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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自然与乡土：
乡村民居建设的“美丽”之道
Integrate into nature and countryside: The path 
to "beautiful" rural residential construction 
■文 / 陈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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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社会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无论是在

熙熙攘攘的城市，或是宁静遥远的乡村，变化越来越

快。城市聚集着大量的资本和人才，其建设无论从哪

个角度看，较之乡村而言优势显而易见。不断缩小城

市与乡村的发展差距，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

话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说城市是发展极，那

么乡村是稳定器。乡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从一定程

度上讲，关乎中国未来之命运。

改革开放40年来，很多农村地区的农民们，依靠

勤劳的双手，生活水平正在逐年提高。一些致富的农

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开始大力改善居住条

件，尤其是中东部地区，农村里的一栋栋小洋楼，拔地

而起、蔚为壮观。农民修建民居、向往美好生活当然无

可厚非，但是由于文化水平、知识视野的局限性，不少

农民在修建房屋的过程中，缺乏基本的审美常识和环

境保护观念，导致很多民居从外观上看没有多少美丽

可言。这几年来，乡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农民们，已经意

识到这个问题，积极面向“美丽”寻求突围。

当前的乡村民居建设，其途径和方法有很多种，

如政府主导、社会捐资、农民参与等。但是，乡村民居

的设计与建设，其内涵还是依靠农民自身的主体力

量，以“内生”驱动真正的美丽乡村建设。毕竟，乡村是

农民的乡村，是农民的原乡。而“内生”的寓意，除了自

然资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诸多综合要素之外，更

多的与历史、人文、艺术多了几分关联。更直接地讲，

美丽乡村的规划与建设，农民的主动介入、主动作为

是根本的推动力量。建设美丽乡村不是空洞的口号，

聚合着历史传承、民风习俗、价值偏好，看得见、摸得

着、留得住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诉求。

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在乡村民居的“美丽”规

划与建设中也同样如此。《“内生模式”美丽乡村建设》

（叶云等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中曾经指

出：乡村民居规划设计中，要遵循“全民发展、生态优

先、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总体方针与策略。全国各

地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民俗文化

不同，乡村规划与建设不能采取“一刀切”的简单模

式，无论是东部地区、南方地区或是中部、西南和北方

地区，乡村民居规划设计和建设，都要在资源节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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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友好方面下功夫。若简单挪用其他农村地区民居的

设计与建设模式，无异于东施效颦。

在乡村民居的规划与建设的实践之中，有一些现

象值得警惕。例如，中国徽州地区青瓦白墙的乡土建

筑，古朴、简洁、雅致，具有浓郁的“中国风”。于是，遥隔

上千公里外的某些省份，无视本土的乡土文化与风格

的传承，进行全盘复制。这样势必形成三个方面的后

果：一是盲目建设斩断了本土的文脉传承，“乡愁”被

连根拔起后荡然无存；二是推倒重来的理念耗费人力

和钱财，忽略了现有资源的综合利用；三是大张旗鼓的

建设活生生地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面临考验。

也许有的人觉得，要建设美丽的乡村民居，只要

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其他都不是事儿。秉持这样观点

的人，其实是一种暴富心态和审美无知的表现。在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民居的设计与建设，无疑是

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因地制宜。《“内生模式”美丽乡

村建设》一书中，以湖北省鄂州万秀村为案例，提出了

“水之韵、鸟之家、竹之锦、枫之语、荷之梦”的营造目

标。这凸显出生态优先的思想，且适用于当地的自然

环境和农业生产方式。各地的乡村景观、民居的规划

和设计，只有也只能从内部寻找“灵感”，方能真正找

到“美丽”之道。

在保护环境和不花大本钱的前提下，乡村如何围

绕现有的民居，在修缮或改造中体现美丽？民居改建

的细节处理，显得尤为关键。例如，为了民居更加牢固

和美观，可以适当增加半开敞的木廊、院落中种植造

型独特的树木、墙面角落摆放几口陶缸或者马灯等，

在增加乡土气、怀乡气的同时，还平添了想象和诗意。

乡村民居中现存的旧砖瓦、旧物件，只有在乡村规划

和建设中合理利用，瞬间就会“变废为宝”。

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乡村公共活动空间和乡村

民居的设计与建设同等重要，这是广大农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新诉求。比如，书香社会建设成为燎原之势，

农民对于阅读有着越来越强的愿望，乡村图书阅览室

的设计与建设，已经成为不可避开的议题。笔者认为，

乡村公共图书场所的修建，应融合绿色、环保、家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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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体现出浓郁的乡土情怀。再如对乡村戏

台、乡村宗祠等的设计与修缮，也应彰显出对

民族文化的传承之美。

总体上而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民

居设计、改造与修建，是一个系统、综合工程，

不仅仅是一个设计师的“作品”，需要多方力

量参与、多种要素融合、多种知识支撑。譬如

一个乡村民居即便有着极强的审美价值和

艺术观感，若和周边的自然、人文环境相悖而

行，这种美丽其实是一种幻象。呼唤整体之

美，是美丽乡村民居建设的发展方向。中国进

入新时代，发展步入新征程，美丽乡村建设正

处于关键时期，需要新作为。树立科学的建设

理念，以“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为

先导、彰显传统与乡土文化的基因，在“内生

模式”和“一盘棋”的思想格局下，中国乡村民

居才会真正如诗如画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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