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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视角下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优化设计研究
——以广西某村为例

◎蒋傅容　黄汉隆
摘要：传统村落是村民自发建造的，其特点反映了自然环境不断变化和重塑的过程。公共空间是传统乡村的骨架，

是村民互动、生产和生活在户外的主要场所。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虽然现有的公共空间可以满足村民日常

生活的基本要求，但公共空间的整体建设水平还不够理想，无法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振兴农村和建设美丽

乡村的背景，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公共空间的设计不仅要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而且要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这

就要求公共空间的设计不仅要保持功能性，还要满足游客的娱乐需求，唤起游客的当地情怀。在公共群体中，在这里出

生和长大的村民是村庄的主人，而游客则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新兴力量。如何满足村民和游客对公共空间的更高需求，是

乡村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作者撰写本文探讨了适用于传统乡村公共空间更新设计的理论。

本文的主要对象是广西某乡村的公共空间，通过对公众参与理论的探索，以期改善公共空间的设计，可以更好地满足村

民和游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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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拥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传

统村庄具有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也是

中华民族生产和生活的智慧结晶，更是

中华文化艺术的结晶以及民族的地域特

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优秀的

传 统 文 化， 将 其 提 升 为“ 中 华 民 族 基

因”“民族文化血统”和“中华民族精

神生命线”。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加强

对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建

设美丽的村庄”。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农村振兴战略，

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文化基因的传承，

但由于诸多因素，传统村落的公共空间

质量仍有待提高。一方面，中国仍处于

发展中国家阶段，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

有限，村民仍处于改善生活条件的阶段，

很难参与与之相关的经济投入。村民的

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缺乏科学性的设计

和维护，村民为自己的住房建设侵占公

共土地或影响整体景观的现象也时有发

生。另一方面，由于乡村发展的机会有限，

年轻一代更愿意去城市发展，传统乡村

经常出现老龄化、空洞化，人口减少导

致公共活动减少的现象。此外，一些传

统村庄由于旅游业和商业的过度发展，

经济水平有所提高，但乡村风格已经失

去了原有的外观，一些大型的停车位、

活动广场破坏了原有小规模乡村空间的

自然美。

一、“公众参与”引入传统村落公共空间

改造的重要意义

（一）更好地满足村民的日常需求

村民是传统村庄生活和建筑的主体。

公共空间是村民开展日常活动的重要场

所。为此，我们要创造满足村民需要的公

共空间，必须加强公众参与设计过程，增

强农民的参与度和主人翁意识，使村民成

为公共空间优化设计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

者。村民日常需求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情感需求。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家庭和血缘关系为基

