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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曹庄朱村为案例，深入探讨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策略。通过对朱村古村落的历史文化

背景、院落空间布局、建筑结构和材质以及民居艺术构建进行深入分析，突显其独特的环境、院落和建

筑特色。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可持续发展策略。该研究不仅有助于实现乡

村振兴目标，还为当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注入新的活力。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传统村落保护

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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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Caozhuang Town Zhu Village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the protection and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ourtyard spatial layout,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and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 artistic construction of residential houses in Zhu Village, the unique environment, cour-
tyards, and architectural features are highlight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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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achieving the goal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also injects new vi-
tality into the local economy and culture. Through this study,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bal-
ance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viding valua-
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simila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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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村落是历史的见证者，其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演变，同样，它还是乡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着人们生活方式、传统工艺和民俗习惯。在大力宣扬乡村振兴的社会环境中，保

护古村落基本面貌，挖掘乡村地域性文化，并融合线上线下的旅游业发展，打造多形式、全方位的创新

型村落成为当前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临沭县曹庄朱村传统古村落的调

研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策略，致力于为当地的古建筑保护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2. 村落历史文化背景 

2.1. 村落历史概述 

村落历史不仅是时代变迁的见证，更是一种血脉烙印。朱村有着“襟洪沟而带沭流，依岌峰而绕湖

水，屏障苍翠，藩篱马陵，吉人吉地也”的文献记述，正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其逐渐发展为鲁东

南的重要城镇，延续至今。朱村村落历史文化记述详细且有考有据，研究朱村历史是探寻朱村村落根脉、

寻找情感认同的重要资料，对挖掘朱村文化价值，发展当地旅游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2.1.1. 村落形成与发展历程 
朱村，位于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位于鲁东南苏鲁交界处，西倚岌山，东傍沭河，与大官庄

水利枢纽遥相呼应，与沭河古道、沭马风景区上下贯通。朱村水陆交通方便，自然环境优美。由于境内

河流纵横，盘绕似玉带，形成了“九龙戏珠”的格局，故旧名为“珠村”(如图 1)，因历代村民尊崇“程

朱理学”，后正式改名为朱村[1]。 
据史料考究，朱村的区划发展沿革最早可追至春秋战国时期，经由宋元明清一直变化，直至解放前

期才重新划归为临沭辖域。朱村现有 30 余间结构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这些民居建筑群位于朱村中心

偏北，由朱村王氏族人建造而成，分东楼、北楼、南楼、前楼、后楼等五大片区建筑群体，现在均住着

朱村王氏族人。朱村传统建筑呈合院式组群布局，多采用砖木结构，砖雕、木雕、石雕在建筑上广泛应

用，飞檐斗拱，檐牙高啄，整个村落古朴典雅，至今依然保留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风格，是目前鲁东

南一带唯一一处规模较大、影响甚广、保留较为完整的明清古民居建筑群。 

2.1.2. 村落形成与发展历程 
朱村古村落的姓氏以王氏为主，延续至今的《王氏宗谱》中记载了王氏的代表人物及其历史事件。

王调鼎(1743~1820)字汝和，廪贡生。循孔孟之道，教无类。家中设塾室，教书育人。弟中多有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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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istorical map of Zhu Village ancient town 
图 1. 朱村古镇史料地图 

 
太学士。为《续修郯城志》采辑兼分校，任王氏族长。王椽(1747~1815)字钜颖，号砚亭。六岁能背《四

书》《五经》，十岁以诗词歌赋闻名乡里，十五岁入文庠，二十三岁恩科中举，三十四岁，任山东成武、

博兴、沾化教谕，成绩斐然。五十八岁考取进士，为钦点“即用”知县，一生著书立说，钻研理学经文，

著《砚亭诗文集》。 
贤良牌坊，朱村王氏九世王业来，其妻孟氏祖籍于古庄。孟氏风华正茂时嫁给了王业来，过门不久，

王业来因病与世长辞，年轻的孟氏一直守了六十多年的寡。为了表业孟氏的忠贞，清嘉庆帝于嘉庆十六

年(1811 年)下旨封赏贤良牌坊，并于 1812 年 4 月 10 日建于朱村王氏林前。但上世纪 60 年代，孝贞牌坊

被人为毁坏，只余留带有题字的碎裂石块依稀可辨。 

2.2. 红色文化背景 

20 世纪 30 年代，朱村党支部成立，积极宣传抗日爱国，并组织“青抗团”参军参战，在党组织的

带领下村公所、青救会、农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组织相继成立。 
朱村战役与“钢八连”：1944 年 1 月 24 日(除夕)凌晨，日伪军 1000 余人扫岌山区及朱村。驻守在

