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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仅留有几级垛踏，有的青砖垛踏已被水泥覆盖，还有
的已经被封死，不复当年模样。

4.2  修缮整治  
因建筑年代久远，赤坎老街大部分建筑风貌已被破

坏，有的甚至主体结构坍塌，亟待修缮。为尽力恢复原
有风貌，可在修缮前需查找史料、收集街坊口录，根据
建筑原有结构、空间、装饰等进行复原设计，再根据可
行性施工修建。部分材料技艺做法因年久失传，可通过
查史料、采集技艺、邀请民间工匠等方式进行修复。建
筑修缮应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切勿因盲目施工造
成永久性的损失。

4.3  风貌保护与功能结合  
赤坎历史街区的传统建筑，除部分作为民居使用以

外，还有部分“三民片区”的骑楼建筑作为零售商铺使
用。一方面，作为“住人的房子”，生活化使用能对老
建筑起到一定维护作用；另一方面，因使用中需要功能
改造、墙体的拆解、打孔、刮擦都会造成建筑损坏，例
如生活杂物的堆放、商铺招牌需要打孔挂墙等，都对建
筑原有风貌破坏极大。因此，对于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
建筑，宜以另一种功能利用的方式留存。如改造成纪念
馆、地方爱国主义历史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点、革
命年代影视拍摄取景点、艺术家展览馆等公共服务空
间，由专人管理，而非单纯的私人零售商业或居住。
这样不仅能更好地保护和延续建筑原有功能，还能将
爱国历史文化资源转变为现实的历史教材，时刻警醒
着人们。 

4.4  管理维护  
建筑的维护需要定期开展，需设置专款聘请专人定

期清理杂草、修补局部受损构件，方能减少对建筑的持
续损坏。

4.5  文化传播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建筑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在

传统文化传播时解说传统建筑文化，让大众了解传统
建筑风貌保护的价值和意义。若对保护对象没有深刻
的文化认知，则不知要保护，不知为何保护，不知怎
样保护，最后便将其与普通老房子混为一谈；或保护
时仅为翻新而翻新，将重要的构造、装饰细节、特色
空间任意改造，使保护主体风貌变得面目全非，则得
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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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域文化在民宿空间设计中的运用

□ 李升文

[摘   要] 本文拟采用案例研究法，以扬州地域文化为载体，对扬州地域文化的形态进行总结，以某湖景民宿为例，对地域文化在民
宿空间设计中的运用展开探究，发现民宿空间设计秉承主客共居理念，融入杜宇文化，便于主客交流，加强情感化设计，民宿空间
设计契合需求。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地域文化形态和地域文化的提炼是促进民宿空间设计水平提升的重要基础和活力源泉；第
二，地域文化与民宿空间设计的结合需要契合实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做好民宿及其景观空间设计。

[关键词] 地域文化；民宿空间设计；运用

在民宿空间设计中，运用地域文化有两个要点，一
是对地域文化的形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二是对地域文
化进行提炼，用于空间设计之中，在民宿空间设计时体
现地域文化，既能促进历史文化名城空间品质的维护，
又能避免出现丧失地域文化和同质化设计，在确保固有
特色与美感得以保留的基础上，打造与人民审美心理需
求相符且具有较强吸引力的住宿空间，与地域文化产生
共鸣。本文以扬州某湖景民宿空间设计中运用的扬州地
域文化为例展开研究。

1  加强地域文化形态研究，为民宿空间设计奠定  
基础

在民宿空间设计中运用地域文化，要注重地域文化
提炼，而提炼地域文化的方法就是研究其地域文化的载
体和形态。就扬州地域文化形态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1  物质方面的地域文化形态
扬州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研究其地域文化形

态时，应从物质方面入手，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就建筑方面而言，扬州建筑整体为南北交融

风格，融合了“扬州八怪”所具有的清雅之气。在扬州
的传统民居中体现扬州地域文化雅俗共赏的特点，有大
中型、小型和前店后宅3种类型，各自所对应的主体分
别为盐商与士大夫、百姓与商人住宅；材料为青砖、木
材和汉白玉；空间隔断则采用洞门的方式。

第二，就园林视角而言，北以京城皇家园林形式
为主，南以苏杭私家园林形式为主，具有南秀北雄的风
格，有湖山、寺观、住宅3类园林，代表园林分别是瘦
西湖风景区、高旻寺、何园。

第三，就山水视角而言，扬州段运河是海上丝绸之

路中物资输送的中坚力量，其不仅有着强大生命力，而
且还是扬州地域文化的代表，象征了中华民族勤劳和勇
敢的品质，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经验和智慧。观音山是扬
州的名山，容纳了大量的扬州地域文化。

