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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街道的设计重心偏向“车本”，而忽略了人的尺度比例，失去了街道空间

的亲和力。反观自然村街道宜人的尺度与其特有的生活画面，使我们把探索的目光转向自然村。文章以

河套平原村落的街道空间为主要对象，通过现场观察、问卷访谈等方式对河套平原永昌村进行调研分析，

探索自然村落街道空间的合理性及其不足，减少街道泛视觉化。文章最后提出了街道空间传统与多样性

建设的建议，调整街道尺度，强化街道空间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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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design focus of urban streets tends to be “car-based”, 
while ignoring the scale ratio of people and losing the affinity of street space. In contrast, the plea-
sant scale of the streets of the natural village and its unique life picture make us turn our eyes to the 
natural village. This paper takes the street space of village in Hetao Plain as the main object,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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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ite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other method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Yong-
chang Village in Hetao Plain, explore the rationality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street space of natural 
villages, and reduce the pan-visualization of streets. Finall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treet space tradition and diversity, adjusting street scale and strengthening the 
vitality of street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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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标志着国家对

于乡村的重视持续加强，进一步指导了和美乡村建设。乡村街道空间作为乡村空间最为核心的部分，是

村民日常社交、生活的重要场所，涉及农民日常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诸多方面，对于农民的美好生活

和乡村的美好发展意义重大[1]。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和“城镇化”不断向乡村渗透，曾经充满活力

的乡村空间日益衰败，村民找不到集体感和归属感[2]。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大规模展开，乡村基础设

施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忽视了乡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街道空间活力面临危机[3]。国内关于城市或

城镇街道空间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缺少对于乡村层面街道空间的研究。乡村街道空间研究在乡村振兴

背景下意义重大，对于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可提供一定参考。 

2. 河套平原永昌村总体特征 

2.1. 永昌村概述 

永昌村位于河套平原的西北区域，远离山体，不易受山洪等自然灾害影响，可分为旧村部分和新建

部分(21 世纪前所形成的村落不受政策限制，以下称为旧村部分；21 世纪后国家有关控线政策出台，进

而形成较为规整的分布，以下称为新建部分)，自然村落保存较完整。人口规模约为 2000 人左右，其中

约 40%~50%外出打工或上学。现居村民多为祖辈移民而来，文化和宗族底蕴较弱，姓氏亦多。永昌村的

物质形态、社交形态及生活形态保持着河套平原地区自然村落所特有的较为完整、原始的风貌特征[4]。 

2.2. 永昌村形态特征 

村落是由功能空间、社会空间和意识空间三位一体，多层结构的统一形态[5]。村落形态受到自然条

件、社会文化、生产活动以及共同信仰等诸多要素的影响及其复杂的相互运动推动下，自然而然产生其

丰富性和多样性[6]。永昌村拥有固有的生态、经济、社会与文化形态、建筑形态以及空间形态，与城镇

格局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人居环境特征不同于城镇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人文形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靠水吃水”，人与自然的亲和性、村落与自然的共生形态。 
人与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熟人社会、价值观相对统一，与外界相对隔离，同构性强。 
2) 空间结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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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熟人社会”的村庄体系具有多重的社会关系及相对单纯的文化形态，因而村庄的公共性和透

明度得以加强，而私密性相对削弱。永昌村其整体空间布局较为松散灵活，住居之间间距较大，开放性

相对较强，可谓“鸡犬之声相闻”。村落旧村部分的形态趋于一种较为自由的树枝状的生长逻辑，新建

部分呈现相对规整的线性布局。 
村落整体相对开放，而随着开放度的增强，使得整个村落形态产生与自然环境的渗透共生关系，与

传统农耕经济所产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风水”思想等生态观不谋而合。同时，其丰富的空间层

次，以模糊的界域柔化公共空间、半公共空间以及私密空间之间的明显界限，达到自然的过渡，这也是

村落中丰富的交往系统中的一种物化表现。 

3. 永昌村街道空间分析 

在自然村落中，街道空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村落形态的主要骨架。自然村落街道空间是在

