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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取客家文化基因，运用现代设计语言，探讨客家公共文化空间的重塑模式。方法 从客家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发展现状入手，分析客家传统村落的生产实践和生活景观所体现的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思想和赣闽粤边区客家文化基因，分析客家传统村落文化设施的系统化、

生态化的设计原则。结果 阐述赣闽粤客家传统村落遗存之茶亭、风雨桥、池塘、戏台等公共文化设施

发展情况，并以赣南客家传统村落（白鹭村）为例，提炼白鹭村村落文化基因，研究其公共文化设施创

作思路。结论 将公共文化设施作为生态文化旅游的重要载体，提出客家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设施与客

家文化基因和现代设计语言、农业生产性景观和生活空间、客家文化体验旅游相融合的构建方法，实现

客家传统村落文化传承的“破”与“立”，再现客家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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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tract the Hakka people’s cultural genes and explore the remodeling model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Hakka people by using modern design language.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Hakka People’s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of respecting nature, 

conforming to nature and protecting nature embodied in the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living landscape of Hakka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Hakka people cultural gene of jiangxi-fujian-guangdong border reg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stematic 

and ecological design principles of the cultural facilities in Hakka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velop-

ment of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such as Tea Pavilion, Wind and Rain Bridge, Pool and stage leftover from Hakka tradi-

tional villages in Gannan, Fujian and Guangdong, and takes Bailu village as an example to extract the cultural genes of 

Bailu village, and to study the creative ideas of its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Taking the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as an im-

portant carrier of eco-cultural tourism,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akka 

people, the cultural gene and modern design language of Hakka people,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landscape and the liv-

ing space,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tourism in Hakka people have realized the “breaking” and “estab-

lishing” of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e in Hakka people, and reappeare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Hakka 

people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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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赣闽粤边区的崇山峻岭中保留了一大批

珍稀且濒危的客家传统村落，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大

多相对封闭、山川多且交通不便、耕地少且贫瘠，生

存环境较为恶劣，而在如此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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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先民创造了形式独特、资源丰富和生态的客家文

化。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客

家传统村落的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赣闽粤广大客家

传统村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区域传统村

落特色缺失，呈现“同质化”现象；客家传统村落公

共文化空间逐渐丧失，客家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亦变

得举步维艰。党的十八大以来，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

了重要的位置，建立了保护环境、尊重自然规律、保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策略。2018 年 2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统

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我国当

前乡村振兴发展的背景下，赣闽粤客家传统村落公共

文化振兴应当成为客家乡村建设的核心，客家传统村

落的文化资源亟待保护与弘扬。因此，繁荣和发展客

家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人文复兴、生态宜

居的客家乡村环境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1  客家传统村落蕴涵了深厚的生态文明思

想及文化基因 

1.1  客家传统村落的生态思想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尊重和

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

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

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发展道路为着眼点。”[1]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三大基本理念中，“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客家传统村

落的生产实践和生活景观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历史

上，客家先民为躲避战乱、饥荒等，由中原地区向南

迁徙至赣闽粤等地区，将中原的建筑文化、风水文化、

耕读文化等带入客家地区，并通过顺应自然、改造自

然的方式达到与自然和谐共处。客家人为了保护耕地

良田，村落建筑选址或“有山靠山，无山靠岗”，抑

或选在荒地上，甚至建在沙坝地、沼泽地等不稳固之

处，如福建南靖县的和贵楼建在柔软的淤泥上，以松

木为建筑材料，采用桩基、筏基等建造技术，形成木

筏式墙基“漂浮”在沼泽地上。客家民居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用天然材质建屋，如客家民居建筑材料的

三合土，用发酵成熟的土、砂和石灰融为一体搅拌而

成，在夯筑时往墙体内加入杉木枝条或竹片，起到牵

拉墙体的作用，类似于现代建筑中钢筋的作用。这些

富有弹性和较好韧性的树枝与竹片，在地震时起着缓

冲作用，使建筑具备良好的抗震能力。客家人运用“天

人合一”的思想来指导生活与农业生产，使公共景观

空间与自然环境达到有机融合的最佳状态，以期获得

大自然之灵气，得到最大的裨益。客家梯田的建造就

是很好的范例，赣闽粤客家传统村落常位于叠山丛障

的丘陵地带，客家人迁徙、定居于此，在生产实践中

不断改善耕种环境，在丘陵山坡地上沿等高线方向修

筑水田；水田中种植粮食作物与树木，既能有效控制

坡耕地水土流失，又由于存在高差的梯田通风透光条

件较好，有利于作物生长和增收，还有农忙时节村民

劳作之余临时遮阴纳凉之用。这种珍惜土地、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的生态观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一致。 