第四，就街巷视角而言，扬州东关街见证了扬州的
发展史，承载了扬州1200多年的商业与文化历史[1]。

1.2  非物质方面的地域文化形态
第一，戏曲。扬州戏曲是传承扬州民间文化精神的

重要载体，其传唱度与文化价值无法估量，被列入国家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二，书画。唐宋时期的李邕，著有《李思训碑》
和《麓山寺碑》；五代时期的书法家徐铉、徐凯；元代
的盛昭；明代的朱曰藩。扬州绘画以山水、传真和界画
为主，各自代表性人物分别是查士标、李寅、禹之鼎。
到了清代中期崛起的“扬州八怪”、清代晚期的吴让
之，他们的作品均是扬州地域文化的非物质形态。

第三，工艺美术。扬州的漆器、中国雕版印刷术、
剪纸等，使得扬州的工艺美术十分发达。

第四，饮食文化，体现在淮扬菜、茶文化等方面。
例如，扬州冶春茶社用江湖河鲜作为主料，加上顶尖烹
饪手艺，秉承“和、精、清、新”的理念和多元的烹饪
方式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发展。

1.3  观念方面的地域文化形态
第 一 ， 人 文 精 神 。 “ 天 行 健 ， 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体现了扬州独特的
人文精神。

第二，审美标准。审美标准多元，雅俗共赏，既有
扬州八怪的“怪”，又有对外输出文化和引进外国文化
的兼容并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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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宗教文化。宗教环境自由，多种宗教文化在
扬州大地得以交流发展，且在宗教建筑上注重扬州地域
文化的融合。

第四，风俗人情。慢节奏生活方式，注重早茶，早
茶样式十分丰富。

1.4  历史方面的地域文化形态
由于扬州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港口式的地理位置使

得其自古以来就是商人之城。而扬州地理位置的优越，
使得其成为全国的商业中转站[2]。历史上的“扬州十
日”事件中涌现大量的忠义之士，他们誓死保卫城池的
决心，彰显扬州人民宁死不屈的高尚品格。

2  加强地域文化的提炼，为民宿空间设计注入活力
在设计民宿空间时，应从多个方面提炼地域文化，

确保传统性和现代性相统一的创新型设计理念得以秉
承。提取扬州地域文化符号，将其作为设计元素融入民
宿空间设计之中，采用科学的方法实现人文与自然的有
机结合，设计出具有扬州文化内涵和人性化的生活空
间。在提炼扬州地域文化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建筑形式。保留前店后宅的形式，以契合民
宿商业性质。其中，前店为各种体验馆，后宅为私密空
间，保留建筑庭院，改造四水归堂的布局，把庭院设计
成中小型水晶色；而月洞门则是简化其功能设计，在边
框装饰上进行创新。

第二，装饰形式。结合民宿所在区域的水杉木林在
湖中的倒影与湖水作为其基本装饰形式，对传统元素重
新构建，使山水元素融合在杉木排列中，始终贯穿山水
之情。

第三，空间色彩。其对空间整体质感有着直接的影
响，为营造良好的地域文化氛围，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达
空间的冷暖与远近变化，在心理活动上与周边环境的契
合，从扬州物质、非物质文化、景区本土材料方面提取
空间色彩，令民宿空间设计与景区环境浑然天成。

第四，装饰材料，选用扬州地区的传统材料和部分
新型材料。传统材料有青砖、青石板、灰瓦、水杉木以
及竹条来统一空间，而新型材料有大理石、钢化玻璃、
釉面砖与加密丝麻。

第五，植物元素。在确保现有植物得到保留的基础
上，增加竹、松树、荷花、红心莲子草、芦苇等本土植
物[3]。

3  工程概况
该项目设计的室内面积为800平方米，共3层，第

一层是公共空间，功能空间有大厅、餐厅、厨房、足浴

休闲室、茶室、扬州文化体验馆、VR观影室。另两层均
为私密空间，有客房、健身区、主人间、公共休闲区。
因为该项目在景区商业街之中，采用“前店后宅”的方
式，体验馆以剪纸文化和扬州茶艺文化为主，面向所有
景区游客开放，但是其余空间只面向住宿客人，秉承主
客共居理念，在客房设有主人房，便于主客之间交流，
促进情感化设计。

4  民宿空间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运用
4.1  民宿
第一，在民宿空间设计中，中庭空间设计是一项十

分重要的内容，为促进扬州地域文化的运用，在设计中
采用扬州天井式的院落形式，在四水归堂的布局上将其
创新，把中庭设计为小型水景。其中，水面中设置不规
则、大小不同、高低不同的白色青石板汀步与假山，中
间穿插栽培荷花，在茶室边种植四季竹。

第二，在大厅和餐厅等四周公共空间的围和部分，
则采用了山水型杉木条排布成为隔断，实现空间设计语
言的高度统一。夜间照明则是利用青石板暗敷的发光灯
带来照明，加上走廊上方也设置了筒灯，使得整个建筑
可以在灯光的照耀下而映衬在水中，营造出一种诗情画
意的氛围。

第三，将原有建筑中的楼梯改造后，成为住宿客
人的茶室，当客人步入茶室时，入口空间设计是简化后
的月亮门，四周采用磨砂玻璃，从而营造半私密景观空
间；加上茶室两边种植的竹子为扬州本土植物，彰显了
饮茶之人的清雅脱俗。

