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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国广东省各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生态文明建

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发展特具岭南文化的乡村休闲旅游业。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增城区、花都区有着数量较多的

传统村落，自然村落，普遍存在空心化和建设性破坏两大问题。

特别是传统村落，承载着传统民俗文化遗产，具有历史研究

价值。本论文针对具有岭南传统建筑特色的民居改建的民宿

案例进行探究，乡村民宿作为一种旧乡愁与新乡土相结合的

产物，将传统村落及原生态特色民居建筑通过一系列的保护

与利用，与乡村民宿空间相结合，使其以活态、常态的形式

展现在世人的眼中。

2 岭南文化概述

岭南，是中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大体分布在中

国广西省东部至中国广东省东部和中国湖南省、江西省五省

区交界处；现在提及到岭南一词，特指中国广东省、广西省、

海南省、香港、澳门三省二区，亦即是当今华南区域范围。

岭南文化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尤其

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侨乡文

化广为人知，并且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文化。

3 岭南建筑类型及特点

广东岭南建筑类型主要有广府建筑、客家建筑、潮汕建筑、

侨乡建筑。

最能体现广府文化的“活化石”——莫过于那些林立于

乡间村落的镬耳建筑群了，“镬耳屋”因其山墙状似镬耳而

得名。其山墙基本为黑色，这应是取自于五行上的南方属火，

而黑色属水，水能克火，借用黑色的水来镇南方之火的意象；

其内部是广东民居典型的“三间两廊”格局，“三间”指的

是排成一列的三间房屋，其中间为厅堂，两侧为居室，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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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前为天井，天井两侧的房屋即为“廊”，“两廊”一般

用作厨房或门房。

客家民居有三种样式：客家排屋、客家围屋、福建土楼。

客家围屋是客家民居中最常见、保存最多的一种，是一种富

有中原特色的典客家民居建筑。客家“围龙屋”是以“一进

三厅二厢一围”为基本的结构，无论是二围、三围还是多围，

都是在这基础上增添扩建而成的。客家围屋与中国北京市的

“四合院”、中国陕西省的“窑洞”、中国广西省的“杆栏式”

和中国云南省的“一颗印”，合称为中国最具乡土风情的五

大传统住宅建筑形式，被国际建筑学界称为中国民居建筑的

五大特色之一。

4 广东地区的岭南乡村旅游优势

（1）岭南地理面貌多样，有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交

错，河流众多，还有沿海地区和风景秀美的岛屿，丰富的物

产及浓厚的人文环境。

（2）中国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增城区、花都区地区的

岭南乡村具有丰富的乡野资源，包括自然环境、物产、农园

果蔬等乡村资源。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工作、生活节奏日

益加快的大都市人追求的纯天然、有机的绿色生活。

（3）岭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村落存世量多，中国广东省内

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有 22 处，“中国传统村落”126

处，获得省级称号的传统村落有“广东省古村落”164 处，“省

级历史文化名村”56 处，“广东省传统村落”189 处 [1]。村

落的民俗文化价值和其景观性带动当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和

特色手工业的发展。

5 乡村民宿的发展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广东省紧跟着国家战略方针，结合中国广东省实际情况，

在乡村生态等七大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民宿的

发展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极大的实现意义，它推

动乡村经济、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

5.1 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民宿是乡村旅游过程中最重要的载体和最主要的手段，

可以说，乡村民宿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乡村旅

游的发展水平。乡村民宿的发展开拓农民收入渠道，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帮助贫困地区快速脱贫。

5.2 促进乡村文化发展

民俗文化存在村落中有两种方式：一是物质的文化存在；

二是精神的文化存在。物质性文化存在更多的是一种涉及村

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实用价值，比特色手工制作品；精神

性文化存在则侧重于对村民的道德伦理、行为方式、思想情

感、审美思维等方面的影响，如村落景观要素、建筑结构、

装饰中的神仙体系、装饰题材、历史典故等 [2]。开发传统村

落、自然村落，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乡村民宿的建设或改建，

要遵循原村落的民俗文化，发展有效地保护村落的传统文化

与历史遗产，在维护村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传承历史文化，

衍生新的村落文化。

5.3 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发展

乡村生态文明是指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所形成和

创造的优美生态环境与良好文明行为的总称，主要包括乡土

文化、环境治理、农耕文明、生态值保、民俗风情、文明礼节、

科技推广、节约资源等生态文明行为。无论乡村民宿建筑是

重建还是改建，都应该建立在村落的原乡生态基础上，对于

民宿设计方向一定要遵循生态和谐，统一规划设计以及彰显

出乡土和地域文化特色。打造成民宿旅游精品，与周围的环

境地域相融合，然后通过当地文化符号提取、运用、点缀 [3]。

6 以客家围屋为载体的原生态民居建筑改造的

乡村民宿

6.1 客家围屋隐含文化精神

（1）反映了客家人团结互助、敬老尊贤、礼貌文明、知

书达理的传统美德。

（2）客家围屋的风格是原始住宅风格的传承，蕴含了对

祖先某些住宅经验的复苏和借鉴。

（3）围龙屋的建筑特色也是古代阴阳思想的投射，集中

体现在讲求建筑物体与天然地形的协调统一，符合“天人合一”

