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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后我国老龄化不断加深，农村老龄化形式更加严峻，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南京市桦墅村、南京市

李巷村、南京市漆桥村进行研究，以期从活态保护与有机更新这两个角度对这三个村落的道路系统、公

共设施配置、空间色彩营造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适老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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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21st century, the aging of our country has been deepening, and the form of rural aging 
has become severer.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has conducted research on Huashu village in Na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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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Lixiang village in Nanjing and Qiqiao village in Nanjing,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three villages in terms of road system, public facilities, space color and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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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后我国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且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2017 年全国 60 岁老年人口已达 2.4
亿人，根据国务院 2017 年印发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预计，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在 2020 年增加到 2.55 亿人左右，占总人口比重提升约 17.9% [1]；我国老龄人口递

增速率加快，而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老龄化问题较城市更为严重，但目前关于适老化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城市，乡村公共空间适老化研究极少，乡村养老问题亟须解决；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发展迅速，其提供的优秀物质环境则更加适合老年人生活或居住。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为我国主要的三种传统养老模式，但这三种养老模式皆局限于满足老

人的生理需求以及生存需求，老人的心理需求却被长期被忽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各方面机能开始减

退，例如记忆力、认知能力、视听功能和免疫系统等，而生理机能的减退也会引发老人心理问题，容易对

生活失去兴趣，变得孤独，焦虑，甚至内心封闭不与他人交流，对安全感及归属感的需求极为强烈。因此

适老化空间设计需更在满足老人生理需求的前提下，关爱老人的心理需求，促进老人的心理健康发展。 
南京溧水区李巷、栖霞区桦墅村、江宁区黄龙岘在近几年先后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能为老人提

供良好的景观功能、生态环境、文化风情以及建筑风貌。本文力求完善村庄适老化空间，使设计具有人

文关怀；促进老人的心理健康发展，使老人“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达到“积极老化”的目的[2]。 

2. 以活态更新为背景的传统村落适老化研究 

2.1. 活态更新理论认知 

“活态更新”理念是基于学术界对“活态保护”与“有机更新”两个理念的研究下诞生的理论名词。 
文献中有关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研究成果多从传统村落的模块化研究、不同理念视角下讨论传统村

落保护、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的具体实践案例这三方面展开[3]，在村落活化过程中不仅注重村子内部各要

素互相联结，还需兼顾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强调“修旧如旧”的建造理念[4]，注

重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利用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基础功能，对村落拟定活态保护评价体

系，构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同时传承、发扬村落传统文化[5]。 
在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初期，城区扩张速度加快，有机更新理论应时而生，其强调事物在更新过程

中有机生长、相互关联、和谐共处。有机更新不仅指新旧事物的更替凋零，是在顺应事物原有的发展规

律上，进行必要的功能更新，使事物在更新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有自身特质，各元素之间相互关联、协

调共生、有机生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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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活态更新理念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适老化 

在中国过飞速发展中，城镇化不断推进，新的思想潮流不断涌出，而传统村落蕴含的历史文化及传

统社会结构面临遗失的困境，众多传统村落建筑生态基地脆弱，肌理杂乱，建筑破旧，其民风民俗在不

同程度上被现代社会干扰同化，传统村落急需系统的保护及整治。2021 年 4 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乡村振兴促进法》强调“加强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

以法律条款形式明晰传统村落的重要性，既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保持传统村落文化的多样性和活

态性，也对推进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7]。 
传统村落文化底蕴深厚，是传承我国历史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田园风格质朴，建筑颇具风情，

民风民俗各具特色。人居环境适老化仍需遵循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基础发展原则，见图 1，同时

保护与传承当地历史文化遗产，依据微创更新的原则对村落进行微调，在保护传统村落完整性的前提下

进行适老化改造。李巷、桦墅村和黄龙岘在经历了多次改造计划后焕然一新，在保护乡村形态肌理的同

时也为当地老年人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生态环境以及多元化的服务型基础设施，也为适老化研究提供了可

行路径。 
 

 
Figure 1. Material basis of village 
图 1. 乡村物质基础 

3. 村落概况及信息收集 

3.1. 村落基本概况 

李巷村位于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靠近宁杭高速，交通便利，于南京 1 小时都市出行圈内。属于平

原地形，靠近山地，田园环绕，河水流经稻田和村庄，美景宜人；蓝莓和黑莓为李巷的特色种植产业。

李巷是抗战时期苏南地区新四军 16 旅游部所在地，有“苏南小延安”的美誉，这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学

习，感受文化熏陶。李巷空心化尤为明显青壮年绝大部分前往城市工作或居住，村内老年人口比例颇高。 
桦墅村隶属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依山傍水，占地面积 8.8 km²，东临著名风景区宝华山，背倚巫