1.2  客家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 

自两晋开始，客家先民因战乱、灾荒、王朝更替

及南方经济的引诱而不断迁徙，南渡集中于苏皖，散

于长江中下游，直至赣闽粤边区。客家民系孕育于赣

南，成熟于闽西，发展于粤东，在赣闽粤边三角地带

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一大批传统村落。这些客家

传统村落所处环境大都山水相连、自然条件相似、交

通网络扭结、亲缘关系牵连，在村落风貌、生产技艺、

生活方式、礼仪习俗、精神信仰和思想素质等方面有

着共同的文化基因。以赣闽粤边区客家民居为例：赣

南客家早期民居（厅屋式）脱胎于汉唐中原民居，受

徽派民居影响使用砖墙，装饰采用镂雕工艺等；闽西

客家民居（土楼）以土木混合结构为主，墙体承重，

在继承早期赣南民居拓展性布局聚族而居特色的同

时，逐渐淘汰了徽州民居的精美砖雕、门罩样式等装

饰，其民居建筑形式多为方楼和圆楼；粤东典型的客

家民居（围龙屋）的规制以闽西的方楼为基础，将方

楼的四边横屋变成了圆形横屋，从围龙屋中可以看到

赣南早期民居厅屋组合的痕迹，受闽西土楼格局的影

响，是客家人结合粤东时空环境的创造性构建。至明

清粤东、闽西客家人倒迁赣南，与客家居民迁闽徙粤

的路径逆向而行（此过程粤东客家返迁赣南人数最

多），于是今天赣南之南与西南之北的客家民居（围

屋）又由粤东围龙屋发展变化而来[2]。 

2  客家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设施遗存 

客家传统村落中的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的日常

公共文化生活的主要场所，传承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载

体的公共文化设施影响着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念等。生态人文的公共文化设施有利于客家村民文化

活动、社交娱乐、信息沟通，还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生

活幸福感。然而，广大客家传统村落大部分分散在客

属地区的县、乡、村镇，所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交

通不发达，村落公共文化设施大多年代远久且失去了

很多原来的实用价值，如风雨桥、茶亭、书院等，部

分设施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导致破损严重，甚至

被遗忘于乡野，渐渐湮灭；而符合现代客家村民需求

的公共文化设施无论是其材料，还是外观以及色彩质

感都与传统村落文化格格不入，既不符合当下乡村建

设的国家策略，也不利于客家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旅游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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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客家茶亭 

