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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开展。一方面村民精神文化需求上升需要更多文化

活动建筑与设施来满足，另一方面乡村存在大量弃置危房空房，直接拆建不经济且易造成风貌损失，因

此在满足使用安全的前提上考虑将农危房更新改造成乡村文化共享社区成为较好的应对思路。文章以湘

潭市白鹭湖村村民活动中心设计为例，在实地调研环境、测绘建筑、走访问谈村民需求的基础上，总结

出白鹭湖村传统空间形式消逝、传统生活记忆减淡、老旧建筑破败搁置三个方面的问题，针对性提出“三

乡”策略，即乡落空间再现、乡俗生活演绎、乡土技术建造。以期在符合现有政策经济条件下最大程度

利用好建筑空间，来丰富村民日常活动、维系当地特色，为乡村发展建设中的常出现的经济矛盾、文化

传承矛盾提供一种解题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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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in full swing. On the one hand,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needs of villagers are rising, and 
mor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facilities are needed to meet them,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abandoned dilapidated houses and empty houses in the countryside, which are 
uneconomical and easy to cause loss of style. Taking the design of the villagers’ activity center in 
Bailuhu Village, Xiangtan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ree problems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traditional spatial form of Bailuhu Village, the fading of the memory of tradi-
tional life, and the dilapidated and dilapidated buildings of Bailuhu Village on the basis of field re-
search environme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buildings, and interviews to discuss the needs of vil-
lagers. The strategy of “three townships” is proposed, that is,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spa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rural lif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technology,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use 
of architectural space under the existing policy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enrich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villagers, maintain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 a solution to the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contradictions that often occur in rur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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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着力加强农村房屋质量安全

管理，国务院 24 年发布了《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5 部门关于加强农村房屋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其中提

到“要健全完善农房建设地方标准和技术导则，积极推进‘功能现代、结构安全、成本经济、绿色环保、

风貌协调’的现代宜居农房建设，因地制宜促进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和绿色低碳技术的广泛应用”

可见对农房宜居的重视。 
而乡村社区是村民高频聚合、交流沟通、联络感情、进行休闲活动的公共场域，同时也是乡村文化

的载体[1]，在乡村建设中至关重要，相关设计研究也比较多。有从空间营造角度进行设计，如韩晓雄等

[2]研究以村落中心公共空间在乡村复兴中承担的重要作用为视角，通过对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西河粮油博

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在西河村复兴中发挥作用方式的剖析，提出“村民活动中心+”空间在设计中的具体

方法和策略；王慧文[3]针对公共空间组织单调，场所营造缺乏交流以及建造的在地性缺失三个问题提出

公共场所的开放性，功能组织的多义性，材料和建造的在地性以及乡村社区的同步营造四个策略；赵京

京[4]围绕叙事理论在柳泉北村乡村公共活动空间设计中的应用展开研究；有从地域文化传承、村民传统

生活延续角度进行设计，如王勇等[5]从地域方向感、文化认同感，精神归属感三个方面，对民活动中心

展开设计分析并总结设计方法，探讨乡村公共空间的场所精神营造，塑造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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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公共空间；袁娜等[6]将代际互助模式引入村民活动中心的设计中，以促进农村地缘代际关系的融合；

何玘元等[1]尝试以历史记忆构筑古今时空对话、女书习俗场域传承“君子女”精神、女书文化空间场域

营造和现实与虚拟相互交融的“女书习俗”几方面来探讨基于女书非遗背景下的村民活动中心多维空间

建设；也有从建筑的建造、可持续发展角度进行设计，如肖湘东等[7]探索了现代建造技术在乡土建筑设

计中的可行性解决方案，以及如何在乡土建筑设计中平衡社会性、功能性和可持续性；陈瑞琪等[8]从建

筑策划出发，研究村民活动中心的策划构成要素，并根据建设目标，对其进行分类和现状分析，同时从

选址布局、功能规模、建筑形式、建造技术、经济管理等方面提出设计策略；赵宇彤等[9]结合可持续理

念与村落发展间的关系，提出激发居民参与意愿、村域空间整体管控、拓展特色产业发展模式的营造策

略。以期为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在上述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三乡”策略，即乡落空间再现、乡俗生活演

