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乡村建筑聚落是人们为满足乡村劳动生产、居住

等，依据生产要求和自然地理位置等条件进行选址、选

材而构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建筑所呈现的聚落形

态。建筑聚落的空间结构和特色建筑外形是最能体现

地方特色、也是新农村建设规划中最易出成果的部分，

但倘若建筑聚落在规划过程中缺乏科学保护和合理规

划，不但不能优化当地乡村建筑聚落景观，还将会毁灭

性地破坏传统的、有价值的聚落景观资源和乡村意境。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景观建设起步较早，聚落更新

力度较大，但由于保护意识差、开发欲望强，新建筑大

量侵占传统建筑空间，对当地传统建筑聚落景观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新建筑外形又与当地传统聚落格

局格格不入。保护和利用山东半岛滨海乡村传统建筑

聚落，因地制宜地优化乡村传统建筑聚落景观，同时同

步满足现代化生产、生活的功能需求以及乡村居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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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研究

——以荣成市俚岛镇为例

郝美彬，陈东田，周 君，赵鹏程，刘 月，刘 雪

（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泰安 271018）

摘 要：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在早期建设中遗留了许多“城市化”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分

析，提出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更新坚持动态保护、文化传承和可持续性三大原则，并以荣成市俚

岛镇为例，从建筑聚落优化和加强对当地居民保护意识引导两方面提出保护与利用山东半岛滨海传统

乡村建筑聚落的措施，以此优化建筑聚落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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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astal Rural Building Settlement Landscape
Instruction in Shandong Peninsula

——A Case Study of Lidao Town in Rongcheng
Hao Meibin, Chen Dongtian, Zhou Jun, Zhao Pengcheng, Liu Yue, Liu Xue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 271018)
Abstracts: The coastal rural building settlements in Shandong peninsula has been present a series of
urbanization problems. Through analyzing these problems, three principles for renewing it are offered: dynamic
protection、cultural inheritance、sustainability. This article takes Lidao town in Rongcheng city as the case to
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the rural building settlement. To protect and utilize the coastal rural building
settlement in Shandong peninsula, there are two countermeasures: renewal of rural building settlement、
protection concept guiding for the rur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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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住愿望，是目前山东半岛滨海乡村新农村建筑聚

落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乡村建筑的保护与整

治需要统一的规划，确定不同的更新方式[1]。笔者以

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为例，解析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