在客家人不断迁徙的漫漫旅途中，经历了雨露风

霜、坎坷艰辛，最为难忘的便是路边的大小茶亭，茶

亭不仅仅是客家人遮风挡雨、跋涉歇脚的场所，更是

客家人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客家地区历史上茶亭较

多，据不完全统计，福建武平县就曾有 600 余座茶亭，

“一重山，一丛人，条条道路有茶亭”。对于客家人

来说，茶亭成了脑海深处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是赣

闽粤边客家心中的一盏灯。当乐善好施的客家人定居

后，也纷纷捐款出力来修建茶亭。客家茶亭结构简洁，

样式多变，在选址和建造中重视风水。 

2.2  客家风雨桥 

风雨桥又称“廊桥”或“屋桥”，一般建在村庄

的水口或水尾，是客家人风水设施。作为重要的公共

文化设施，其横跨于山间溪流之上，或飞架于山道两

侧，衔接于两山之间，成为客家田间劳作者歇脚小憩、

遮阴纳凉的好地方，为南来北往的行人遮蔽风雨，抑

或成为临时集市，提供各种饮食和小卖服务，甚至成

为村民朝拜祭祀的场所。在交通与信息闭塞的过去，

廊桥成为了村民文化生活和追求信仰的聚集地，承载

了鲜活的客家传统村落文化。 

2.3  客家水塘与禾坪 

客家民居多是以土坯砖建筑和夯筑墙建筑为主

的生土建筑，为节约成本和减少劳动量，作为建筑材

料的土坯砖或夯土常来源于建筑前开挖池塘中的黏

土，建筑落成后，屋前池塘可在雨季调节水势，减缓

雨水对民居的影响，起到防洪作用。此外，水塘还是

客家传统村落村民日常洗濯、浆洗时文化交流的空

间。建筑与池塘之间有禾坪，禾坪是顺应生产劳动需

要，也是维护宗教秩序的场地。 

2.4  客家戏台 

客家人爱唱山歌、爱看戏，在劳作之余、丰收之

时、传统节日，常组织唱山歌、唱戏等活动。山歌和

戏剧的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以民间传说和客家人生活

生产习俗为主。戏剧演出是客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生

活的重要表达形式，戏剧、山歌等传统节目的演出场

所（戏台）是客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生活的核心。“客

家每逢传统节日都有山歌演唱，观看赣南采茶戏、傀

儡戏，是白鹭村民的重要娱乐方式。”[3] 

3  客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的设计方法

与原则 

3.1  客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的设计方法 

3.1.1  与客家文化基因和现代设计语言相融合 

客家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设施是当代人了解和

传承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建设主题应与村落自然

环境和谐统一，并体现出对自然的谦卑，而不是凌驾

于自然之上；以客家传统村落文化为基础，提炼客家

文化基因与设计符号，并以现代设计语言形式与方

法，应用于客家公共文化设施的造型、材料、色彩和

空间形态等方面，体现客家村落文化的鲜明特征；结

合客家传统村落文化基因与现代生产生活需求，将客

家传统村落中的物质文化景观和非物质文化景观符

号及形式碎片化，以简洁、淳朴和富有时代感的韵味

移植到当地乡村公共设施设计上，使客家民系中的优

秀文化基因和现代生活生态融合、和谐发展。  

3.1.2  与客家文化体验旅游相融合 

客家先祖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古建筑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吸引了来自各地的
游客。“客家文化旅游作为一种高附加值和高效整合
各种资源的旅游形式，正在取代传统的观光旅游而成
为江西省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形式”[4]。为了更好地将
客家文化与现代旅游生活相融合，在文化旅游大发展
的背景下对客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进行研究极
具现实意义。发展客家乡村旅游需要根据当地的资源
环境和生态系统，建设既要有档次、高规格、有品位，
又要兼顾生态环保、方便实用的公共文化设施，同时
开设许多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体验项目，建立采茶园、
观景台、徒步廊道，引导游客在采茶园开展亲子活动，
与孩子共同采茶，开展野外观景、观鸟等。此外，客
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还应该体现传统客家
村落的文化活动形态，兼顾客家传统祭祀等活动，这
样既能保护客家传统文化，也能丰富旅游体验的多元
性和差异性。 

3.1.3  与农业生产性景观、生活空间相结合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是农村文化生发、传承的载
体，也是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状态，影响着乡
村社会的道德价值和秩序体系，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5]。客家先民世代对农业生产和自然环
境高度重视，如广东客家传统村落“山包村，村包田，
田包水，有山有水”的选址原则，当代客家传统村落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可与农业生产性景观（耕地、果园、
鱼塘、农路等）相结合。为了延续客家村民的传统生
活习惯和满足现代生活方式，客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
设施更新还要考虑对生活空间（如古树、水井、街巷、
作坊、祠堂、古桥等）的保护与利用。在原有公共文
化设施风貌、形态和功能的基础上，增设与之相呼应
的通讯、交通、卫生等基础设施，改善客家村民生活
条件与生活质量。 

3.2  客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的设计原则 

3.2.1  系统化设计原则 

客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的系统化设计要从 



第 43 卷  第 2 期 刘玉宝等：客家传统村落的公共文化设施研究 349 

 

