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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大多景观与设施逐步趋于同质化的同时，也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变迁的

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本文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内涵进行解读，以在地性概念为视角深入探究乡村公共景

观，针对当前乡村公共空间景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在地性视角的乡村景观设计策略，以期有

效地解决功能与需求脱节、适老化设计缺失和乡村景观同质化的问题，同时为乡村公共空间景观设计理

论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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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most of the rural landscapes and facilities 
tend to be homogeneous, but also unable to meet the changing lifestyle and behavior characteris-
tics of villagers. In this paper, the connota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is interpreted, the concep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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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 is used as a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rural public landscape, and in view of the prob-
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space landscape, the rural landscape design strate-
gy based on the local perspective is put forward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disconnection 
between function and demand, lack of adaptive aging design and homogeneity of rural landscape,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rural public space landscape design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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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我国乡村整体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乡村公共空间作为乡村建设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广泛关注。而在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一些乡村模仿城市现代化建筑风格而忽

视了自身特色传承，致使乡村景观设计千篇一律，原有的地方风貌逐渐消亡。因此，乡村景观设计的在

地性研究开始受到普遍关注，以保护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活力、提升乡村生活质量和文化认同为目标，

强化村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对缩小城乡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2. 在地性与乡村公共空间分析 

在地性的概念强调了设计与地域特性的紧密结合，将在地性概念的引入乡村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了对

乡村文化、乡村习俗和乡村环境的深入理解与尊重。 

2.1. 在地性 

在地性一词的起源来自对英文 in-site 的翻译，原意是指在现场制造，实际上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对地

域与传统的思考，重新寻找与风土有关联的“在地”活动的价值[1]。在地性研究的兴起源自 20 世纪末期

建筑和规划领域对地域文化的思考，旨在寻求一种超越传统地域主义风格化倾向的设计方法，以保护地

方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在地性概念与乡村公共空间设计的结合，不仅强调设计与乡村地域特色的深度融

合，关注乡村的地理和生态条件，深入挖掘乡村地方文化、社会习俗与历史背景，结合乡村人口构成，

促进设计方案与地域环境、人文环境的和谐统一，使景观真正融入村民的生活之中。 

2.2. 乡村公共空间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生活的核心，是村民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场所，是农民的社交中心[2]。兼具物

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双重属性，一般是指针对村民开放，旨在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活动和社会交

往需求。乡村公共空间的概念起源于对乡村生活质量的关注，以及对乡村文化和社会结构维持与发展的

需求。乡村公共空间通常包含健身广场、村委会、古桥、棋牌室、街巷、祠堂等空间，这些空间承担村

民的休闲、文化交流、体育活动和纪念活动等多方面需求，同时也是乡村社会互动的重要场所和乡村历

史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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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村公共空间景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乡村公共空间景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影响了空间的使用效率，也使未合理利用的资源变成了

村民的负担。 

3.1. 与村民生活脱节的空间功能设计 

在一系列乡村建设改造过程中，尽管政府扮演主导角色，但村民在村庄改造中的参与度却极低，导

致大批与村民生活脱节的空间设计出现。症结的一方面是由于村民的专业知识能力欠缺，另一方面建设

方对于作为乡村主体和直接受益者的村民的考虑相对欠佳，致使新建或改造的公共空间往往无法满足村

民的日常使用需求，甚至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冲突。连城县新泉镇良盟村计划在高架桥下修建公园广场，

这个公共空间的选址与其的目标功能相冲突，对于村民来说更是使用不便，见图 1；由于设计师对乡土

特色把握不足，仙游县某村为村民修建了与超出村实际使用需求的大广场，见图 2。这些设计方案往往

都缺乏对乡村特有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入理解，使乡村公共空间在形式和功能上无法反映乡村的特色和

需求，与村民生活脱节的设计不仅减弱了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和社会价值，也影响了乡村的凝聚力与文

化传承。 
 

 
Figure 1. Liangmeng Village, Xinquan Town, Liancheng 
County plans to build a park square under the elevated bridge 
图 1. 连城县新泉镇良盟村拟在高架桥下修建公园广场① 

 

 
Figure 2.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square in a village in Xianyou 
County 
图 2. 仙游县某村修建大广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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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适老化设计与无障碍设施的缺失 

我国乡村现在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乡村人口结构中多数为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景观环境

作为改善乡村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却由于设计从业人员考虑欠佳和村民大多对于适老化景观缺

乏认知，适老化设计和无障碍设施并没有在乡村得到广泛的认可。大多数老年友好型设计主要关注老年

人的室内活动，很少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对室外景观环境进行相对应的改造。在乡村大部分设施在公共活

动区域都没有设置扶手和轮椅位；更鲜有设施内部没有配备垂直交通设施，例如电梯和坡道等；为了达

到便于清洁的目的，一些设施在地板的材质选取上采用密封性强但过于光滑的石板作为铺装，见图 3，
这种设计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需要进行防滑处理和道路翻新。 
 

 
Figure 3. Smooth slate paving 
图 3. 光滑的石板铺装③ 

3.3. 乡村景观同质化与乡土文化的消融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我国乡村景观实践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实践经验不足，设计师往往参考城市

景观设计方案或者国外乡村设计的成功案例，生搬硬套在乡村景观设计中，致使乡村大多设施在其形式、

造型和材质等以现代化风格为主，丧失地方特色逐步趋于“同质化”。城郊融合类乡村在与城市文化及

生活方式融合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对地方文化缺乏信心，对自家民居及相关联的公共空间进行改造设计

的过程中刻意摈弃乡土风情，盲目追求现代化，也是导致乡土文化的逐渐弱化、地域文化碎片化[3]，最

终逐渐失去地域特色。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以在地性理念对乡村景观的地域特征进行开发和保护具有