沭河东岸的八路军 115 师三营八连听到枪声后，火速奔向朱村投入保卫战斗中。战斗结束后，朱村人民

慰问八连并赠送一面绣着“钢铁英雄连”的铭旗。1944 年 8 月，在山东军区战斗英雄表彰大会上，八路

军 115 师正式命名八连为“钢八连”(如图 2)。 
 

 
Figure 2. Remnants of Red Army in Zhu Village 
图 2. 朱村红军遗留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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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村特色民居分析 

3.1. 院落空间布局 

朱村村民在长期生活过程中总结出一套较为适合朱村古村落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朱村的古建院落

布局多以一进一、一进二、一进三四合院为主(如图 3)，受儒家礼制思想及自然环境条件影响，院落空间

主要由主屋、耳房、倒座、院墙及正门五部分组成，空间秩序严谨、主次分明。 
主屋也称为堂屋或正房，坐北朝南且多为 3 间，正房设置于北方，不仅体现“北为尊”的人伦思想，

还具备寝室空间的私密性和隐蔽性。正房中间为厅，以作起居室或作为客厅，中厅空间往往摆放条几、

椅凳，配有花瓶、镜子、钟表、字画等装饰，还隐喻象征家庭“一生平静、平平静静”等美好寓意。与

其紧邻的两侧为套间，东西端两间独立开门，多作为儿女生活起居空间，俗称夹山房[2]。正门的朝向则

是打破了传统四合院五行“巽风，进财”的东南角布局，更多是顺应街道划分(如图 4)，选择功能性更强

的沿街开门，便于邻里交往、人流进出。 
 

 
Figure 3. Zhu Village traditional courtyard 
图 3. 朱村传统院落 

 

 
Figure 4. Zhu Village traditional courtyard gate location 
图 4. 朱村传统院落大门位置 

3.2. 建筑结构及材料 

明清时期烧砖技艺提升，砖瓦房屋因材质稳定且更易保护，成为主要建筑材料。朱村清代传统民居

多为砖木、夯土混合结构。 
民居单体建筑结构则主要是单层硬山顶两面坡式，灰板瓦、筒瓦、滴水做建筑覆顶。建筑单体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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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小瓦房”，主房进深多为 3.5~6 米，前后檐墙承载屋架，房梁由大柁、二柁及鼓形竖柱构成，放上檩

棒，钉上椽子、铺上长方形青笆砖，而后苫上小泥瓦。民居内部采用“彻上露明”的做法，屋顶不设天

花，结构完全曝露(如图 5)。 
部分建筑还设有门檐，采用斗拱形式挑出山墙，穿枋直接垂直插入墙体(如图 6)，形成檐下灰空间，

丰富建筑结构形式的同时，也具有江南建筑小巧玲珑的神韵。 
建筑墙体有 40 厘米厚，正房墙体外沿采用干插法的青砖堆砌，内部为夯土墙(如图 7)，是村落中最

典型的墙体材质组合形式。墙体外部使用青砖材质，不仅具有支撑、加固建筑结构的作用，同时也避免

因潮湿多雨环境造成墙体破坏。内部的夯土墙面均以当地黄土与麦草和泥夯筑而成，墙厚 30~40 厘米，

墙头搁置圆木檩条，檩条间距 1.5 米左右，檩条上斜置竹竿作为椽子，竹竿间距 0.5 厘米，竹竿椽子上放

置芦苇席，功能类似现代建筑坡屋顶上的油毡，再在芦苇席上滩涂泥灰并放置茅草，茅草材料一般采用

水稻秸秆[3]。厚重的墙体及特殊的墙体材质组合，使得建筑具有冬暖夏凉，保温隔热能力强等优点。 
 

 
Figure 5. Zhu village residential roof 
图 5. 朱村“彻上露明”屋顶 

 