绎和乡土技术建造三个方面，再结合实际调研状况对现有农危房进行改造，更新为乡村文化共享社区，

以期为乡村社区的发展提供更全面更综合的设计思路。 

2. 设计前期调研 

2.1. 白鹭湖村区位与自然条件 

 
Figure 1. Aerial view of Bailuhu Village 
图 1. 白鹭湖村局部航拍图 

 
白鹭湖村位于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处于湘中丘岗向湘江河谷平原过渡地带，有部分山岗丘地(图 1)。

全村村域面积 4.7 平方公里，有村民 750 户，2522 人。2016 年由原栗子塘、水库村合并而成，白鹭湖包

围其中，也因此得名，京珠复线、湘黔铁路穿村而过，与风景名胜地仙女山相邻，依山傍水、人文厚重、

环境优雅。 

2.2. 村民需求问卷访谈 

当地活动村民多为老年人群，因此问卷调研以问答为主，问卷填写(见附录 1)为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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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村内活动村民较少，收集有效问卷 22 份。另外对其他访谈内容进行重点整理(见附录 2)。结合访谈

与问卷数据反馈，多半老人与伴侣或是孙辈一起居住，青年人较少，村内空心化严重。且村内活动场地

较少，仅村委有一处不常开放的阅览室，村头有一个小公园设有座椅和运动器材。儿童放学多是在小公

园或就近串门玩耍，老人则多是看电视或者串门种地，娱乐活动形式较为单一。在村民愿景中，村民期

望多娱乐、文化活动设施供儿童活动。若是修建村民活动中心，除上述两种活动室外，图书阅览、休闲

交流广场、共享食堂、茶室、商店等功能也存在较多需求。另外村内街坊邻居交流场景较多，村民对家

乡归属感也较强，需要在设计中多考虑村民交往空间、文化活动宣传空间的设置(图 2)。 
 

 
Figure 2. Investigate the problem of discovery 
图 2. 调研问题发掘 

 
另外在调研途中，发现村子里存在较多废弃建筑，包括住宅以及一些功能性建筑如养殖场、玻璃厂、

水上农家乐等。除此之外，受水塘与农田分隔影响，建筑分散程度高，而白鹭湖村中除了主要道路为水

泥马路外，其他交通路径多为原始小径，路径联系弱导致交通并不便捷，尤其是老年人群。 

2.3. 危房选择与测绘 

对村内一些典型危房进行评估与测绘，选择改造对象为三座相同的废弃养殖场，分别命名为 A、B、
C。该建筑搭建于 2018 年，原计划用于养殖，后因资金问题并未投入使用荒废直到目前。场地位于白鹭

湖村的一个小山坡上，场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中间一条蜿蜒的马路将 C 栋与 AB 栋分隔左右两侧，

A 栋与 B 栋之间则有一条小路由中心坡向东北。场地西南两侧存在大片树林，北侧有一栋自建房，东侧

则为大片湖泊，有水产养殖功能，旱季则转变为草地，视野开阔。周边要素现状分布如下(见图 3)。三座

养殖场之间高差约 3 米，以三栋中间对应马路中心位置为正负零标高，B 栋地面标高为 1 米，A、C 栋地

面标高为负 2 米。由于 A、B、C 三栋相同，因此以 A 栋为代表进行测绘。 
 

 
Figure 3. Elements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the base 
图 3. 基地周边环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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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白鹭湖村现有问题总结 

3.1. 传统空间形式消逝 

目前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下降，越来越多的村落面临“空心化”风险。政府主导型输血式的村落发展

