民宿在水面上的设计，如搭建水屋、设立水上平台等，使

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水乡文化。利用民宿周边的田园景观，设计室外空间，如庭院、露台，打造观赏田

园景观的舒适环境，提供与自然融合的休闲体验[5]。 
江淮地区的水乡和田园风光为民宿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元素。通过融合水乡和田园景观，民宿

得以打造独特的空间体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自然环境的美妙，体验到水乡和田园的韵味。同时，将自

然环境与建筑风貌相结合，注重生态环保理念的运用，既展现了地域特色，也彰显了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和保护。 

3.3. 当地材料与工艺运用 

使用当地材料和传统工艺是民宿设计中重要的在地性表达方式。通过运用这些材料和工艺，不仅使

民宿更具地域特色，更能增强游客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和体验感，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江淮地

区富饶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材料种类，为民宿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选择。采用当地材料不仅有利于减少

运输成本，也能够更好地融合当地环境，增强民宿与地域之间的联系。在民宿的建筑材料中，设计师们

广泛应用当地的竹木、青砖、花岗岩等材料，将这些材料运用到建筑结构、装饰和家具制作中。在建筑

结构方面，可以采用当地的传统建筑技法，如徽派建筑的木结构榫卯工艺，使建筑更具地域特色。在装

饰方面，可利用当地独特的青砖来进行墙面装饰，或使用竹编等传统手工艺品作为装饰元素，为民宿营

造独特的文化氛围。此外，家具制作中也可以选用当地木材制作家具，加入传统的工艺和文化元素，使

客房更具本土特色。 
传统工艺在民宿设计中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彰显地域文化和历史底蕴。在装饰与装修方面，江淮地区

民宿设计常融入传统的木雕、瓷器、织锦等工艺品，作为室内装饰的重要元素。这些传统工艺品不仅美

观大方，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让游客能够在享受居住的同时，亦能感受到当地文化的

深厚底蕴[6]。另外，一些手工艺品如竹编、扎染等也被运用到室内装修中，打造独特的空间氛围，增添

了民宿的品味和特色。此外，传统工艺在服务和体验项目中也得到了运用。如举办手工艺制作活动、传

统技艺表演等，让游客亲身参与，并且感受当地工艺技能的精湛与魅力。在地性设计的理念倡导下，民

宿设计中充分运用当地材料和传统工艺的做法使得民宿不仅是旅行的住宿场所，更是当地文化与传统工

艺的体现，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和深入的文化体验。 

4. 江淮地区乡村民宿在地性设计策略——以孟墓村民宿为例 

4.1. 本土元素的观物取象 

孟墓村民宿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孟墓村的家庭农场中，距离南京市区约 30 km，北临汤山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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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临佘村。民宿建筑总占地面积 1139 平方米，需改造加固建筑面积 509 平方米，是一个集住宿与休闲度

假为一体的多功能空间。原有建筑结合了北方中原一带的“合院式”和徽州地区“厅井楼居式”特点，

布局紧密规整。建筑外观的装饰追求简洁素朴，墙面开小窗，大部分为单层建筑，且高度不超过 6 米(图
1)。作为世纪初建造的砖混结构民居建筑，它的设施设备相对滞后，如水电设备、卫生设施、排水系统

等不够完善。同时，现代生活需求的变化使得传统布局无法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居住需求，如私密性和舒

适性等方面存在不足。 
 

 
Figure 1. Mengmu homestay in original condition 
图 1. 孟墓村民宿原始状态① 

 
通过实地调查，依托于家庭农场建设而成的孟墓村民宿可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农业产品和乡村文

化。这些资源包括优美的自然风光，如田园风光、山水景色等，为游客提供了舒适宜人的环境；丰富的

农产品资源，如绿色有机农产品、特色农副产品等，为民宿提供了丰富的饮食体验；此外，乡村文化、

传统手工艺品、民间艺术等也是重要资源，能够为民宿增添地方特色和文化氛围。依托这些资源，家庭

农场中的民宿可以提供给游客独特的农家体验，包括农耕体验、采摘活动等，吸引游客感受乡村风情，

享受悠闲的乡村生活，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和繁荣。 
结合家庭农场资源优势进行民宿设计改造与活化，更有利于乡土文化挖掘，旅游观光拓展。孟墓村

民宿项目的设计融合了花木、竹编、木雕、稻穗等在地性元素，从建筑风貌到室内装饰，体现了江淮地

区独特的文化和环境特色。借助孟墓村的溪流、原始次生林、水渠等形成意趣盎然的山村有机系列，提

取这些根植于当地的元素转化为设计语言。 

4.2. 因地制宜的序列关系 

孟墓村民宿项目在设计过程中不局限于传统江淮建筑的外观、体量与尺度，重新组织建筑与庭院的

关系，梳理动线，并根据空间新定义考虑其使用需求，采用灵活的现代手法来丰富建筑与空间层次。项

目在经过建筑改造加建后，形成 5 个单体建筑，包含 2 间家庭客房，5 间客房套间，2 间客房，以及客厅、

餐厅、茶室、厨房、等(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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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engmu homestay space layout 
图 2. 孟墓村民宿空间布局② 