山山脉，西侧有 5 万立方米周村水库，西面农田面积辽阔，有丰富的山林水域等自然景观；村内有射巫

山后羿射日、秦钜抗金英雄等神话传说与石佛俺石窟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基底良好。 
漆桥古村落地处南京市高淳区北部，与何凤镇、桠溪镇、固城镇接壤，是高淳区的北大门，境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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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汽车站一座交通便利；古镇历史文化深远，周边聚集了 3 万多名孔子后裔，孔氏宗祠也坐落于此；

村落三面环水，街道对称，砖木造型的建筑加上青石路面，风格古朴，地域形象鲜明。 

3.2. 信息收集 

本文相关村落的数据收集均来自实地调研、政府文件、规划文件、文献查阅以及适老化相关资料与

数据，了解研究对象的产业发展、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居民年龄分布等情况。分别于 2022 年 7 月 7 日，

2022 年 7 月 9 日，2022 年 8 月 24 日对黄龙岘、李巷、桦墅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见图 2；通过拍摄影像

资料，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整合了村落相关资料以及老年居民对居住村落做出的评价，利于对所选村落

人居环境适老化要点进行分析，并构建适老化更新路径。 
 

 
Figure 2. Location map of village 
图 2. 乡村区位图 

4. 活态更新背景下人居环境适老化路径研究 

传统村落适老化不仅要强调空间适老性和服务设施适老性，同时应考虑老年人情感归属于沟通交往

方面的问题。在传统村落适老化改造时，应优先满足老年人日常出行和休闲活动的行为需求；再通过空

间功能提升与景观氛围营造提高老人户外活动、交往的积极性，满足老年人心理需求与自我价值实现；

最后要完善老人的社会环境，可通过植入养老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可挖掘当地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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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文化与技艺，使老人获得归属感、认同感以及人文关怀。 

4.1. 整体规划：村内道路更新与设施配置 

4.1.1. 道路系统适老化改造 
道路是乡村规划中极为重要的活动通道，在乡村道路适老化中，应整合村内已有线路，区分车行路线

与人行路线，设置标识系统，再梳理 1 到 2 条老年人步行道，对既定老年人步行道进行重点适老化设计。 
桦墅村道路连贯且相对平坦，主干道路宽 5.0 M，贯通全村，但村内经常有运输小型货车驶过，且道

路宽度仅能容下一辆中小型车辆行驶，这不仅对行走的老人造成安全隐患，也无法保证救护车辆顺利通

行以及停靠。设计应适当扩宽主要道路，在单向行驶车行道 3.5 M 的宽度上，两侧留出 0.6~1 M 宽的人

行道路，全方位实行无障碍设计，在道路与节点空间交接处减少台阶或加入缓坡，主要道路与次要道路

都需更换更加平整防滑的铺装并且配置照明系统，见图 3；乡间步道需是无障碍设计，选择透水性较强

的材质，宽度不仅需适合双向行走，还需适合轮椅等助行器通过；道路通常且场地串联性强，减少断头

路。这样不仅能减少老年人出行隐患，提高出行积极性，也方便老年人的助力车与轮椅通行。 
 

 
Figure 3. Road section diagram of vehicular road and pedestrian road in rural area 
图 3. 乡村内车行路与人行路道路截面示意图 

 

 
Figure4. Diagram of wheelchair and moped parking spaces in rural area 
图 4. 乡村内轮椅及助力车停车位示意图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2206


顾思慧 
 

 

DOI: 10.12677/design.2024.92206 229 设计 
 

村内允许小型货车进入，但缺少警示牌以及道路指向标识；老年人对环境的辨识度会逐渐降低，特

别是村内建筑均为“粉墙黛瓦”的徽派风格，传统氛围浓厚但辨识度较低，增加了老年人出行压力。针

对老年人辨识度及反应力降低的问题应增设色彩辨识度高的道路导向系统以及标识系统，规划相应区域

对老年人的电动车，助力车进行集中摆放，见图 4，方便老年人使用的同时，也避免了摆放凌乱而造成

道路拥堵的情况，使老人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家门”，参与社交活动。 

4.1.2. 适老化设施配置 
养老设施可概述为老年人基本保障服务，公共设施包括通行设施、休憩设施、照明设施、环卫设施。

桦墅村在经历了政府主导与民间乡建“穿衣戴帽”式的改造后开始了“桦墅乡村计划”，提出了环境修

复、生态净化、农田保护、基础设施改善、对房屋植入新业态等措施，在改造后的确为乡村提供了基础

服务性设施[8]，但针对老年人设计的或是适合老年人出行、使用习惯的设施则少之又少。 
适老化设施配置的目的在于保障老年人出行安全，提高老年人交往积极性，通行设施应结合村内道

路及节点空间进行配置，在保证道路平坦的前提下减少台阶的使用，适当配置坡道及扶手，软化运动空

间地面铺装；在道路节点及公共空间设置桌椅、廊架、凉亭、垃圾桶等设施；在景观小品的选择上，不

仅要考虑造型美观，同时应选择色彩明艳，利于老年人心理正向引导。 

4.2. 功能提升：村落空间色彩营造与生态资源利用 

4.2.1. 乡村空间资源利用与色彩营造 
养老设施空间的功能性关键在于对空间的无障碍环境在设计上最大程度地为身体机能衰退的老年人 

 