模式，造成了“千村一面”的现象[10]。想要掌握村落空间发展的主动权，要充分挖掘并展现地域独特魅

力。白鹭湖村所属姜畲镇是一个古老的集镇，明崇祯年间《长沙府志》“街巷市渡”就有“姜畲市”地

名。而街巷是乡镇的肌理与脉络，也是当地最热闹最有韵味的地方。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传统街巷空间形式因缺乏维护和使用而逐渐消逝，取而代

之的是更为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更经济更直接的空间形式。而更新规划中，又常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保

护和传承，使得传统空间形式在规划中失去地位[3]。进而导致村落特色不足，千村一律。 

3.2. 传统生活记忆减淡 

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村民身上[11]，回归并弘扬传统生活艺术上。除了传统节

假日，湘潭一带还传承着不少的巫风楚俗，如“接龙”、“收水”、“挂红”等，古老而朴素。 
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大多传统生活场景仅存于长辈的记忆当中。在乡村建设中传统记忆减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主要为经济和社会变迁、文化认同感的降低、传承机制的缺失三个方面的影响。随着新农

村建设的推进，原栗子塘、水库村合并成白鹭湖村直接导致了许多传统乡村记忆的载体和空间被瓦解。

另外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增多。这种人口流动不仅削弱了乡村的传统力量，也使得

乡村的传统记忆难以传承。城市文化的冲击与传统文化的陈旧感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传统记忆的减淡[12]。 

3.3. 老旧建筑破败搁置 

 
Figure 4. Surveying and mapping drawings of the original farm 
图 4. 原养殖场测绘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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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Photograph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farm 
图 5. 养殖场现状照片 

 
由测绘数据绘制单体建筑的平立剖现状图(见图 4)，可知建筑主要支撑结构为红砖砌柱，长边一侧为空

心砌块砖墙，开有大窗洞，另一侧开敞对外。山墙面也是空心砖砌墙体，开有门洞。四边简单的围合出一字

型平面，长 24 米，宽 10 米，高 5 米，柱距 4 米。屋顶为简易三角木屋架，由马钉固定。屋架外铺单层石棉

瓦，多破洞。室内垂直向空间无变化，较单调乏味，且堆放大量家具废料(见图 5)。另外，场地内生长大量

杂草灌木，将养殖场掩于其中。而三栋建筑之间存在高差且没有直接的路径相连，关联性弱，交通模糊。 

4. 乡村文化共享社区设计策略研究 

4.1. 乡落空间再现 

首先对三栋养殖场进行交通评估以确定置入功能类别，C 栋与 AB 栋由道路分割较为独立，因此改

造成乡村直播工作室，方便接待外来人员及进行农产品宣发，同时尽量减少对村民的影响。B 栋处于道

路主人流来向处，根据村民行为习惯，改造成村民活动室。A 栋地平标高与 C 栋一致且靠近停车场，改

造成使用人群较混合的村民服务中心及共享食堂，方便村民办理业务、村委接待及就餐。AB 栋旁则扩建

儿童活动室加以联系。丰富的高差既可以方便村民娱乐办理业务的同时视线能够兼顾到小朋友的活动，

又可以打造灵活有趣的儿童活动空间。 
对原始建筑结构进行局部保留，再进行建筑设计。以“街巷空间”的营造为设计出发点限定空间，再

依据设计需求置入功能体块，同时考虑建筑与周边地域景观的交融，包括边庭空间对入自然的引入、门框

窗框及廊道对于视线的框景、室外露台方便人进入自然三种方式。另外，将场地丰富的高差由劣势转为优

势发展趣味垂直空间，提供灵活的儿童活动场地。最后还原屋面特色，推敲细部空间节(见图 6，图 7)。 
 

 
Figure 6. Design generation 
图 6. 设计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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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Aerial view and local node view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图 7. 改造后鸟瞰图及局部节点图 