筑聚落存在的问题，为建筑聚落建设提出规划原则与

建设对策。

1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传统建筑聚落景观特点

传统民居聚落与地域环境紧密结合是中国建筑文

化的一笔重要的历史遗存[2]。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

聚落总体呈现小区域集中，大布局散落的特点。聚落

形态是指由街巷、民居等物质要素构成的乡村总体布

局,是容纳人们居住、交往和游憩的多功能空间活动场

所[3]。具体而言，受海域和陆地的地理位置和生产要

素差异性影响，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以社会经

济特点可以划分为沿海建筑群落和非沿海建筑群落：

一，沿海建筑群落多是以渔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类型，由

于受生产、生活要素影响，居民通常选择在风浪小、海

洋产品丰盛的海湾周围聚居，建筑群落呈现村庄数量

多、单个村庄占地范围小的星点式布局，且在村庄周边

多有大片空地，以供渔民捕捞海洋产品后进行简单的

渔业加工生产；二，非沿海建筑群落多以粮食等农产品

耕作生产为主要经济类型，村民多倾向于在有利于庄

稼生产的土壤肥沃、淡水资源丰盛的陆地丘陵区聚居，

群落分布较为集中，单个村庄占地范围较大。

同一建筑聚落的单体建筑外型也因所在地理位置

的自然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这是山东半岛滨海乡村

建筑聚落景观最突出的特点。以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

为例，当时的祖先在建造房屋时便做到了因地制宜，充

分利用当地自然材料，采用符合当地生产、生活等要求

的建筑技术措施，形成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

聚落景观，形态上主要呈现出两种群落景观：（1）沿海

建筑——海草石屋。当地祖先搬运海边遍处可见的红

石堆砌成墙身，打捞上漂浮在近海海面的大叶苔这种

海草用来苫顶，它最初的设计只是利用海草的抗风、抗

湿性，用来抵御海风和湿气，但其因地制宜的美如今成

为山东半岛独特的风景线。（2）陆上建筑——红瓦房。

陆地丘陵地区的乡村建筑外形多沿袭了北方滨海建筑

的红瓦蓝天（红色屋顶）的传统，总体格调与北方滨海

建筑聚落景观一致。

2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存在的问题

新农村建设使得山东半岛滨海乡村聚落得以翻天

覆地的变化，但早期的建筑聚落建设多属领导意识的

盲目规划，城乡规划二元化的根源问题突出。目前，山

东半岛滨海建筑聚落景观存在以下问题。

2.1 城市化现象严重

借助山东半岛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当地乡

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思潮发展较早，但由于当时规划意

识薄弱，规划过程通常受领导意识影响较大，认为“新”农

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就是拆平房盖新楼。因此，在传统

乡村建筑聚落格局更新过程中大都照搬城市模式，使得

城市迹象越来越明显，传统地方特色建筑越来越少，传

统乡村建筑聚落面目全非，乡村意境越来越淡薄。

2.2 地域特色淡化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建设缺乏对当地自然环

境、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忽视对当地传统建筑聚落传承

内容和存在意义的研究，新建筑使用材料单一、建筑风格

单一，建筑群落发展脱离传统聚落格局和韵味，导致各地

乡村建筑聚落格局、建筑样式千篇一律，丧失地域特色。

2.3 生产功能弱化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建设出现了居住区与

生产区绝对分离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现代

农业的大田耕作和现代渔业的集合化生产，但其居住

区距离生产区的辐射半径过大则会影响乡村居民农业

耕作和渔业生产，给农民生产带来不便。

2.4 房产过度开发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优良的环境、淳朴的民风，吸引

了很多房地产商来海边开发房产，虽然这极大地吸引

了外资，拉动了当地的GDP增长，加大了当地的宣传

力度，但由于它地理位置的选择恰好与传统建筑群落

冲突，因此，房产开发侵占着已形成两百多年的传统建

筑聚落空间，打破其格局和意境，同时带来大量建筑垃

圾，破坏乡村环境、影响乡村传统生活方式。

3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原则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开发有余、

保护不足，传统乡村建筑群落受到很大冲击，一些具有

保护意义的传统建筑消失殆尽。因此，建筑聚落建设

要转变设计理念，实现建筑聚落景观格局转向保护型

开发模式，应坚持以下原则：

3.1 动态保护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的保护过程是相对于

文物博物馆式静态保护而言的一种非静态保护过程，

这种保护必须是与时俱进，统筹兼顾。保护的基本目

的不是原封不动地保留现状，而是要以当地宝贵的传

统建筑聚落为背景，调适各种变化的力量并逐步改良

传统建筑群落，呈现一种结合现代生产、生活需要与传

统建筑聚落保护的姿态。保护型开发是从历史资产和

现在形势、未来发展角度对当代的一种理解，这意味着

保护是要保留现存的传统建筑群落并通过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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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规律指出未来可能的改变方向，要避免其遭受

不适当的改变或破坏。

3.2 文化传承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新的建筑群落景观建设必须根

植于地域特有文化传统的坚实基础，方能维持并传承

传统建筑聚落的本色。作为一种特定的形态和文化,

聚落生态文化有很高的景观价值,一般具有独特的建

筑形式、空间布局形式及相应的自然地理地貌及人文

背景[4]。建筑聚落所蕴涵的地域文化特征，如果不为

设计师和居住者所理解和进一步应用，建筑的目的则

单纯是居住，其更新建设过程中传统乡村建筑聚落文

化内涵便会被逐渐淡化，最终传统的乡村特色建筑群

落将难免于消失的命运。进一步挖掘和发扬建筑聚落

的文化属性，将文化传承于建筑聚落，才会找到其继续

发展的空间，有助于对传统聚落文化符号的继承和发

展与相适应的新时期的建筑聚落。

3.3 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体现在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景观

