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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me farm” is a new form of modern farm which is based on rural natural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pecific leisure and sightseeing projec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theme farm mode, through the power of design to activate the old and new intertwined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and on this basis for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put forward a feasible development model.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Siyang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competition case study,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activation method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provides some ideas for the future Ru-
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theme far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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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农庄模式下的乡土建筑的激活——以国际建造大赛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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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题农庄”是现代农庄的一种新形式，是以乡村自然环境为背景，以传统农业资源和乡土文化特色为基础，以农业生产和
特定休闲观光项目为主要功能的一种新的开发模式。本文重点研究在主题农庄模式下，通过设计的力量来激活新旧交织的乡
土建筑，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提出可行的发展模式；通过深入分析泗阳国际建造大赛实例的方法进行研究，探索
乡土建筑的激活方法，为以后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思路，促进主题农庄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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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农村建设带动了乡村旅游业发展，乡土建筑凭借其地

域性特征受到广泛关注 [1]。乡土建筑起源于民众的乡土生活，

蕴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利用乡土建筑的独特性可以带动当

地的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2]。乡土建筑建设原则是

功能性和实用性，通过与乡土民间传统习俗的结合，使乡土

建筑蕴含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历史重要性以及建筑清晰性，

因此乡土建筑是具有人情殊以及创造性的建筑类型。为了激

活乡土建筑而赋予特定的功能并结合相关产业形成新型主题

农庄，即以某种具有新意和特点为主体，打造出独特主题来

更好地吸引和服务来休闲和娱乐的人群的新型农庄模式。

2 主题农庄的分类和特征

2.1 主题农庄的分类

随着时代科技的发展，农庄的主要吸引人流的方式不再

只是依赖农场生活的体验，与此同时向着主题鲜明和规划管

理统一的主题农场的方向转变，以招徕更多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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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农庄的种类呈现着越来越多元的趋势发展，从主要

服务功能区分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运动类主题农庄、教育

类主题农庄、科普类主题农庄、社科类主题农庄、产业类主

题农庄等，如图 1 所示。

2.2 产业类主题农庄的特征

产业类主题农庄是以实现产业产品和产业文化相结合以

提升农庄整体的产业水平和旅游可玩性为目的，集产业、旅游、

提升当地居民生活水平于一体的新型农庄经营模式 [3]。

2.3 产业类主题农庄的作用

(1) 农庄产业水平和营销方式多元化

对于产业本身而言，产业发展方向单一，受制于人流稀

缺等客观条件约束，在经历过设计建设后，用公共设施吸引

了当地的居民，利用主题元素提升庄园旅游吸引力，大大地

提升人流量，为产业的销售提供了对象，营销方式呈现多元化。

(2) 旅游业与产业的结合

在产业形成主题庄园之后，就形成了许多旅游地点，为

庄园提供了新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同时这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带动了原本产业的发展 [4]。

3 泗阳主题农庄梨园小屋的活动概况

3.1 大赛概述

为了让设计能够与产业集合最大限度地接近实际乡村，

2019UIA-CBC 国际高校建造大赛落地泗阳。大赛以“梨园小

屋”为题展开竞赛，最终筛选出十五组优秀作品进行实地建造。

十五组方案各具理念，是中外各高校学生思想交流与碰撞的

结果，设计的力量将迸发在乡土建筑的激活中。

大赛最终主旨在于让学生在实际建造的过程中训练自己

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并对乡村与设计具有更加深刻的理

解；同时，大赛也将探索如何在满足乡村需要、与村庄适宜

的同时给乡土建筑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3.2 发展定位

3.2.1 轻介入，微改善——保留乡村风貌

对待乡土建筑，不能“大改大建”，一味地向城市看齐，

而应站在保留传统文化和乡村风貌的层面，采取轻微的干预、

微观的空间改善的方法，在不改变乡村原有的空间格局、不

改变原有风貌、不改变原有地景、不改变原有植被的基础上

进行微调，局部改善，真正留住乡村的“形”。

庄园类型 类型特点 类型实例 实例图片 实例说明

运动类主题庄园
以运动以及益智游戏等方式

为主题招徕游客
宜州鼎盛运动农庄

该农庄以运动项目为主结合乡村
生活打造新型农村生活体验式项

目。

教育类主题农庄
用户主要为亲子群体，以体
验式项目，向孩子传达生活

知识，增进亲子感情
日本 mokumoku 农场

以“自然、农业、猪”为主题的
工作室农庄 , 强调亲近自然及家

庭温馨。

科普类主题农庄
打造科技体验项目，在活动
体验中向游客传达科普知识

贵州航天太空农庄
以太空农业主题，打造农业科技

主题。

社科类主题农庄
多以社会文化的魅力打造主

题庄园
成都上堡梯田

三大体验，十二种老家情愫：老
客家·民俗体验区、农耕道·古
耕体验区、耕心谷·漫乡体验区。

产业类主题农庄
依托当地或引进特色产业，
打造产品特色和体验项目

台湾大湖草莓
草莓园自然集聚，农会牵头整合
并完善配套，三产联动发展休闲

农业。

图 1 主题农庄的分类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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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建小屋，置空间——激活乡土建筑