的哲学道理。

（4）体现了传统的宗族观念。客家民居建筑规模宏大，

一方面，呈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的习性。另一方面，屋内住

户按辈份高低及尊卑来分配房间，其建筑中心位置称为堂屋，

都安放祖宗牌位，供后人拜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

这种传统家族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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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客家围屋建筑布局特点与乡村酒店式民宿运营不

合而谋

客家建筑是由是核心部分与围合部分组成，堂屋是绝对

核心，通常为两堂或三堂；四周由围屋间围合而成，围内通

常有 2~3 围排屋，具有向内开敞、向外封闭的特点，是“居

祠一体”的结构 [4]。客家围屋具有历史民俗文化的研究价值，

体现在围屋村落的景观、建筑空间、建筑装饰三个方面。传

统的特色建筑、自然人文资源是民宿的重要依托，挖掘文化

内涵是乡村民宿产品创新的主要源泉。客家围屋对内具有开

敞性、对外具有防御性的建筑格局特点为乡村酒店式民宿提

供安全合理的管理模式。

6.3 从化吕田镇莲麻村的华夏莲舍民宿

从化客家围屋主要分布北部和东南部 [5]，位于中国广东

省广州市最北端的从化区吕田镇。客家围屋基本为四角带碉

楼的呈矩形围合，围内的三堂（或二堂）屋和排屋用天井分开，

外围墙体用三合土、卵石、灰砂砌筑。

2015 年吕田镇莲麻村作为广州特色小镇建设首个试点

村，其改造设计是依托乡村资源和生态资源，升级传统的民

俗文化体验，打造内外兼修的农家民宿与生态建设模式。莲

麻村围屋群分别有车步社上社的路氏黄泥砖围屋，路氏围屋

已经破败不堪；车步社下社的陈氏围屋，与上社的路氏围屋

村相隔不远，陈氏围屋结构保存得相对完整，整座建筑全包

围，围屋是正正规规的方形结构；坐落在黄沙坑社的光裕第，

是典型的方形客家建筑群围屋，也保存相对较完好。这三处

的围屋群已经人去屋空，都难掩残破迹象。

在小镇建设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展示莲麻客家围屋的特

色，对客家围屋进行了修旧如旧的翻新，将围屋群改造成华

夏莲舍民宿，围屋作为改建的乡村民宿，建筑本身就具有较

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改建中需要对其结构与装饰进行保护

及修缮，保留了黄泥砖墙、灰瓦面等原有的建筑特点，与周

围的乡土风情景观和谐振共存，室内装修注入现代元素，将

传统文化和现代气息相结合，如餐厅空间的墙体还保留着黄

泥砖墙，天花运用了钢与玻璃的现代化材料，麻绳的运用将

黄泥砖墙与钢、玻璃和谐共处。客房内部功能齐全，温馨舒适。

如图 1 所示。

图 1 华夏莲舍民宿

6.4 增城区派潭镇邓村石屋田园酒店

由有 200 年历史客家围屋古村落修复改建而成的邓村石

屋田园酒店位于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是目前广

州唯一的古村落精品度假酒店。

邓村石屋是由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宗亲，广府巨富石火

星建于清朝道光年间，是珠三角保存较为完好的客家围龙屋

聚落。在修复之前，是一个空心村，村里荒草遍地，泥砖房

多已倒塌了。增城地区的客家围屋建筑在清代发展的流变过

程中吸纳了广府建筑文化精华：（1）围屋建筑外立面墙体采

用青砖黛瓦；（2）围屋在屋面正脊采用了广府民居常见的龙

船脊，部分围屋的山墙采用了镬耳山墙形式；（3）围屋三开

间的门廊式入口，檐柱式及柱础形式也反映出广府建筑文化；

（4）围屋厅堂顶的墙楣上描绘黑底白纹的卷草纹饰，是广府

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图案 [6]。邓村石屋的建筑外观的修复是客

家文化建筑中融合广府建筑特色元素的古村落精品度假酒店。

民宿酒店内有院落别墅套房、天井院落套房、复式家庭

套房、平层家庭套房、景观大床房等多种房型。客房内部装

修风格为简约中式，坡屋顶裸露的脊木结构、打磨过的清水

泥墙面与地板、中式元素的屏风、朴实的木家具，有些空间

还保留了原有的材料，如麻石台阶、价廉却吸水防潮强的大

阶砖地铺，这些朴实的建筑材料与精致的软装相结合，打造

出与周围环境相融合的舒适空间。如图 2 所示。

图 2 邓村石屋田园酒店

7 结语

民宿经济发展，让寂静凋零的村落再度热闹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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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民俗文化在流动升值中得到传承发扬，积极影响助推

农村面貌的根本变化。传统特色民居建筑改建为民宿，修旧

如旧是它的改建原则，既保留了蕴藏要建筑中的历史文化，

使游客在休闲娱乐中畅游中华民俗的精髓；又保证了村落的

乡土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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