上最现实也是最直接的要求就是应在当地经济变化的

同时保护建筑聚落的地方属性的相关特征。山东半岛

滨海乡村建筑聚落建设在新农村进程中面临着两个不

可避免的相互对立的过程：建筑聚落的保护与建筑聚

落的利用。前者试图限制变化，而后者则力求适应城

市化进程。一切只为了眼前利益而不顾建筑聚落保护

的资源利用都不异于杀鸡取卵。因此建筑聚落发展应

在内部最大限度地发现和利用资源优势，同时要注意

保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即能够产生无损于将来的

新的、现代的历史层面，并为乡村的良性发展和保护创

建好的基础的发展[5]。

4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对策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要解决由工

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建筑聚落结构性衰退和景观性

衰退等问题。俚岛作为山东半岛滨海乡村的一个典型

代表，布局形态沿海崖地形呈南北长带形格局，其中西

部为丘陵、东部临海。

4.1 建筑聚落优化

俚岛镇乡村聚落在发展过程中，呈现新旧交融的

建筑聚落态势，不同历史时期和各种风格的建筑杂

存。最初的建筑聚落是由海边的海草石屋和陆上丘陵

区的茅草房共同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茅草房已全部

被瓦房取代，但由于海草石屋有着冬暖夏凉的优点，许

多沿海居民对其情有独钟，这才得以存留下来，成为俚

岛镇最具传统特色和保护价值的建筑类型。现存主要

建筑形式有三种（表1）。

表1 现存主要建筑形式

建筑形式

海草石屋

石墙瓦顶房

别墅、楼房

历史起源时期

明清时期

甲午战争时期

20世纪中旬

建筑表现内容

墙体石材为地方出产的花岗石，浅豆沙色，用白石灰浆粘结并勾出很细的缝；屋面材质为当地沿海浅海自然生长出

的海草，草的铺设下面薄、上面厚，坡度很陡

墙体为花岗石，屋面为红色瓦块砌成

多样的别墅、楼房样式

俚岛镇建筑聚落建设过程中要做到保护传统建筑

群落的同时满足不同村民的居住愿望，更新应根据俚岛

镇建筑聚落地貌差异和生产发展要求，从传统建筑聚落

的传统建筑群落和新建筑群落两个方面着手来协调建

筑聚落交融现象，同时加强对当居民保护意识引导：

4.1.1 传统建筑群落更新 俚岛镇传统建筑聚落更新

主要指对沿海地区的海草石屋群落的保护型更新。当

地传统建筑海草石屋多集中在风浪稍微平静的海湾周

围，这主要是由当地的经济属性决定的：以当时的生产

条件和建筑水平，选择在风浪小的海湾聚居，方便当时

的渔民渔业生产以及生活居住。俚岛镇的海草石屋历

史年代较为久远，最古老的有 300多年历史。目前用

来缮制屋顶的海草数量越来越少、苫顶技术也在逐步

流失，同时受新式住宅和农村居民居住理念的影响，传

统海草石屋被大量拆除，数量由全镇住宅建筑总量的

88.78%锐减至46.75%。

保持传统建筑聚落原空间结构，以绿化带划清传

统建筑群落边界线，以旅游促进传统群落的保护和利

用，是俚岛镇传统建筑聚落更新的有效方法。L麦克

哈格认为，应该遵循生态学的方法，在城市中保留作为

开敞空间的土地应按土地的自然演进过程来选择，开

敞空间的分布必须要反映自然的演进过程，真实地表

现自然[6]。因此，俚岛镇传统建筑聚落中海草石屋群

落更新具体实施方法建议采取“建筑群落—绿带—广

场”的规划模式，以此维护乡村意境。原则上保留并扩

大现存沿海区域海草石屋建筑群落面积，在传统海草

石屋群落边界外至少100m内利用河流与绿地等自然

因素作为传统建筑群落人工环境与自然之间所形成的

分野，从而达到有效保护传统聚落环境，传承乡村文化

和意境，维护传统聚落人工环境与大地肌理之间的地

·· 172



缘关系。同时为更好的体现传统群落的特色，缓冲外

界对最古朴的海草石屋聚落的破坏，在绿带外衔接建

设文化广场，提取传统建筑聚落元素，以艺术的手法展

现当地传统建筑发展历史和乡村古朴意境，达到凸显

阶段性聚落景观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的目的。在发

扬村落的历史、人文、经济、单体建筑和村落整体以及

自然环境的内涵的和外观的意义的基础上，以旅游带

动传统建筑聚落资源保护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能最大

程度地保护和发扬聚落的历史信息，并以第三产业的

收入来循序促进传统建筑群落的长久保护开发工作。