村落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由周边建筑实体围合产生的。街道空间丰富的变化，正是由于村落的

自然生长以及乡土建筑的自发建造，方形成了如此丰富多变的形式。 

3.1. 街道组织特点 

街道本身由主路、支路、小巷形成树枝状多级网络结构。 
从结构方面来看，永昌村的主要街道体系呈现不规则的十字形，一条贯穿南北的主路与东西向沿水

渠形成的自然村落间连接的道路交叉形成村庄的主要道路骨架，由主路向村落内部延伸形成自发的枝状

道路网。其中，旧村部分的街道自然生长特征明显，而新建部分由于受国家政策影响而相对规整。村庄

中道路网密度较高，尺度宜人，适宜步行，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 
从线形上来看，旧村街道线形自由灵活，自然生长，街道曲折多变，有明显的生长特征。弯曲的街

道消除了狭长而单调的街景，街道空间的收放变化也自然形成很多小而别致的空间节点(场所)。反观新建

部分，其街道线形略显规整，人工规划痕迹相对明显，但依旧有自然形成的特征，村中诸多空地由于使

用频繁而形成步行小道。 
从街道走向来看，村落中街道走向多蜿蜒曲折，方向性不明确，在外人看来是神秘莫测，但对于当

地居民来讲，这样的街道空间反而是熟悉、实用和现实的，给人们亲切愉快之感，因地制宜，在有限的

街道中满足村民的交通，而且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公共场所，具有较强的识别性与使用性。 

3.2. 街道空间形态构成分析 

街道空间构成要素的基本形态可以分为“点、线、面”。“点”在空间中的表现形式一般是指比较

集中的、规模不大的区域，具有标志性、向心性；“线”在空间中更多地体现于围合形成的带状区域，

具有划分空间以及导向的作用，影响着人的物理运动和视觉走向；“面”可以理解为是空间中点平面的

集合，可以表现为外部空间的扩展，并与街道空间融为一体，构成一定容量的外延性公共空间。 
永昌村中分散布置有规模不大的点状空间，可分为街道的起终点与转折点。起终点可视为街道空间

发展的端部。永昌村街道起点位于村头与外部交通连接的十字路口处，两侧残留当地祭祀活动留下的物

品，是当地举行一些传统活动的场所，同时也作为村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终点位于村尾灌溉水

渠的水闸处，是村落形态不断扩展的结果。村内的转折点多出现于街道交叉口，常伴随标志性引导物，

如高大乔木、桥等，也作为村落街道序列空间的变化与过渡，营造出良好的交往空间。 
村落以狭长的线型空间为主，两侧多由建筑山墙或低矮院墙围合，或一侧为自然乔木的街道空间。

借助这样的线型，网状街道空间连接各家各户，形成完整的序列，以及独有的街景空间。本村街道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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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较强，街道线型灵活自由，蜿蜒曲折。街道空间宽窄变化丰富，转折处柔和过渡，强化了村落空