4.2. 乡俗生活演绎 

公共空间演化自公共生活，特定的生活方式塑造特定的公共空间[3]。在进行村民活动设计时，除了

在建筑形式与风格上融合当地传统建筑元素，还要注重功能布局与文化氛围的营造。如在活动中心内设

置用于传统乡俗活动的区域，如民俗艺术影音室、手工艺体验区等。同时要考虑村民的实际生活，合理

布局功能空间，如村民与儿童分区活动，设置图书阅览室、老年活动室、儿童游乐室等(见图 8)，满足不

同年龄村民需求，两部分独立而又视线贯通。另外，在装饰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如挂画、雕塑、

摆件等营造浓厚文化氛围。在建筑东侧留出足够的禾坪空间，用于举办传统文化庆典活动，如戏曲表演、

山歌比赛等，吸引村民参与和体验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与传承(见图 9)。 
 

 
Figure 8. Updated floor plan 
图 8. 更新后建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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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Schematic diagram of section space 
图 9. 剖面空间示意图 

4.3. 乡土技术建造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景下，许多村庄都进行了现代化更新建设。虽然促进了发展，但是

多数情况下对不能满足使用的旧有建筑直接进行大规模拆建会造成文化破坏与传承割裂，是现有建筑资

源的浪费且会加重经济负担。尽管乡土建筑只需要一些相对较低的技术能力，但是他们的建筑设计系统

一直鼓舞着几代建筑师与工程师去探索更复杂的设计理念与施工技术[7]。 
针对本文的乡村文化共享社区更新设计，在在选址与布局上，注重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在道路

东侧采用开敞自由的布局形式面向田野，沿着地形铺开，充分利用等高坡地，形成错落有致的建筑群落。

在材料上，重视现有建筑材料的重组与合理运用，采用当地易得且耐用的材料，如选用更粗的木材置换

现有屋架，用榫卯连接或是齿连接，提高屋架承载力；继续采用经济而性能较好的石棉瓦屋面；使用当

地常见红砖砌筑加建部分建筑墙体，与原有建筑呼应等。这些材料不仅成本低廉，而且与自然环境相协

调，体现了乡土建筑的朴素美也满足了建筑周期、舒适度、耐久性、归属感、低成本的需求。结构上置

入框架体系，加建建筑的钢筋混凝土柱与原建筑的保留红砖砌柱有机的组合在一起，产生清晰的对比。 

5. 总结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把乡村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贯穿全程。此后乡

村地区现有农危房建筑、闲置空房等不满足现代居住需求建筑的存量更新受到极大的关注。 
在这个大背景下，本文聚焦存有大量闲置危房建造的湘潭市白鹭湖村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对白鹭湖

村进行区位和自然条件的研究，对当地村民进行问卷访谈，了解村民真实的生活需求，对村内一些典型

危房进行评估与测绘三个方面的内容，得出白鹭湖村传统空间形式消逝、传统生活记忆减淡、大量老旧

建筑破败搁置的问题。另外对现有乡村社区设计的研究资料进行归纳总结，提出“三乡”更新策略，即

乡落空间再现、乡俗生活演绎和乡土技术建造。 
本设计选取湖南省湘潭市白鹭湖村的三栋废弃养殖场进行应用，将旧养殖场改扩建为微型乡村文化

共享社区，在农危房更新的视角下探索现阶段农村大量农危房的活化更新策略，以满足村民需求、延续

乡俗文化、激发乡村活力，同时期待为乡村社区的设计发展提供较为全面综合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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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白鹭湖村调研问卷内容及反馈数据饼图 

1. 请问您多大了[单选题] 

□ 5~15 
□ 15~30 
□ 30~45 
□ 45~60 
□ 60 以上 

 

2. 请问您家在村里的常住人口有哪些人？[单选题] 

□老人独自居住 

□老人和配偶一起居住 

□老人和儿女一起居住 

□老人带着孙辈居住 

□老人和儿女和孙辈一起居住 

 

3. 村里小孩子放学了一般在哪里活动玩耍呢？[多选题] 

□去村委会的图书阅览室 

□去村中心的小公园玩 

□在家里玩玩具 

□去别人家串门 

□去田野、池塘等野外玩耍 

□被父母带去村外其他地方玩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4. 您希望您家的小孩可以经常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多选题] 