第四，民宿大厅隔断设计为加密丝麻与木制格栅相
结合，而木制格栅采用横竖结合的方式将其形式简化，
在旁边设置杉木书架，在保障实际功能的同时，还能达
到装饰与隔断的效果，通过书架空隙还能看到内部水
景。内部墙面则采用郑板桥书法来装饰，使空间氛围得
到提升。大厅休息区窗户的旁边则采用小型水景进行室
内装饰，背景采用阅览室中书柜的背面，将水杉木排列
之后，采用陶瓷莲花进行装饰，营造出一种山水意境。

第五，茶艺体验空间由于其面向所有景区游客，
旨在宣传扬州当地的绿杨春茶文化，为茶艺交流提供便
利。在茶艺体验空间中设置的功能区间有茶艺技艺展示
空间、茶叶原料展示空间、茶具展示空间，而窗户则采
用改良后的中式圆窗，同时采用造园技法中常用的框景
法，使窗外风景在不经意间映入眼帘。大门上部则利用
山水型杉木条达到呼应空间的效果。

第六，阅览室空间设计既要满足阅读功能的需要，

又要满足品茶功能的需要，在空间设计中，采用四周组
合型杉木书架的方式围合，为摆放不同种类和大小的书
籍而设计，在书架背面则采用山水式杉木条支撑，从而
达到传统山水之韵的效果。而在阅览室家居组合风格
上采用新中式风格筒灯与落地灯，为住客查阅图书提
供便利。

第七，在餐厅设计方面，采用杉木条山水型组合
排列方式，将园林中常见的月亮门引入空间隔断设计之
中，住客结合自身的需求随意排列和组合座椅。把竹与
碎石运用于室内空间设计之中，并配上大面积的幕墙玻
璃，使室内外空间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不会在视觉上
形成突兀感，使得视觉过渡平滑圆润。

第八，在足浴室、单人和双人间的空间设计时，背
景墙以水杉木条为主，致力于山水韵味的营造，窗户采
用简化后的木格栅窗户，采用竹编灯，花瓶选用扬州漆
器，使整个空间给人一种扬州慢生活的氛围[4]。

4.2  景观空间设计
在地域文化的运用中，景观空间的设计也十分重

要，景观空间设计对于民宿空间设计起到相互衬托和营
造氛围的作用，其设计要点如下。

以亲水平台弧线型景观设计为核心，周边良好的
绿化环境，加上湖水环绕着建筑群，使得民宿建筑在竹
林与杉木林之中，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所以在设
计中采用景观自然造物原理，使得之前的木栈道得以诗
意化加工，整个运河曲线也变成层层台阶，大地褶皱变
成了山形地坡，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其中，亲水
平台可以带来良好景观环境，有助于人与大自然之间的
互动，在平台上，游客可以观景、赏花，还能给湖中的
鱼儿喂食。每层台阶材质也不一样，但是橙红色的防腐
木采用最多，青石铺地板深浅不一，广场采用花岗石铺
装，主照明采用暗装的形式，在每层台阶下都设置了灯
带；而次照明则是在地面上设置筒灯，这样不仅能在夜

晚照明，而且水中倒影的灯光变成了一条条曲线，柳枝
在灯光和清风吹拂下，摇曳的身姿倒影在水中，宛如一
幅山水画。加上水景中设置的山水木格栅景观墙的衬
托，水池中释放干冰烟雾，给整个景观营造朦胧的意
境美。

在建筑中间的空地上设置一个小型广场，平面布
局类似于连绵起伏的大自然地形，采用弧线波浪形对场
地进行分割；在水中种植大量的荷花，荷花的间隙中还
有一座座若隐若现的假山，与中庭水景起到良好的呼应
作用；背景墙则采用室内设计的杉木山水条的方式来呼
应；景观座椅则采用切片式山水座椅，使得与山水景观
之间相得益彰，游客在广场中休息和玩耍，为民宿增添
别样风采[5]。

5  结语
近年来旅游业不断升级，势必推动民宿的发展，而

且对住宿环境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这就需要我
们在设计时深挖本地的地域文化特色，以此打造民宿的
风格，从多个不同的视角提炼地域文化，与设计进行有
机结合，打造功能多元化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张妍.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民宿建筑空间设计[J].建材与装

饰,2020(14):91+95.

[2]马建梅,倪娴,裴玉,等.乡村特色旅游视角下的民宿空间环境

设计——以望亭镇为例[J].美与时代（城市版）,2020(4):100-

101.

[3]陈晨,刘刚田,张皓远,等.地域文化在民宿室内空间设计的应

用研究[J].轻工科技,2020,36(1):83-84.

[4]黄雄,李如.地方特色在民宿设计中的应用与研究[J].西部皮

革,2019,41(22):17.

[5]杜洁,李博.色彩在民宿空间中的探索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

饰,2018(11):96-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