间的可识别性与标志性，同时给人感官和心理上留下深刻印象。 

3.3. 街道空间界面分析 

3.3.1. 限定界面 
地面是街道空间中与人们接触最为密切的界面形式之一，它有组织人们活动的能力，同时还可以起

到划分领域和强化景观视觉效果等作用。永昌村街道路面先由村落外部的石灰渣铺路，再经由村落自然

土路形成村落的起点。路面边缘存在天然植被，划分了路面界线并丰富了界面内容。村落内部街道由于

地形的起伏变化，产生路面上的抬起与下沉，路面起伏有致，丰富了高程区间，同时也使人们的视线得

到延伸。 
侧界面作为围避物，它的质感、高低和前后错落能够渲染街道空间的气氛。侧界面也是一种观赏面，

在一定视距下，作为空间的背景和轮廓。永昌村街道侧界面材质丰富多样，由村外经村口进到街道空间，

其材料分别有葵花杆、玉米杆、杨树幼苗、沙枣树、红柳、芦苇等自然植物及人工制成的塑料网等。由

于侧界面竖向高低变化，产生富有韵律与节奏的美感。 

3.3.2. 尺度与比例 
不同的空间可以通过其尺度的变化，对人的视觉感受产生影响，进而令使用人群产生或愉悦或压抑

等不同程度的心理感受，甚至影响人在街道中的行为。 
永昌村的主要街道路面宽度在 3.5 米到 6 米之间，住居的后退以及外院的布置形成灵活且富有变化

的街道尺度，而与此相对照的临街侧界面高度依据界面材质的变化，从 0.60 米~3.20 米不等。行走在街

道上容易让人产生多样的心理感受，有别于单调的街景。 
通过对永昌村主要街道进行实测分析，我们发现其街道空间宽高比例普遍偏大，整个街道空间中 D/H

大于 1，甚至大于 3，但是行走其间并没有感觉到不舒适，或者空间离散之感，反而具有丰富的视觉焦点

以及趣味空间[7]。分析其原因，我们发现永昌村主要街道空间在紧邻住居一侧形成微观界面，交通工具

常年行驶自发形成的路面两侧的步行空间与街道侧界面形成微观界面。步行空间宽度 D 在 0.9 米到 1.5
米之间，与侧界面 H 的比值普遍接近于 1，同时由于其沿水渠一侧空间开敞，避免了 D/H 比值小于 1 时

空间狭隘局促的缺陷。 

4. 永昌村街道空间使用性分析 

4.1. 不同人群的交往分布 

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接触，传递信息和情感的行为活动。交往空间顾名思义就是能提供人们日常

生产生活、交往的空间环境[8]。自然村落街道作为其独特的交往空间，是不同类型的人群集聚的场所。

各个年龄结构的人群根据其交往特征的异同形成不同的时间、地点与规模的时空分布[9]。 
对永昌村不同人群的交往时空分布进行实地调研，范围选取该村各街道主要节点处，采用直接观察

法，多人分时段分地段现场观察、记录。调研过程中，天气情况良好，人群交往情况正常，调研所得数

据合理可靠。对观察记录结果进行统计与叠加，分析得出永昌村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交往特点。 
老年人(55 岁以上)：老年人交往多发生于早晨 7 点到 12 点之间，在 10、11 点达到高峰，规模最大；

从 11 点左右交往规模开始减少，到 13 点交往基本结束；从下午 3 点开始，交往开始发生，在 5、6 点达

到高峰，规模最大；从 6 点左右交往规模开始减小，到 8 点交往基本结束。交往主要发生于次路二与主

街(中)的交叉口地段，最大规模能达到 15 人左右。次路一与主街(中)的交叉口地段，最大规模能达到 5
人左右。交往方式多为交谈、带小孩、打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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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人(20~55 岁)：中年人交往多发生于早晨 8 点到 10 点之间以及中午 11 点到 1 点之间，持续时

间较短，规模较小；从下午 3、4 点交往开始发生，在 5、6 点达到高峰，规模最大；从 7 点左右交往规

模开始减小，到 8 点交往基本结束。交往主要发生于次路一与主街(中)的交叉口地段，最大规模能达到

20、30 人左右。次路二与主街(中)的交叉口地段，最大规模能达到 10 人左右。交往方式多为交谈、休息、

开会、打麻将等。 
儿童(6~12 岁)：儿童交往时间地点不固定，多为节假日及白天空闲时间，规模波动较大。交往方式

多为嬉戏玩耍。 

4.2. 街道空间活力分析 

街道空间的活力主要来源于人在其中的各种活动，其活动越是丰富就越能吸引人，人的社会属性决

定了人们是希望融入到整个社会集群中的，希望进入各类公共场所参与活动，与人产生互动交流，诸如

打招呼、闲聊、聚会等[10]。 
永昌村街道空间的活力取决于其不同的空间要素以及社会要素[11]。根据上述方法，得到永昌村 3

条街道共 5 个街面的评价分值结果，以及绘制出相应活力评价折线图。从评价表中可以看出：主街(中)
及次路二，其大部分因子得分都在±0 水平线以下，街道空间的整体活力偏差。次路一的各因子得分在±0
水平线上下浮动较小，街道空间的整体活力一般(见表 1)。 