□安全，最好大人可以实时看护 

□有很多一起玩耍的小伙伴 

□有一些玩具娱乐设施，如滑滑梯秋千 

□能够做一些文化教育活动，如阅读绘画写字 

□其他 
 

5. 村子里邻里交往接触多吗？[单选题] 

□多，经常串门走动 

□偶尔照面，一起活动 

□来往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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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村里有哪些公共活动场地呢？[多选题] 

□广场 

□图书阅览室 

□公园等活动区域(有公共桌椅、运动器材等) 

 

7. 老人家空闲时间常做些什么活动呢？[多选题] 

□种种菜 

□钓鱼 

□打牌、下棋 

□看电视玩手机 

□串门唠嗑 

□做手工活 

□运动，如散步、打拳、跳舞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8. 如果村子里有一个活动中心，您希望有哪些功能？[多选题] 

□公共休息交流区(大家一起坐着乘凉聊天) 

□小型活动广场(跳广场舞、看露台电影等) 

□共享食堂、茶室、副食商店等 

□娱乐活动室(如棋牌室、电影播放室、健身房等) 

□文化活动室(如传统工艺制作、舞美练习、乐器) 

□图书阅览室 

□展览区(大家的创作作品展示)  

9. 您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自豪吗？[单选题] 

□这有自己的地方特色，感到骄傲并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 
□不太关心 
□不大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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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2：白鹭湖村部分访谈内容截取(2023.5.5) 

□问：您家有几口人？ 
答：4 口人，儿媳儿子孙子和自己(其他受访家庭也多为“2 或 1 位老人 + 儿童 + 外出务工青年夫妇”

结构)。 
 
□问：附近是否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 
答：是的，政府养老补助不够生活，各家子女一般都在外面务工，回家时间比较少，逢年过节才会回来。 
 
□问：附近的娱乐设施和村民聚集交流的地方够吗？您觉得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答：村委会的活动中心有儿童阅览室，但是周日才开放，所以去的比较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家里待着，

我们平常去村头小公园的锻炼器材那边走的多一点，也有人会跳广场舞，天气好人多的时候有 30
多人呢，吃完饭跳一下蛮好的，但是离住的地方太近了，还是有点吵。 

 
□问：那您孙子平常放学空闲的时候会去哪些地方玩呢？ 
答：就是在屋里屋外玩，没什么地方去的。 
 
□问：白鹭湖村有赶集的地方吗？或者附近有什么商贸交易的地方？ 
答：会赶集，就在村委会前面那条路上，很窄有时候一些小摊还会摆到我家前坪这边，不过现在赶集的

人很少了，基本上是卖的人多，买的人少，因为平时买的什么附近有个小商店，也方便。 
 
□问：最近的中小学离的远吗？家里的小孩上学是否便利？ 
答：小学很远，得有八九公里路，一般这边上学都是有顺路到市里去上班的邻居亲戚开车顺便带过去，

自己走不过去，太远了。初中稍微好一点，离村委这边近。 
 
□问：方便问一下您一天的作息是怎么安排的呢？ 
答：七点左右起床，收拾吃饭送小孩上学，上午种菜松土，跟邻居唠嗑，中午 11 点多做饭，之后休息，

三四点左右耕作，浇菜喂鸡喂鸭，五六点小孩回来吃饭，再之后就乘凉散步 偶尔也打牌跳广场舞，

九点多的样子睡觉。 
 
□问：现在村里耕作的居民多吗？看路边有很多油菜，是否有青壮年留在白鹭湖村从事农业？ 
答：这边有政策，要退耕三年，现在很少有人种田了，尤其是青年人。我们种菜养殖都是供自己吃，基

本不靠这个营生。 
 
□问：白鹭湖村有发展工业吗？我们来的时候看见有塑料厂和钢锅厂，是本地产业吗？ 
答：厂房是外包给个体户的，我们村没有发展的工业手工业，我们这边水源都是受保护的，不会做污染

过大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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