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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背景下乡村景观的创新性设计与活化利用——

以关中民居为例
马欢

西京学院，陕西西安，710199；

摘要：乡村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传承地方文化、促进城乡融合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和关键价值。然而，传统的乡村景观设计往往忽略了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双重需求，导致景观创新设计缺

乏系统性与综合性。基于此，本文主要以关中民居景观为例，积极讨论文旅融合背景下我国关中民居景观的创新

性设计与活化利用方式，希望可以起到参考的作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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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旅融合趋势日益增强，乡村作为承载丰富民

俗文化与自然生态的空间载体，其景观的重塑与利用备

受瞩目。关中地区，凭借深厚历史底蕴孕育出独具一格

的关中民居，它们是地域文化的生动写照。然而，在现

代化进程与旅游需求转变的双重冲击下，关中民居乡村

景观陷入发展困境，传统风貌渐失、功能单一老化等问

题凸显。如何在文旅融合新语境下，挖掘关中民居潜力，

打破僵局，以创新性设计激活乡村生命力，实现从静态

保护到动态利用的跨越，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1 关中民居景观基本特征

1.1 建筑布局特色

关中民居的布局遵循传统的宗法礼制与当地的气

候特征，大多数为四合院形式，房屋围合中间庭院，庭

院方正开阔，既有利于采光通风，同时也可以为家族日

常活动提供公共空间。关中民居正房坐北朝南，处于中

轴线的核心位置，可以彰显长辈的地位。东西厢房对称

分布，可以用于晚辈居住，秩序井然。这一布局模式紧

凑严谨，有助于抵抗冬季的寒风，夏天也能够遮阳避暑，

强化家族聚集的凝聚力，空间层次分明，从大门、庭院

到各个屋室，步步递进，从而展现出浓厚的传统居住智

慧，关中民居景观承载着关中地区数百年家族文化传承

的脉络
[1]
。

1.2 建筑外观风貌

在外观层面上，关中民居具有非常大的辨识度。墙

体厚实稳重，大多数以黄土或青砖筑就，土黄色调与大

地相融，古朴沧桑。屋面坡度较为平缓，一般来说使用

小青瓦，出檐深远，不仅可以防雨，同时还能够增添建

筑的韵律感。门楼的造型较为考究，作为家宅的基本脸

面，使用飞檐斗拱、雕花刻兽精美繁复，能够彰显主人

的财力以及品位。在不同地区，门楼风格各有不同，或

大气庄重或精致典雅，是我国关中地区民间工艺的集大

成者。门窗主要以木质为主，格纹样式丰富，窗棂疏密

有致，可以兼顾采光与装饰的不同要求。整体建筑外观

雄浑质朴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细节性，可以展现出关中房

屋建筑的基本风情。

1.3 装饰细节韵味

关中民居的装饰细节堪称一绝，木雕、砖雕、石雕

遍布各处。木雕多见于门窗、雀替，题材涵盖神话传说、

花鸟鱼虫、历史故事，刀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栩栩

如生，花鸟灵动逼真，寓意吉祥美好，如蝙蝠木雕象征

福气临门。砖雕主要装饰于门楼、照壁，图案规整大气，

几何纹、万字纹组合精妙，展现精湛工艺同时寓意家族

昌盛、福寿绵延。石雕多用于柱础、门墩，造型敦实厚

重，狮子门墩威风凛凛，镇宅辟邪，花卉石雕温婉雅致，

历经岁月磨砺，这些装饰愈发韵味悠长，承载着民间艺

人匠心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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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自然融合特性