 
Table 1. Space vitality evaluation table 
表 1. 空间活力评价表 

 热闹度 整齐度 遮荫度 使用度 界面形式丰富度 围合度 

主街(东) 0.35 −0.40 −0.20 0.55 0.20 −0.50 

主街(中) 0.70 0.60 0.30 0.70 0.75 0.45 

主街(西) −0.20 0.00 0.75 0.20 0.55 0.35 

次路一 0.10 0.25 0.30 −0.25 −0.1 0.30 

次路二 0.15 0.35 0.65 0.25 0.30 0.50 

5. 永昌村街道空间概念设计 

5.1. 设计理念 

事物的发展有其内在规律——产生、发展、高潮、衰败。随着农村开放和城市化的发展，传统村落

景观和乡土建筑必然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现代景观或建筑原型的缺失将导致其盲目无序的发展，因此我

们需努力继承传统村落景观建筑中优秀的元素[12]。本次概念设计的主导思想是，基于农村原有的生产生

活形态，汲取村落街道的利于人们交往和生活的元素，参考城市公共空间形态的演变规律[13]，寻找村落

现代化转型的舒适均衡值，以寻求村庄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的平衡点。 

5.2. 节点设计 

1) 入口景观 
以红飘带形成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开端，区别于一望无垠的平原大地景观，形成强烈的场所感和归

属感。同时，连续空间的引导性，给人“回家”的心理暗示。 
车道与人行道用“红飘带”分开，“红飘带”的尽头上升，形成一个抽象的门，一方面起到框景的

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了村落的起点；整个入口景观呈现视线的不连续性，一边始终开敞，一边时而通透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2038


赵海男 
 

 

DOI: 10.12677/sd.2024.142038 299 可持续发展 
 

时而遮隐，产生流动的趣味；“桥”作为一个重要的景观因素，不仅对空间起到限定作用，并对起点作

了强调。 
2) 树阵 
树阵能起到遮掩视线的目的，又因存在树木间隙，可以将村落全貌若隐若现展示出来，完成由自然

景观到村落人文景观的过渡，走过之后产生豁然开朗的感觉，营造更好的空间气氛。 
3) 街道 
基于农村车流特征，行人、自行车、机动车共享街道空间[14]。以木质景观座椅适当分割，形成公共

空间到半公共空间再到私密空间的三级空间层次。 
4) 新节点 
采用当地材料葵花杆、杨树幼苗、土坷垃等，营造亲切的空间氛围。丰富原有节点的空间层次，提

供一个有一定围合、有层次、能休息的社交空间。高低错落的不同满足坐姿需求，同时与传统文艺活动

结合形成观演看台。 
对于现状新节点的改造，栅栏作为空间的屏障进行后退，使公共空间更加开阔更适应人们的交往活

动[15]，并内凹处理，增强场所感和安全感，同样屏障后移并内凹，增强场所感。坐凳的基本元素是当地

材料泥土砌成的“土块”，以两棵大树为两个主要堆积点和最高点，向四周扩散，其中尺度以适应不同

坐姿，聚散形式和程度以人流方向和服务主体(老人)的交往活动形式为主要参考，如形成“T”字型调整

高度可做下棋打牌之用。视线的组织以开敞和适当遮蔽相结合，在增强安全感的同时，满足人们“有所

看”需求[16]。 

6. 结语 

在经济高速发展、快速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城市空间与社会文化处在转型之中，城市传统街道空

间正在面临消失，但在自然村落中依然保有生机勃勃的街道活力。本论文通过对永昌村街道空间特点以

及使用性的分析，得出自然村落街道较城镇街道独具向心力的原因以及不足之处。通过概念性设计，对

村落街道的不足加以改进，使其更好地发挥街道的交往自发性。为今后新农村建设提供参考性意见，以

及一种城镇街道建设的可能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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