 
鉴于江淮地区夏季炎热、冬季寒冷的气候特点，民宿建筑朝向上尽可能利用自然光线和通风，以减

少能源消耗。同时，建筑之间采用错落布局，既避免了直接的暴晒和寒冷，又保证了空气流通。屋顶结

构借助悬山顶、歇山顶等形式，以适应气候变化，保障建筑内部的通风和保温。江淮地区传统民居建筑

常以庭院为中心，围合式的布局形式较为常见，但在此项目采用更具现代意识的动静分离手法，通过将

公共休闲区域、用餐区等布置在庭院周围，来保证休息区私密性。在民宿的空间布局上充分利用江淮地

区的平原地貌特点，庭院设计以青石板铺设的小径、假山水池等元素，同时合理设计观景台，使其面向

优美的自然景观，提供宜人的观景体验。 

4.3. 改旧如旧的场域表现 

孟墓村民宿项目的建筑外观和室内装饰充分体现了江淮地区的特征和家庭农场的内在资源，以传统

工艺品、自然元素和乡村风情为主要表现形式，营造出具有在地性特色和文化认同感的独特空间。借鉴

江淮地区的徽派建筑风格，整体建筑以黑白灰为主色调，墙面为白色的外墙自洁涂料，强调了线条简洁

的特点(图 3)。建筑整体设计注重对称美和比例感，体现出江淮地区传统建筑的典雅和端庄，使用当地独

有的青砖砌筑手法制造腰线，为建筑赋予了独特的地域性特色。 
 

 
Figure 3. Mengmu homestay appearance 
图 3. 孟墓村民宿外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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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装饰以展现家庭农场农耕田园的内在资源为主题，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舒适的居住环境。

室内设计充分利用了自然光线，采用大面积的落地窗、透光隔断等设计，使室内空间通透明亮，增强了

居住舒适度。设计风格注重舒适实用，铺装用材选用当地木材制作，营造出质朴自然的居住氛围。此外，

在装饰色彩上，选择了符合江淮地区自然风光的色调，如柔和的浅黄、淡绿等色系，营造出宁静和谐的

居住环境。民宿在布置中也考虑到家庭农场资源的利用，如将当地的农作物、竹编制品等作为装饰和摆

设融入到墙面、饰品等方面，为空间增添了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展现出丰富的乡村生活气息(图 4)。 
 

 
Figure 4. Indoor performance of Mengmu homestay 
图 4. 孟墓村民宿室内表现② 

4.4. 文旅融合的复合体验 

孟墓村民宿项目充分利用家庭农场的内在资源，打造了融合了休闲度假和乡村文旅的复合体验。游

客可以入住充满乡土气息的客房，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庭院景观以及静谧自然的环境为游客提供了休

闲放松的空间，漫步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上，欣赏周围的田园风光，感受大自然的清新和宁静。民宿舒

适的住宿环境让游客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到悠闲惬意的乡村生活。同时，农场内户外运动的设施、露

营地的篝火晚会等，为游客提供丰富的娱乐和休闲选择。 
此外，孟墓村民宿项目还融合了丰富的乡村文旅体验。游客可以参与农事活动，体验农耕劳作的乐

趣，亲自参与采摘农产品，了解乡村生活的美好。民宿也可能组织乡村文化展示、传统手工艺制作等活

动，让游客领略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游客还可以品尝到新鲜的有机农产品或特色农副产品，享受地

道的乡村美食，体验不同于城市的饮食文化。这种复合体验将休闲度假与乡村文旅相融合，不仅满足了

游客对放松休闲的需求，还让他们深度融入当地的乡村文化氛围中，体验到不一样的乡村风情，丰富了

旅行的内涵，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5. 结语 

通过对乡村民宿在地性设计的深入探讨，我们深刻理解了在地性设计如何赋予民宿独特的地域魅力

和文化底蕴。民宿不仅是游客休闲度假的选择，更是乡村文旅体验的集中展示。在地性设计策略不仅仅

是对建筑外观、室内装饰的考量，更是对地域文化、历史传承、自然环境的深度体现和融合[7]。在江淮

地区乡村民宿的发展中，我们应持续关注并加强在地性设计的应用。通过对当地文化、传统工艺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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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充分利用，民宿能够成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也能为游客带来独特的体验。在地性设计不仅是建筑

的形式，更是对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的传承，是对乡村文化的重新诠释和呈现。在地性设计的理念和实

践，将为乡村民宿赋予更加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也将为游客提供更加多元、丰富的旅游体验。在未

来的发展中，愿我们能持续探索、创新，将乡村民宿打造成为体现当地特色和文化魅力的旅游胜地。 

注  释 

①图 1 来源于作者自摄 
②图 2~4 来源于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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