关中民居较为注重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呼应，关中民

居的选址一般来说靠近水源、农田，关中民居前有溪流

潺潺，后靠青山绿树，一方面方便生产生活，另一方面

可以营造出优美的田园风光。庭院当中一般会种植一些

槐树、石榴树等果树，春夏不仅繁花似锦，同时秋季还

会得到一些果实，调节庭院内小气候，为居住空间增添

更多的生机。民居周边利用地形高低差可以设置一些排

水系统，雨水在高低差的影响下将会流入池塘或者农田

当中开展灌溉，实现自然循环与利用。建筑材料就地取

材，黄土、石材取自本土，与大地色泽质地浑然一体，

仿佛自然生长而出，将会有助于构建出宜居宜业的生态

乡村景观。

2 关中民居景观对文旅融合的意义

2.1 文化传承载体意义

关中民居景观承载着深厚悠久的地域文化，也是关

中历史的活化石。其布局、装饰等细节渗透宗法礼制、

民俗风情，从正房长辈居住的位置从而彰显家族秩序，

再到观众目标蕴含的神话传说，无一不是文化传承的印

记。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游客将会置身其中，从而直观

触摸历史脉络，感受先辈生活情境，民居将会成为文化

传播的生动教材，让古老的关中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能够

跨越时空延续生命力，避免在现代浪潮当中惨遭遗忘，

这为地域文化传承将会构建出稳固根基，让文化传承从

书本走进现实场景
[3]
。

2.2 产业联动助推意义

关中民居景观可以为文旅产业联动创造出多元可

能，一方面，以民居为依托发展特色民宿，原汁原味的

居住体验可以极大地延长游客停留时间，积极带动餐饮、

购物顺利消费。另一方面，承载的民宿文化将会衍生出

手工艺品制作、民宿表演等项目，例如根据木雕技艺开

发纪念品，组织秦腔表演。同时，周边农田需要结合民

居景观，积极发展观光农业，实现产业的深度融合，从

而拓展产业链条，促进乡村经济从原本的单一农业转变

成为复合型文旅产业模式，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

力源泉
[4]
。

2.3 社区参与赋能意义

在文旅融合进展当中，关中民居景观可以让当地社

区重焕生机。修缮、维护与旅游经营为居民提供大量的

就业机会，从民居导游讲解到民宿活动组织，居民将会

更好地熟悉本土文化优势，并且参与其中，实现增收致

富。同时，居民在游客互动交流当中，从而强化文化自

信，主动传承并且保护民居景观发展水平，进而增强社

区凝聚力，形成居民与旅游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保障文旅融合实现可持续推进与优化，让关中民居可以

所在乡村走向富裕繁荣的道路。

3 文旅融合背景下关中民居景观现状

3.1 建筑保存状况

当前，关中民居建筑保存呈现出两极分化状态。一

些古村落当中的关中民居，经过风雨侵蚀以及岁月磨砺，

墙体开裂、屋顶坍塌等现象屡见不鲜，另外木雕腐朽、

砖雕风化，一些珍贵装饰细节也因此受损非常严重。像

一些偏远山区的老宅，由于缺乏修缮资金与技术，往往

摇摇欲坠而濒临破败。然而，在少数得到重视的地区，

例如袁家村周边，民居被精心修复，原貌得到重现，建

筑结构因此加固，破损装饰可以使用传统工艺进行修补，

进而重新焕发光彩。这一工作的开展，能够为文旅开发

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总体来说，亟待修缮维护的

民居依旧占据较大比例
[5]
。

3.2 旅游开发程度

目前来看，旅游开发程度参差不齐。一些知名的景

点周边，例如法门寺附近村落，关中民居改造为特色民

宿、民俗展馆颇具规模，旅游线路串联有序，游客在这

一过程中络绎不绝，配套餐饮、购物设施完善，能够充

分发挥出景观优势。但是大多数关中地区的普通村落，

旅游开发尚未顺利起步，目前仅有零散的民居开放，缺

乏统一规划，使用的游览路线也较为混乱，服务设施非

常简陋，游客的实际体验与反馈交叉，并未顺利形成品

牌效应。总的来说，乡村地区的民居文化依旧尚未形成

品牌效应，大量潜在的旅游资源依旧尚未开发，并未转

化成经济收益
[6]
。

3.3 社区参与情况

社区参与在不同地区差异较为显著，开发成熟区域，

居民可以深度融入，或者经营民宿、餐厅，或者参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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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表演、导游服务，收入更加可观，例如自发组织保护

