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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乡村振兴为背景，讨论传统村落民居适应性更新策略。本文以娄底市新化县楼下村为例，通过对

村落现有传统民居现状调研，发掘出宅院环境质量有待提升、单体建筑舒适性不足、与当地经济文化发

展适应性差等问题，对楼下村传统民居提出适应性更新策略，从宅院环境提质、单体建筑更新、与村落

经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三个方面对传统民居进行适应性更新保护。以楼下村某合院为实例进行适应性更

新。最后对梅山地区传统民居进行适应性更新路径探索，为梅山地区乡村振兴拓展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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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daptive renewal strategies of tradi-
tional village dwellings. Taking Louxia Village in Xinhua County, Loudi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cavates the problems of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house, the lack of comfort of the 
single building, and the poor adaptability to the lo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houses in the village, and pro-
poses an adaptive renewal strategy for the traditional houses in the downstairs village, and car-
ries out adaptive renewal and prot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houses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house environment, renewing the single building, and organically combining 
with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 Take a courtyard in the village down-
stairs as an example for adaptive updates. Finally, the adaptive renewal path of traditional houses 
in Meishan area was explored, so as to expand new idea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eish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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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梅山文化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本土地域文化，以湘中为核心辐射全国中西部地区。与湘西、湘南相比，

湘中梅山地区的传统村落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仍然处于初始研究阶段。对梅山地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梅山文化的定位、宗教、艺术、风俗等的研究(郑伯红，1998；马铁鹰，1999；伍

彦谚，2017；韩磊，2020 等) [1] [2] [3] [4]；2) 湖南大学陈飞虎教授团队关于梅山地区建筑与环境的研究

(邹阳，2012；熊莹，2014；李川，2017；马珂，2018 等) [5] [6] [7] [8]；3) 梅山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形

态、公共空间、民居活化等的研究(姜敏，2015；高娟，2018；吴翠静，2019；黄筱蔚，2020 等) [9] [10] 
[11] [12]。综上所述，梅山地区传统村落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有一定的研究基础。研究的视角多集中在

艺术文化、村落规划与更新、传统建筑与环境等方面，对传统民居的适应性更新方面研究较少，需求较

迫切。 
而关于传统民居的适应性研究，一些发达国家对于传统民居建筑的适应性研究起步较早，有丰富的

经验。以日本为例，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就开始了民居再生的研究，对应著作有《历史的环境：保存と

再生》《日本民家再生集成：商业例编》《民家再生の设计手法》《民家再生の魅力》《民家建筑の再

兴》等，并于 1997 年设立“日本民家再生协会”，进一步完善民居建筑保护适应机制。与此同时西方各

国对传统建筑保护与适应性的研究热情也在不断上涨。除了对传统建筑进行适应性再利用外，还从建筑

材料的使用性能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以此来改善建筑的整体风貌，更加全面的满足现代生活所需，促进

建筑的可持续性发展，如哈桑·法塞在《贫民建筑》中以传统材料、建筑构造方式、自然环境等作为介

质，探讨传统与现代的时间性联系。在他的设计作品中，将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建筑语言融入其中，充

分展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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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技术与设

备适应方面，2010 年，湖南大学李哲、柳肃进行了湘西侗族的传统民居现代适应性技术体系的研究，在

适应其地域生活以及民居特色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民居改善与更新，探索现代设施的合理利用、改善风

环境、建筑节能减排等适应性的更新技术模式[13]；在民族历史演变机制方面，2014 年，清华大学周婷

以永顺为例，探讨湘西土家族建筑从源起至今整个演变历程中，建筑在自然环境、经济技术环境、社会

文化环境共同选择作用下的适应性机制，并基于机制规律，尝试提炼建筑的演变模式和趋势，进一步提

出以人工选择介入自然选择的调适路径，从而引导适应的方向和效果，维护和谐人居的可持续发展[14]；
2019 年，华南理工大学黄晨虹概括西江苗寨民居营造模式特点，总结演变规律与影响，并通过动因归纳