海草石屋传统建筑群落的建筑单体间仍有差距，主

要表现在：墙体外形差异较大。早期的海草石屋墙体多

是采用海边的红色石块垒筑加以灰泥抹缝，后期墙面的

多是红砖、水泥抹面，失去了原先石块的质朴感和立体

感。针对海草石屋建筑单体出现多样化的现状，建筑外

形从把握传统海草石屋建筑外形的海草苫顶、红石砌墙

这两大特征元素出发，使用现代技术和材料对建筑物的

墙身整修，恢复古朴的红石墙，其中最直接、经济的方法

就是在水泥墙面贴上质感和颜色类似于红石的蘑菇石，

再加以水泥勾缝，使海草石屋建筑聚落群的单体建筑间

取得整体统一的效果，发扬传统建筑群落风貌。

4.1.2 新建筑群落规划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居民生产

方式、生活理念的不断进化，新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方式

在传统聚落中的不断出现，是聚落发展不可抗拒的力

量。乡村聚落择地选址多环境优先，建材多就地取材，

形式多因应自然，新建、改建聚居多再现绿色，都体现

了与自然的和谐统一[7-10]。如何兼顾传统建筑的保护

与新建筑的建设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新建筑群落

从分散型向集中型过渡，是节省耕地、减轻聚落建设造

成的水土流失、减少建筑垃圾等的有效途径。远离传

统建筑群落进行楼房、别墅式建筑的开发，在以镇政府

为中心的工业、商业区内集中规划楼房等新建筑群落，

这样，不仅可以响应国家政策节约土地，进行现代化农

业生产，还能满足喜欢楼房住宅生活的乡村居民，解决

居民不同居住需求。二是，在传统建筑群落内建新时

代海草石屋来充实并延续传统聚落内容。中国工程院

院士戴复东设计的北斗山庄对海草石屋进行了成功改

造，他采用新要素与老建筑之间形成形式上的距离与

张力的设计手法，赋予老的建筑形式以时代气息，证明

了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利用可以和谐共处。这对俚岛

镇创造与传统相联系的新的建筑形象提供了理论和实

践依据，新海草石屋设计应更多考虑现实性的原则，以

“活文物”的态度对待历史建筑的元素符号，将新旧拼

贴、并置共存，应体现时代性。

4.2 加强居民保护意识引导

加大海草石屋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当地乡村居民的

思想意识引导，对于山东半岛滨海传统建筑聚落的保护

与更新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乡村居民大多缺乏正

确的景观观念，更不清楚建筑聚落景观潜在的社会、经

济、生态和美学价值，加强对乡村居民进行景观所蕴涵

价值的宣传和教育，可以让他们意识到乡村建筑聚落景

观规划建设不仅仅是改善居住生活环境和保护生态环

境，而且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才能激发他

们支持并自觉地投入到乡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中来。

一旦乡村居民意识到自己建筑聚落的重要性，开始组织

动员起来，政府自然无需大费周折地推广与宣传，只要

顺势而为，并给予适当的协助，则所有改善乡村景观的

事务，皆可以顺利进行[11]。因此通过教育宣传让山东半

岛滨海乡村居民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就能发挥

公众参与性，维护当地建筑聚落景观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山东半岛滨海乡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遗留问题严

重，未来发展方向模糊，笔者认为，应本着对当地传统

建筑聚落保护与利用现状正确评价的标准，在因地制

宜通则的基础上遵循可持续性、动态保护、文化传承三

大原则，以规划为手段协调传统建筑群落与新建筑群

落之间的不协调因素，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加强对当地

居民乡村建筑聚落景观意识引导，真正实现山东半岛

滨海乡村建筑聚落景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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