础，人与血缘关系是相互联系的。在传统

村庄，村民有共同的生活背景。一些公共

建筑，如祖传会堂和其他公共空间，在增

强村庄的凝聚力和村民的归属感方面起着

重要的作用。虽然一些公共空间早已改变

了其功能，但它们仍然延续村庄的空间记

忆。第二是社会需要。在房子前面，大街

小巷为人们提供了聊天的地方。虽然新媒

体为村民提供了丰富的室内生活，但传统

的户外公共生活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将长

期存在。村民在娱乐健身、民间艺术、现

代娱乐、幼儿教育和老年人活动方面有各

种各样的需求。调查发现，在广西某村，

老人经常坐在古城下的空地里享受阳光。

对老人来说，没有一个人说话对老人来说

是很痛苦的。村民的社会需求也体现在文

化活动的需要，可以促进人们之间的思想

情感交流和沟通。除了情感和社会需求外，

村民也有自我价值需求。特别是对于老年

人等“弱势群体”来说，公共场所的公共

生活可以让他们获得情感上的认同。通过

社会活动，他们可以向他人倾诉，得到他

人的关心，并意识到他们并不被周围的人

忽视，他们仍然有生存感和生活的意义。

（二）为游客创造更佳的休闲体验

乡村旅游是当前流行的旅游形式。在

一些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村庄，公共建

设环境能否满足游客的需求和体验至关重

要。乡村旅游的发展不应只从开发商和设

计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应该从游客的角

度考虑问题。然而，游客的审美观念也大

相径庭，但至少基于公众参与或多种主体

干预的公共环境设计可以为游客提供多样

化的选择。例如，贾孟亭在台北市宝岩定

居点重建中，针对不同群体对宝岩历史定

居点的不同需求进行了探讨，以及利用原

地貌和历史遗迹开发演出场地等乡村旅游

是当前的热门旅游项目。从形式上来说，

在一些以旅游业为支柱产业的村庄，公共

建设的环境能否满足游客的需求和体验是

非常重要的。

二、基于公众参与的广西某村公共空间优

化设计策略

（一）节点空间——以点入手，群策

群力创造小美

关于广西某村公共节点空间的改造和

优化，笔者从上村竹鹏乡会馆的案例中，

从城隍庙单一建筑的修复，到庙前公共场

所的建设，从提供功能清晰的建筑，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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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共交流场所，都得到启发。传统村庄

的村民通常有一些老工匠，他们年轻时在

大城市当木匠和石匠，他们老了，平日回

到村里做农活，当需要的时候，他们拿起

工具帮助村里盖房子和修路。这些村民熟

悉传统的建筑技术，可以组织他们发挥自

己的专长。对于类似神殿及其周边环境的

建筑的重建，根据村民和公众的需要，进

行文化宣传，完善大厅空间，改造微环境，

激活人们的身份认同感和信念。

举办传统文化活动，可以保存村民

对寺庙价值的感知，让游客深入了解村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原神庙大部分被

毁，但类似的公共建筑是村里重要的节点

空间，为村民提供了祭奠、公开交流、会

议和讨论的地方。在村落祭奠建筑方面，

祖厅空间可分为宏观空间（祖厅的存在可

以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内感觉到）、中层空

间（祖堂前的广场等）和微空间（主要指

天井、前门廊或祖堂内部屋檐空间）。微

观空间是人们最有可能聚集的空间。它主

要分为三个空间层次：缓冲空间、灰色空

间和祖厅内的私人空间。屋檐下的灰色空

间是自然均匀空间与人工空间之间的边界

点，从模糊宏观级别到隐私级别。缓冲空

间通常是祖厅前的广场或左右车道空间，

为人们提供休息、遐想的角落（图 1）。

（二）街巷空间——渐进更新，美好

环境家家受益

从传统村庄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

每个村庄的形成都经历了社会环境的变

化，其发展反映了人类不断变化的自然环

境的过程，其空间格局并非一成不变。笔

者认为，公共空间的每一次改造和优化，

在漫长的农村空间更新过程中，都只是一

个小时间节点（图 2）。空间设计尚未完

成时，公众参与下的自下而上的村在改造

应是基于时间维度的灵活方案。框架（如

设计指南）不仅仅是一个已完成的设计解

决方案。台北宝岩定居点的大街小巷（图

3）体现了“自下而上”的逐步更新过程。

当地居民独立修复了房子前的空间，营造

出充满生机的景象。笔者认为，街道和巷

道的改造可以借鉴类似的优秀案例。至于

最终的协调级别，它可以类似于（图 4） 

中所示。

图 1　宗祠微观空间的三种形态

图 2　改造后的庙前公共空间场景设想

图 3　聚落生活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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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我国现阶段，将“公众参与”引入传

统村落的公共空间设计是十分必要和重要

的。首先，只有把公众引入设计过程，让

他们充分表达情感欲望，才能真正做出

“以人为本”的设计，得到群众的认可。

从设计角度看，公众参与有利于了解村里

规划建设中各阶层的利益需求，在规划目

标和决策的选择上可以更加客观、公正。

从文化角度看，公众参与也能促进农村生

活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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