进一步分析其成因，借此探索西江民居营造的发展策略[15]。在材料更新适应上，2020 年，青岛理工大

学杨谦益从基础营建材料入手，挖掘乡土材料与传统民居之间的地域价值联系，将东北民居的立面特色

形式结构化、系统化，为东北乡土民居的发展传承提供可被参照的营建标准[16]；2022 年，湖南大学廖

伟运用现代适宜性技术对赣南客家传统民居进行适应性更新，为营造赣南地域和谐发展的人居环境和传

统民居再利用以适应当地产业发展提供可行的解决措施[17]。 
总的来说，湘中梅山地区拥有丰富的传统民居资源，但因地处偏远，多山阻隔，对传统民居的适应

性更新方面研究较少，需求急切。国内外关于传统民居的适应性更新领域研究资料丰硕，可以加以学习

借鉴，再结合梅山地区传统民居特色去归纳总结出适宜的适应性更新策略。 

2. 楼下村传统民居概述 
 

 
Figure 1. Building distribution map of louxia village 
图 1. 楼下村建筑分布图 

 
楼下村位于湖南省南部的娄底市下辖的新化县水车镇，同时处于紫鹊界梯田风景名胜区，属于湘中

梅山区域传统村落，背倚梯田，故称楼下，属于典型的山区盆地地形，道路交通呈树网状，(见图 1)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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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12]。楼下村在 2016 年底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旅游资源较丰富，不仅有秀美的梯田，

还具有极富梅山特色的传统建筑[18]，村落民居多背山面水，建筑之间的布局自由、紧凑、灵活。楼下村

传统木板屋 100 多栋，多为穿斗式结构木建筑[14]。村内现有保存完好的老屋院、庠地院、月新院、五房

院、香花凼上院和下院、南林公院等 54 栋古建筑，大多系明清建筑。其中有代表性的院落为月新院和新

庄等。多数传统民居建筑在当地政府的出资修缮下还保持的较好的原始风貌，并且不允许随意拆建。一

小部分留守的老人小孩居住其中，其他村民则外出务工或另起新居。多数传统民居失去了原有的居住功

能。 

3. 楼下村传统民居现有问题发掘 

3.1. 室外环境质量有待提升 

民居的宅院空间包括建筑组群围合而成的内部庭院与建筑外附属空地两部分空间形态，除了加强采

光通风，还有晾晒农作物、衣物外、聚会、交谈等功能。实地调查发现，当地民居宅院下界面主要有夯

土、混凝土、砖石三种材料，布置简单(见图 2)。由于民居老旧及长时间闲置，多数宅院地面布满青苔与

野草，环境质量较差。另外居民常在宅院内蓄养饲养家禽，排泄物的不及时清理易滋生病菌和散发气味

导致宅院环境质量较差[17]。 
 

 
Figure 2. Photo of the traditional courtyard of the louxia village 
图 2. 楼下村传统合院照片 

3.2. 单体建筑舒适性不足 

3.2.1. 室内空间划分不合理 
经过走访调研，总结出传统民居在室内空间划分上存在以下不足：传统民居平面布局多对称分布，

以堂屋为中心向两侧延伸出正房和厢房。厅堂宽敞明亮，包含祭祀、日常劳作等功能。卧室与厅堂直接

相连与或其他功能房间串联布置，层高较低，在空间位置上人居空间并不被过于重视，采光通风效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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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厅[19]，又因为木墙年久表面呈灰黑色，室内阴暗狭小且私密性较差。餐厅在传统民居中通常不会单

独设置，常为客厅的附属功能[20]。多数客厅与厨房距离较远，因此就餐距离较远，甚至经过室外檐廊，

交通流线不畅。同样，卫生间多为旱厕且远离卧室等主要功能房间，常单独设置在主体建筑两侧或后院，

使用不便，尤其是在夜间。以图 4 某合院局部平面图为例，卫生间为加建砖墙小室布置在西南角，与奶

奶卧室间距约 15 米，途径室外檐廊(见图 3)给老年人的使用尤其是在雨季或寒冷季节带来麻烦。 
 

 
Figure 3. Streamline diagram of the local plan of the courtyard 
图 3. 合院局部流线图 

3.2.2. 民居维护结构性能不足 
传统民居采光是影响居住舒适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楼下村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夏季炎热潮湿，

考虑到隔热需求，窗洞开口通常较小。以楼下村某传统合院为例，面积约 10 m2 的卧室仅有一扇面积约

为 1.2 m2 的小窗，不满足住宅规范中卧室窗地比 1/7 的要求。奶奶客厅(见图 4)满足开窗要求，但是受层

高低矮与四周墙体颜色深沉的影响，采光效果大打折扣。室内通风同样受限于开窗面积小的问题，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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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不畅。而楼下村年降水量较多，雨季较长。雨季期间大多居民家中会有不同程度的受潮现象，给室

内舒适度和人体健康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另外，楼下村传统民居多为传统木构建筑，隔墙采用薄木板，