“梨园小屋”是本次建造大赛的主题，要求在自然与和

谐的环境中，以不打破村庄原有的生态环境为前提下，置入

小屋或进行公共空间的整治，以此推动对乡土建筑的方向探

索——或改善公共空间，或与特色产业结合 [3]。

3.2.3 承传统，载乡愁——尊重本土文化 

乡村建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丧失了文化自信。如何让乡

村重拾文化自信，需要我们更多地注意到建筑的“地域性”，

我们更需要注意传承与创新，在建造过程中了解当地文化的

不同，并根据地域文化的特殊性，选取合适的建筑材料，打

造乡土文化名片。

3.3 建造作品的设计理念

15 个由全球 30 家知名院校组成的联合团队以“梨”元

素为核心，在不影响基地原有果树、民居的基础上，设计并

建造一个功能多样的梨园小屋，建成后的“梨园小屋”作为

休憩、剧场、垃圾回收站、展览馆、茶室等多种形态的公共

装置，既有探索乡村生活模式的生活体验小屋，又有乡土材

料木制的剧场及展销空间。虽建造成果的形式与功能各异，

但体现的设计理念均是利用乡土材料进行建造，对乡村现阶

段某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挖掘与改善，从而达到激活乡

土建筑的目的。

3.3.1 新型乡村生活体验装置

(1)“方间梨楔”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纯粹

生活理念为灵感，回归极简的空间操作手法，在梨园一隅置

入极简生活体验装置。通过变换建筑的空间组合形式，淡季

时可作为村民日常的公共聚集空间，旺季则成为游客烧烤及

宿营的好去处。作品通过更新果园村生活方式，为探索乡村

生活模式多元化创造无限可能。

(2)“垃圾回收站”设计以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为策略，

以钢木结构体系回应传统民居建构体系，以当地材料的陌生

化应用作为实验，利用烟囱效应的净味系统，使得梨园垃圾

回收站以一种务实而精巧的方式融入乡村日常生活。

3.3.2 乡土元素的更新与重构

（1）“凳子剧场”

该设计以乡村常见的板凳为基本构成元素，组合、阵列、

偏移为谷，以装配式构成原则搭建出露天剧院和市集。该方

案除了满足节庆和日常娱乐功能，还可灵活组合成其它功能

场所，在使用中如有损坏，可通过单元替换，完成简易的维

护和更新，充分满足了乡建的在地性、生态性、灵活性和可

推广性，如图 2 所示 [5]。

 
图 2“凳子剧场” 

（2）“爬梯剧场”

从环保、可拆卸化视角来出发，用乡村最常见的梯子作

为基本构成元素组成村民日常活动的场所，设计中带着“梨

园的村民农忙与闲适之间的转换”。带着这些初衷，剧场成

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动的媒介。无论男女老少，年幼与否，

都可享受梨园中的乐趣与灵动，如图 3 所示。

图 3“爬梯剧场”

3.3.3 展销空间的在地性设计

（1）“梨生集”的设计以提取周边肌理与建筑元素，营

造庭院以点缀不断向两端生长的展销空间，置入交流场所以

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打造沿路观光线，以提高乡村旅

游的多样性和体验感。建筑结构抽象地回应了梨树形态，屋

架之间横向连接形成模块空间，屋架结构下置入盒子体系 , 实

现果品展销功能，如图 4 所示。

（2）“芳木为邻”的设计理念源于模块化结构的想法，

可以适应不同的用途和配置。模块结构可以自由地重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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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组合可以形成家具、墙壁、露台、屋顶，还可以形成不同

类型的功能，如休闲空间、休息空间和零售空间。这些模块

可以适应有梨树矩阵的场地，可以在基地内自由地复制，创

造出一个新的逻辑系统，同时其可以扩展出无数形状。所有

的模块一起变得像“木质像素”，这种形态有助于解释景观

的形态和其中的高度变化，就像在笛卡尔坐标系中一样，如

图 5 所示。

图 4“梨生集”

图 5“芳木为邻” 

3 结语

虽然此次主题农庄梨园小屋的建造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对乡村发展以及乡土建筑的激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建

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此起彼伏，绝大多数问题出现在建

筑材质、施工及使用上，论文针对其解决及重构提出了一些

措施，例如材质单一，导致结构有问题，可以在建造过程中

采用其他材料增加稳定性；施工不规范，建造简陋，可以给

设计完整的给排水，采暖系统，线路的完善处理；很多乡土

建筑缺少管理，形式多变且不美观，缺少整体性，可以对其

进行统一规划及管理，建造大赛就是在统一主题建造的基础

上，后期有人进行统一维护和看管，达到美观整洁的需要。

主题农庄是现在乃至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模式，其

在农林中的应用不仅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农业

旅游的发展，同时激活了乡村建筑以及经济的发展。而乡村

里乡土建筑的发展又是主题农庄甚至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推

动因素，两者相辅相成，泗阳建造大赛的初衷是“设计激活

乡村”，现在可见，设计给了乡土建筑重生，重生的建筑也

给了乡村发展的重新激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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