 
Figure 5. Plant color configuration 
图 5. 植物色彩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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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帮助[9]。而养老空间中的景观设计应对空间的形态、色彩、功能等层面进行综合考虑，使老人易于

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同时缓解老年人心理压力，使其精神放松，身心愉悦，让生活富有朝气。 
李巷在政府规划中坚持“规划先行，统筹兼顾”的理念和原则，总体规划村内道路系统，形成 5 大

功能片区，分别是红色教育去区、文化体验区、户外活动区、乡村休闲区和生态农业区。功能区内设施

齐全，空间形式多样，但色彩单调，缺少趣味性，无法调动老年人情绪起伏。 
休憩空间的整体色彩应维持在高明度低饱和的状态，给老人舒适平静的休息环境，增强老年人的归

属感，达到放松心情的效果。活动空间景观设计应结合当地传统文化特色以及乡村的环境优势，根据老

人娱乐、观景、休闲的活动需求进行规划，使老人体验到康养生活的乐趣。交往空间应是适老化空间景

观设计的重点，老年人易产生孤独感，良好的交往活动有助于缓解老年人心理压力，提升社会存在感。

因此，交往空间应存在于各个功能区中，充分利用各功能区设施为老年人创造更多交流的机会。设施齐

全的乡村本身就拥有多样的景观空间，田园，滨水，乡间，连廊等，通过进一步优化配置及色彩丰富的

景观元素，有利于老年人交往活动的开展，见图 5。 

4.2.2. 乡村生态资源开发与利用 
在乡村适老化的调整中应整合原有资源，尊重原有环境格局，对已有资源进行开发，构建生态、生

产、生活一体化的养老体系，同时需满足老年人的行为需求以及心理需求，如此不仅可以展现乡村风貌，

同时也利于老年人身心发展，将“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付诸实践。 
李巷在发扬红色文化的同时也打响了蓝莓与黑莓两大产业，第一产业不仅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基

础，也是养老模式发展所需条件。生产与生活结合是养老模式中一大特色，老人可自发加入农事体验，

以商业销售为目的种植蓝莓或黑莓，丰富日常生活，填补闲暇时光，减少老人内心的缺失感，让老人在

农事活动中感受耕耘的乐趣以及收获的成就感。也可将小面积农田或廊架设置于住宅旁，采取宅旁或宅

间耕地的方式，种植草本花卉、蔬菜等植物，使老人近距离感受惬意田园生活。李巷蓝莓产业几乎覆盖

全村，在盛产蓝莓季节可与当地村民合作，设置生态采摘园，丰富老人生活体验，带动村内经济发展。 

4.3. 人文关怀：村落文化传承与情感关怀 

4.3.1. 漆桥村孔子文化传承 
漆桥古镇历史悠久，建筑特征鲜明，文化底蕴丰厚，周边聚集了三万名孔子后裔，孔子文化的保护

与宣传有利于展现漆桥风貌，也能为当地老人与游客打造学习、体验与文化交流的场所。 
对漆桥古村孔子文化的保护应遵循“活态保护”中“修旧如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完善建筑

空间，丰富村内空间形态[10]。为契合老年人的视觉需求，在设计植入村内的人文信息时，应选取识别性

较强，形态更为直观的文化符号，便于老年人理解，同时带给老年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受。文化植入的

区域也应覆盖全村公共空间，甚至是大小角落，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意识，在基础设施或商业装饰中，

均可植入孔子文化符号或理论，增强文化影响力。 

4.3.2. 老年人情感关怀 
构建合理的适老化环境需尊重老年人的行为特征，而老年人的行为特征则受性别、自理能力和出行

能力影响，因此构建良好社会关系网络，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都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漆桥村在

发扬孔子文化的同时也需保护孔氏宗祠与明清建筑，传承传统技艺、挖掘民风民俗，使老人获得人文关

怀以及更深切的归属感。在漆桥村的调研中，笔者发现行动便利的老年人经常聚集于连廊下的空旷区域

以及室内的公共活动区，因此提高聚集性较强场所的设施配置跟有利于促进老年人活动组织和代际交流。

而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则须提供更多的医护渠道，增强邻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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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问题，城市化不断扩张，现代化速度加快，城市社区养老情况不容乐观，

探索乡村环境适老化，有利于养老产业进入乡村，且为乡村适老化环境更新提供理论支持。目前已有大

量学者对乡村“活态保护”“有机更新”以及“适老性”进行理论及实践研究，且获得相当可观的结果。

本文立足于大量对于传统村落研究的理论知识，通过梳理总结各类文献以及资料，实地考察乡村并对当

地年老居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归纳出老年群体的基本情况以及现实诉求，得出对桦墅村、李巷、漆桥古

村落的微更新方案，同时也期望在多学科新方法与新技术不断涌现的未来，乡村适老化研究可以不断完

善并得以实践。 

注  释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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