在隔热隔声性能上相对较差，无法满足村民的舒适要求[16]。而传统木构建筑在面对火灾时的耐火性能较

差，木材易燃，容易导致火灾的蔓延和破坏[21]。最后，传统木构建筑需要定期进行防腐处理、防火处理

和维护修缮，维护成本相对较高。  

3.2.3. 生活配套设施落后 
楼下村传统民居中厨房炊具主要包括砖砌灶台与操作台、橱柜、水缸米缸等，柴火垛放置在墙角或

简易阁楼上(见图 4)。厨房开窗面积通常较小，没有配置吸油烟机导致墙体长时间受烟气影响挂满油污，

采光不足，空气流通不畅，影响烹饪。木质地面易脏乱潮湿，滋生细菌。卫生间(见图 4)，几乎为早厕，

开窗位置较高且开口小，通风效果欠佳。同时厕所蹲位底下直接连通堆粪池，易招引蚊虫及滋生细菌。

池内粪污做天然肥料浇灌菜园，虽然能够间接产生经济价值，但使用起来舒适度较差。平衡使用舒适度

提升与旱厕堆肥价值实现，是楼下村传统民居适应性更新当中的重要一步[13]。楼下村传统民居维护结构

均为木材，结构较薄，不便铺设电路管道，电线多直接暴露固定在天花板、墙体上，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楼下村传统民居中首层净高通常为 2.5~2.8 米，天花板为轻质木板固定在木横梁上，分割出上部空间作阁

楼，在堂屋或卧室位置开约 0.6 × 1.5 米的洞口(见图 4)，在首层架简易木爬梯承担竖向交通功能，上下楼

不便且存在安全隐患[17]。 
 

 
Figure 4. Photos of the kitchen, toilet, staircase opening, and living room 
图 4. 厨房、厕所、楼梯洞口、客厅照片 

3.3. 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适应性差 

楼下村位于紫鹊界梯田风景名胜区内，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外来客流日益增多，带

来机遇发展的同时也对村落整体配套服务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满足住宿、餐饮、娱乐等不同需求，

而楼下村现有民居建筑配套较为薄弱，数量少，空间闲置率高[18]。因此，想要完美解决的办法就是将传

统民居进行适应化更新，增加不同类型的附属功能来解决服务配套需求。此外，传统民居建筑是当地最

重要的文化名片之一，能够起到很好的文化展示作用。因此传统民居的适应性更新愈加重要。 

4. 楼下村传统民居现代适应性更新策略提出 

4.1. 民居宅院空间提质 

部分民居宅院空间的夯土界面野草丛生，甚至砖石界面上也布满青苔，环境质量较差，无法正常满

足原本的晾晒、养殖、交流、聚会等功能。首先改变宅院整体荒芜状态，对地面进行硬化处理，同时根

据居民需要的宅院附属功能对其进行区域划分，将家禽饲养、晾晒区域布置在宅院边角，在方便作业的

同时不影响交通与其他活动[20]。若宅院面积较大，可在庭院种植小型的花木，定期打理天井内水池，以

调节室外微气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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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民居单体建筑更新 

4.2.1. 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利用效率 
优化空间布局重点在维护空间私密性、起居流线调整、闲置空间利用三个方面。传统民居内卧室直