 
Figure 6. Dougong structure 
图 6. 门檐斗拱结构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1022


胡天君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4.91022 187 设计 
 

 
Figure7. Zhu village house back wall material 
图 7. 朱村正房背面墙体材质 

3.3. 艺术装饰构建 

朱村的艺术装饰构建丰富，从建筑屋脊的封口鸱吻望兽、鱼鳞瓦当及滴水、再到各式花窗，配以细

致的砖雕、石刻形成了如今朱村独具江南味道的古村落面貌。 
朱村的特色艺术构建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花窗设计。花窗多开在正门两侧围合的院落墙体上(如图 8)，

建筑墙体高度约 1.5~1.7 米，花窗大小约为 0.7~0.9 米。花窗形式多样，其中海棠花窗，具有吉祥如意、

繁华昌盛的寓意；两个菱形叠加的方胜纹样，一方面取胜的吉祥意义，寓义“优胜”，另一方面取其形

的压角相叠，寓义“同心”；六角形花窗“六”和“禄”谐音，象征丰衣足食、家财万贯。花窗的设计

代表了屋主人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同样还形成了“流动”景观，具有漏景、透景的效果。 
 

 
Figure 8. Zhu Village features flower windows and tiles dripping water 
图 8. 朱村特色花窗及瓦当滴水 

 
建筑瓦当和滴水的暗纹以及门框周边的石雕同样丰富了朱村民居建筑的装饰性。装饰题材主要包括

动植物纹样，如蝙蝠、鱼、喜鹊、竹、梅和莲花等；几何图形，如水波纹、编织纹、云纹等；文字图形，

如万字纹、福、寿等(如图 9)；以及叙事性图样如历史故事、风俗民情和神话传说等[4]。砖雕在民居建筑

中具有装饰美化、展示文化特色、彰显身份地位、加固建筑结构和防护等多种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建

筑装饰形式，更是文化表达和艺术创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4. 古村落面貌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4.1. 古建筑单体的保护原则与修复措施 

朱村古建筑单体的保护与修复需要遵循一系列原则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确保保护修复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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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Zhu Village ancient building tile and brick carving patterns 
图 9. 朱村古建筑瓦当及砖雕纹样 

 
科学性、准确性和文物的真实性。就针对单体建筑保护要遵循两点设计原则，一是，建筑的原真性原则。

尊重古建筑的原貌，尽量保留和保护历史遗留下来的原始状况和特色；二是，建筑的可逆性原则。修复

工作应尽量做到可逆，即不破坏原有结构和材料，使修复后的工作能够被撤销，留有未来修复的余地。 
单体古建的修复措施不仅要及时清理与保护污物和杂物，采取措施保护建筑不受进一步损害，还需 
要有针对的将受损部分进行局部修复，保持古建筑整体的完整性。除此之外，研究可替换性材料研

究可替换，寻找相似性能的传统材料进行替换，如石材、木材、砖瓦等。 
还需要保留和传承古代建筑工艺，保证修复工作符合传统技艺和手工艺水平，以确保修复的质量和

真实性。 

4.2. 古村落的活化利用创造可持续发展 

活化利用是指对民居建筑进行再次利用，通过合理的修缮与保护或者通过引入新的介质将有历史的、

不再使用的或者失去使用价值的民居建筑运用多种策略进行改造，使其重新获得价值，满足现代生活需

求的方法[5]。 
朱村古村落的延续与再生从现存的单体古建出发，思考在现代社区环境下，古建单体融合现代村落

环境，使之形成统一且整体的朱村面貌。以古建筑形式、机构为载体，以朱村王家历史、红色文化为内

核，发展古城旅游业。通过古村落的活化利用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当地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价值观。通过维

护传统建筑、文化活动和手工艺，可以确保这些宝贵的文化元素得以保留。从而在做到文化传承的同时，

延续古建生命。 

5. 总结 

朱村因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保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成为鲁西南明清古建筑研究中的重要一角。

在乡村振兴的宏观框架下，对朱村传统民居的建筑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如何在保护与修复中活化利用朱

村传统建筑，就需要在保护原有村落风貌的同时，顺应时代发展，使其焕发新的生机，成为生态友好、

宜居舒适的现代乡村住宅。这不仅有助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也能为当地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注入

新的活力。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或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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