时代意义。 

4. 基于在地性视角的乡村公共空间景观设计原则 

在地性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设计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保护和弘扬乡土文化的同时，优化场

地的无障碍设施，推动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与地域文化的结合。 

4.1. 需求导向性原则 

将“在地性”理念运用到乡村公共空间的设计改造过程中，首先应遵循需求导向性原则，即从村民

的实际需求出发。在进行设计改造之前，需要进行充分的走访调研，以全面了解乡村内的人口构成、村

民年龄分布、生活习惯、以及对乡村公共空间改造的态度和期望。这样可以深入了解村民所面临的具体

问题，并结合他们的意见，有针对性地对乡村内的消极空间进行设计改造。重点是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

需求，使乡村公共空间更符合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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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无障碍设计原则 

对于乡村老年人而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是心理和生理不可抗的变化，乡村公共空间设计需要充分

体现对乡村老人和其他特殊人群予以相应的考虑。在乡村公共空间设计、设施摆放和道路建设等多个方

面，需要充分考虑乡村老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以提供合适的服务功能并尽可能适应老年人的需求。例如，

在设计活动场所时，应对道路的高低落差、铺装材料、结构等进行无障碍化处理[4]，以创造一个适合老

年人活动的宜居和舒适的户外环境。 

4.3. 环境协调原则 

在乡村公共空间的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乡村周边的环境、地理特征以及乡土文化的特色。在地区

规划、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要求下，结合村民实际诉求对乡村公共空间景观进行创造或改造。对乡村公共

空间景观进行创新或改造。这种设计不仅要与乡村建筑和周边环境协调一致，还要与乡村风格相融合，

突显地域文化特色的识别性和象征性。通过展现当地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增强空间景观设计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 

5. 乡村公共空间景观的在地性设计策略 

中国的乡村地带是一个具有多元特性的地理整体，每一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根基。在乡村地区

应用地域设计，涉及对场地、空间和文化传承的特殊性进行探索、提炼和进步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

将乡村公共空间景观的地域性设计过程拆分为三个部分。 

5.1. 增强高实用功能的景观设计 

部分乡村地区的基本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缺乏长期与村民接触的驻村办事人员提供公共支持服务，导致

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无法完整了解村民的实际需求。因此，在现代乡村景观设计过程中，要加强与村民的

联系，提高设计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度，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全面了解村民对公共空间使用过程中的实际需求。

首先，要从主观上对村民的实际意愿进行调研整理，了解村民心理层面对公共空间功能的实际需求；其次，

要从客观上对村民日常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村民生理层面对公共空间功能是实际需求，

从而全面的了解村民在生活中对公共空间功能的实际使用需求。设计人员结合需求进行乡村景观空间的功能

设计，同时在增加乡村景观的类型和功能设施时，考虑不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差异，使现代乡村景观设计

不仅达到视觉美和欣赏功能，而且足以促进乡村经济建设，为乡村的发展谋求长远利益。 

5.2. 集成适老化元素的景观设计 

在地性概念强调设计与乡村的深度融合，关注乡村人口结构与社会结构也是在地性设计的重要一环。

深度解析乡村人口结构，剖析乡村各年龄人口的重要使用需求，目前我国乡村人口以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

口为主要人口构成，乡村公共空间的适老化设计势在必行。乡村公共空间的适老化设计必须考虑到乡村

老年人的生理需求和和心理需求。首先，在生理层面，加强对公共活动区域的轮椅位与扶手建设，对于

老年人来说扶手设计至关重要；同时在公共建筑内增加电梯、坡道等垂直交通设施设计，对过于光滑的

铺装进行防滑处理，保证老年人的出行安全。 
其次，在心理层面，农村老人朴素的生活方式和集体记忆是值得保护的宝贵文化遗产，场景和家庭

空间可以给老年人更强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在构思设计过程中必须注意保留乡村的传统特征和文

化元素，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老年人对家乡的情感依恋和认同感。目前，农村地区现有的聚集点多为点状

空间和面状空间，如村口、古井、古树和戏台作为一些具有年代记忆的景观节点，可以针对这些景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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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设计，增加一些新的记忆点，这样的乡土化改造设计会给老年人带来安全感，使老年群体与以往

的社会生活建起联系[5]。 

5.3. 保护和强化乡土文化的景观设计 

乡村景观风貌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必须得到保护和传承。在设计过程中，应对当地的地理和生态

条件进行研究，深入挖掘乡村地方文化、社会习俗与历史背景，保留乡村地域特色的同时满足村民需求，

切忌对城市景观设计的“生搬硬套”，最大限度地减少乡村公共空间设计改造过程中的景观同质化。在

村民对自留地住宅及相关联的公共空间进行改造设计前，以在地性概念为基础，寻找乡村景观与乡村风

土的自然关联，展示当地文化特色与地形、土地形态和自然资源相结合，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的信心与

自豪感，因地制宜地对乡村进行设计和开发，实现整体和谐[6]。根据不同地区的景观，采用适当的方法，

提高不同地区景观的独特性，改善整体环境质量，保护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遗产，并采用景观规划和设

计的方法进行翻新，以实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对传统村落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6. 结语 

综上所述，在地性理论在乡村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升乡村地区的文化内涵，也能展现设计

师设计对于地域文化与景观设计结合的艺术水平与审美理解。以在地性理论为视角，探索乡村景观设计

策略，更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下重要的文化传承手段。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景观设计面临多重

困境，既要保护好现有的乡土文化，又要满足村民日益变迁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特征。在乡村公共空间持

续发展中，要深入了解当地的环境和社会状况，以乡村潜在资源带动当地可持续发展，这也正是基于在

地性视角给予的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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