接对堂厅开口或与墙体功能房间串联布置，造成私密性较差、功能不完整、流线交叉等状况，而厨卫距

离远。因此调整卧室开口方向，再通过增删隔墙来调整布局、部分房间功能调换来保障各功能房间功能

完整与流线清晰[23]。另外原民居显现房间数量多，面积较均质，分布散等特点。而单个房间面积小，空

间较局促，利用率低，应当考虑适当缩小辅助用房来扩大卧室客厅等主要功能房间。另外阁楼空间基本

闲置，在保留必要储物空间前提下拆除多余阁楼来增加空间净高，提高空间居住舒适度。 

4.2.2. 改善物理条件，满足舒适要求 
现存传统民居因缺乏维修及环境湿热，多见墙体破败、构件腐朽等问题，对结构稳固性带来很大挑

战。依受损程度综合考虑，局部受损或位移的结构进行复位，可以用外套铁箍、斜撑等方式加固，若腐

朽程度较大考虑拆除更换整体结构[24]。木构建筑本身存在消防隐患，除了提升传统结构及材料的耐火性

能，还需在室内外设置消防栓、灭火器、自动喷水系统，做到防与消相结合。另外，改善建筑采光通风、

保温隔热条件是提升舒适度的关键。建筑可在保证结构安全前提下增加开窗或设置天窗来改善。室内人

工照明则可在木构架上做隐藏灯带或是用吊灯以适应坡屋顶的建筑形制，增加光照强度同时明度更柔和

均匀。针对传统隔墙单薄，隔声隔热效果差的情况[16]，参考现代隔墙构造做法设内墙增设保温层，并在

外层刷白色涂料进一步改善室内光照。 

4.2.3. 增设独立卫浴，调整厨房布局 
民居原始旱厕窗小，通风不畅，在更新过程，满足 1:12 的窗地比要求扩大开窗面积满足采光通风需

求[17]。在原始民居中厕浴功能是分开的，可将厕浴一体化布置，考虑到民居相对面积足够大，可将部分

闲置房间进行功能置换以同时满足洗、厕、浴三种需求。传统民居平面布局中就餐常作为客厅的附属功

能，常有与离厨房位置较远情况，故采用局部扩建或者调整室内布局的方式，在厨房旁边扩增餐厅，满

足日常便利用餐需求。此外，优化厨房内部布局，在保留原有使用柴草燃料的烹饪方法同时增设现代清

洁能源及设备，融入现代化烹饪方式[17]。 

4.3. 与村落经济文化发展有机结合 

在建筑更新过程中，应尊重当地的传统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尽量保留和修复具有代表性和历史价

值的古建筑，让村落的历史文化得到传承。建筑更新可以通过保留传统元素、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将新

的建筑融入村落，满足当代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并为村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建筑更新可以将当

地的文化资源、特色产业等与建筑更新相结合，发展农村民宿、乡村酒店、文化创意产业等，开发文化

创意产品或体验项目，推动村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另外还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传统民居进行资

源化共享，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和享受当地传统建筑文化[25]。 

4.4. 更新实例 

4.4.1. 案例选取 
本文选取位于楼下村一处合院(见图 5、图 6)进行系统性居住功能提升更新。该院落至今还住有 6 户

人家，近 30 人，已有 300 多年历史。一条用石条铺成的路贯穿其中，两层木楼，木雕随处可见。该民居

首层平面面积约为 450 m2，二层约为 360 m2。首层主要承担日常生活起居功能与部分储物功能，二层阁

楼用于储物，但大面积空间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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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Aerial view of a courtyard in the louxia village 
图 5. 楼下村某合院鸟瞰照片 

 

 
Figure 6. Ground floor plan of the courtyard in louxia village 
图 6. 楼下村某合院首层平面图 

4.4.2. 适应性更新策略应用 
宅院空间提质： 
对宅院空间提质更新，包括道路硬化、将家禽屋棚规划至院后、增设绿植，提升室外环境质量。 
单体建筑更新(见图 7)： 
1) 综合利用闲置空间，调整平面中厨卫位置，将厨房调整至客厅旁杂物间处，考虑到卧室的视线问

题，微调部分墙体分割出就餐厅，缩短餐厨流线，保障卧室的隐私性。原厨房则调整成独立卫浴，与原

堆粪坑隔而相连，提升适应舒适度同时保留原有堆肥价值； 
2) 木质隔墙不承重，因而可以根据房间适用需求，扩大开窗，特别是起居室与卧室，增加采光通风

面积；同时拆除起居室上方隔板，取消闲置阁楼以增加室内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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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update 
图 7. 更新示意图 

 
3) 原木质隔墙较单薄，散热快，膈音效果差。为了提升墙体保温隔热隔声性能，将起居室卧室主要

房间墙体置换成双层结构，中间增设保温层。争取以低技高效改善民居物理条件； 
4) 针对木构架消防隐患大、耐久性较差的状况，对梁架墙板等木构件喷涂阻燃剂及防腐剂[21]； 
5) 在客厅等公共空间增设楼梯取代简易木爬梯形保障竖向交通安全[17]； 
6) 厕所空间较大，设隔间干湿分离，同时卫浴一体。注意在墙上固定扶手，方便老人适应。 
7) 厨房保留原有柴火烹饪灶台同时引入清洁能源，优化烹饪操作流程； 

5. 总结 

本文通过对新化县楼下村传统进行走访调研发掘出传统民居的现有问题，归纳总结出适用于梅山地

区传统民居的针对更新策略，包括民居单体建筑更新、民居宅院空间提质、与村落经济文化有机结合三

个方面，以期在建筑学范畴内通过具体可行的设计与技术，提升现存民居建筑对现代化生活的适应性，

为梅山地区传统民居的适应性更新框架提高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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