民居景观，成立协会监督开发。但是在起步村落，居民

参与热情受挫，但是由于前期开发收益比较少，对文旅

融合信心较为不足，必须始终秉持观望态度进行分析。

甚至一些关中民居景观管理人员，往往由于不了解规划，

对民居改造心存抵触，不愿配合交流，进而导致社区力

量难以凝聚。

4 文旅融合模式下关中民居景观创新设计策略

4.1 建筑空间功能重塑

首先，对传统关中民居的空间布局需要进行灵活调

整与优化，这将会有助于适应现代文旅的实际需求。在

保留关中民居正房、厢房等主体结构展现地域文化特色

的基础上，做得更好的优化与改进。正房内部可以改造

成文化展示区，利用多媒体、实物陈列等方式呈现出关

中历史变迁、关中民俗风情，例如设置婚俗展览，还原

传统的婚丧嫁娶整体流程，让学生可以沉浸式地感受到

关中婚姻模式的意义。厢房能够开辟成为多种功能空间，

将厢房的一部分作为特色的民俗客房，融入一些火炕元

素，还可以搭配现代化的卫浴设施，保障城镇居民的入

住可以快速适应。另一部分的厢房则是开辟为手工艺品

制作体验室，邀请一些非遗传承人入驻其中，指导游客

制作剪纸、面塑等，增加互动的乐趣。庭院空间也需要

尽量避免闲置，积极搭建露天舞台，定期举办秦腔表演、

民间歌舞等活动。在白天，则是游客休憩赏景的位置，

在夜晚，则是开展各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实现从居住功

能到文旅多元功能的发展。

4.2 外观风貌适应性改造

关中民居外观改造需要守正，也需要进行创新。守

正在于保留黄土青砖墙体、小青瓦屋面、古朴门楼等标

志性元素，确保地域辨识度。创新方面，可以在色彩运

用上适度拓展，例如在门窗边框、雕花位置采用亮色进

行点缀，打破沉闷感的同时也不突兀。材质选择方面可

以结合新工艺，使用仿旧砖石、防腐木，延长建筑的寿

命。对于门楼，在传统造型基础上融入现代灯光设计，

夜晚则是通过灯光勾勒飞檐斗拱轮廓，打造如梦如幻的

视觉效果。墙面装饰可以增加一些反映当代关中农村生

活外貌的浮雕、彩绘，例如丰收场景、乡村新产业画面，

不仅可以传承，同时可以与时俱进，让民居外观在延续

古韵的同时散发新时代气息，吸引游客的目光。

例如，关中民居的院落是其重要的空间特色，可通

过设置门洞、漏窗、回廊等元素，让院落与外部景观相

互渗透。例如，在院落当中种植当地特色树木花草，设

置小型水景，例如水池、溪流等，营造出宁静宜人的居

住氛围。同时，将院落的景观与周边的乡村景观相连，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民居外观改造中，可以通过墙面

装饰、景观雕塑等形式，展现关中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民

俗风情。例如，增加一些反映当代关中农村生活外貌的

浮雕、彩绘，如丰收场景、乡村新产业画面等，让民居

外观在延续古韵的同时散发新时代气息。

4.3 文化体验深度植入

深度挖掘关中民居文化内涵，将文化体验融入每处

细节。从游客踏入民居那一刻起，开启文化之旅，入口

处设置智慧导览系统，依据游客兴趣推送个性化文化故

事，如建筑年代背后的历史典故。屋内装饰依循传统节

气、民俗更换，春节挂红灯笼、贴年画，端午摆艾草菖

蒲，让游客感受民俗时令变化。开发民俗主题餐饮，在

传统关中美食基础上，餐具、餐厅布置贴合民居文化，

如用粗陶餐具盛臊子面，餐厅墙壁绘农耕图。

例如在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游客可以从典型的

关中民居出发，沿着石板路前行，线路串联起周边的古

磨坊、古井等遗址。古磨坊景观的打造别具匠心，木质

水车缓缓转动，引发水流冲击石磨，旁边的展示牌结合

任务卡谜题，讲述过去关中百姓利用水力磨面的智慧，

解答谜题之后游客可以亲手尝试推动石磨，感受历史的

厚重。古井周边，则是以砖石围砌古朴的井台，井边杨

柳依依，游客在探寻过程中了解到古井如何历经岁月滋

养村落。

4.4 生态景观协同营造

在实际工作期间，需要秉持生态优先理念，从而协

同打造民居周边景观状态。还可以利用关中民居前院、

后院以及周边闲置地，构建出小型生态循环系统模式。

前院可以挖设雨水收集池，收集雨水从而用于灌溉庭院

绿植，水池中养锦鲤，增添灵动景观。种植本地特色果

蔬、花卉，例如临潼石榴、周至猕猴桃，春赏花、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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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让一些游客可以体验农业带来的快乐。在后院，则

是需要打造生态湿地景观，净化生活产生的污水，同时

吸引一些鸟类栖息，设置一些观鸟亭，方便游客观鸟写

生。民居与周边农田、山林构建绿色通道，开辟骑行、

徒步的不同路线，游客穿梭其中欣赏田园风光、呼吸新

鲜空气。

5 结束语

在文旅融合的时代浪潮中，关中民居作为乡村景观

的瑰宝，承载历史、文化、生态的厚重底蕴，为关中民

居铺就了一条极具特色的发展道路。通过对创新性设计

与活化利用的探索，可以看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希望。站

在建筑空间功能的重塑角度上，可以让古老民居摇身一

变成为集文化展示、住宿体验、手工创作与演艺观赏为

一体的多元空间。这将会让关中民居蕴含的文化基因得

到传承延续，让乡村景观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未来，依旧需要各方携手共进，持续优化创新，让关中

民居引领的乡村文旅之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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