整体视角出发，对设计对象进行系统化地规划和分

析，划分不同功能要素，考虑客家村民和外来游客的

使用需求，创造多元化的使用功能，同时要具有一定

的耐久性，确保使用安全，易于清洁、维护。材料选

用方面就地取材，且选择生态环保材料。公共文化设

施色彩处理方面，可“丰富运用色彩，分季节配置色

彩系统，定时更换，既丰富了人们的公共生活乐趣又

增添了乡村的活力”[6]。客家传统村落公共文化设施

拟分为客家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客家自然丘陵和田园

风光开发、原住民与观光客的需求这 3 个方面的子系

统，将各个子系统进行统筹规划，使其组合成一个整

体，最终形成集传统、生态、审美于一体的客家传统

村落公共文化设施。 

3.2.2  生态化设计原则 

“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为生态设计奠定

了理论基础，并广泛应用于各设计领域之中。”[7]将

客家文化生态观和现代公共文化设施相结合，在创新

特色、保留记忆的基础上，提升了客家传统村落文化

内涵，传承了客家生态文化思想，为客家公共文化空

间的重塑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在客家传统村

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中，兼顾环境与使用者需求，在

设计上既要传承客家村落文化，又要考虑时代需求，

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降低能耗放在设计的重要位

置，采用当地石材、木材等材料，让公共文化设施与

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给村民和游客带来心情愉悦的感 

官享受。 

4  基于客家文化基因下的赣南白鹭村公共

文化设施重构 

4.1  赣南白鹭村文化基因提取 

江西赣县的客家传统村落白鹭村是一个典型的

历史文化名村，村落内保留的明清古建筑沿九曲连环

的鹭溪呈月牙形分布，村落外景观也颇为丰富，村北

五虎山环抱，村南鹭溪缠绕，还有丘陵自然景观和田

园风光，观光要素齐备。白鹭村因其得天独厚的文化

景观优势，已吸引众多城市居民到此进行旅游休闲活

动。但村落周边配套公共文化设施不足，旅游景观缺

乏体系，难以形成完整的客家传统村落文化旅游氛

围。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应通过吸收客家村落文

化资源对其文化设施进行适当地改良、升级和整合，

在保留客家传统村落文化氛围的同时，完善提升村落

的基础设施。根据白鹭村场地特点，依山就势进行

合理化设计，提取客家文化基因，凝练客家特色元

素，运用现代设计语言，并通过凸显客家传统村落

建筑，打造客家生产、生活景观环境，将乡村生活

同游客行为方式进行结合，营造白鹭村客家生态文

化旅游品牌新形象。梯田元素见图 1，山脉元素见图

2，水塘元素见图 3，稻田元素见图 4，客家民居元

素见图 5。 

4.2  白鹭村公共文化设施重构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宜居

和具有乡愁的建设理念已成为当代客家乡村更新设

计的主题。客家传统村落的生活建筑和生产景观等所 

体现的生态文明思想及文化基因对其公共设施设计
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在迈向未来的路上，我们把眼
光投向过去，它完全能够为当代的赣南客家传统村落
环境更新发展找到源头和出路。”[8]白鹭村公共文化
设施应对传统客家文化的基因进行移植、整合，利用
现有良好的丘陵风貌，在季节性、生态性、文化性、
场所性景观层面进行主题设计，拓展与完善原有功能
性公共设施茶亭、广场、书院、露天戏台、游览地图、
停车场、观景台、游廊等。 

4.2.1  山水语书院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重视居住环境与山水景观融
合，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体现，“秩秩斯干，幽幽南
山”（诗经），“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杜甫），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文震亨）
等。赣闽粤客属地区村落的先民也曾借助山水景观创
造了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环境典范。因此，客家传统
村落公共文化设施设计，应在保护村落原有的山水生
态体系基础上，根据功能需求、季相变化、文化内涵、
具体场地 4 个方面进行再丰富，让客家村落原有的良
好的自然生态语境更加系统化。白鹭村山水语书院综
合考虑山水环境的尺度，不喧宾夺主，在工程营建过
程中，尽可能地减少对原有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白鹭
书院见图 6，拟建于村口，体现客家崇文重教的文化
核心，书院建筑立面造型较好地继承了客家民居建筑
基因，其屋顶造型提炼于白鹭村山村周围连绵的山脉
走向，书院中的水语庭院来源于客家厅屋组合式民居
中的天井原型。“客家古村落的文化境界主要特征是
田园山水与耕读文化的结合”[9]。客家耕读文化是客
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在当代社会仍具有深远
的文化价值。树立客家传统村落文化旅游品牌，进行
多产业植入，激活村落的活力；将各个耕读文化遗存
进行串联，用新增公共文化设施构建新的文化场景，
使之形成一幅客家传统文化生活的鲜活长卷；让独特
的客家文化变得摸得着、听得见、看得到，全方位展
现其独特魅力。 

4.2.2  烟雨茶亭 

坚持把人民群众享受美好幸福生活作为传统村

落建设的主导思想，注重客家文化保护与传承，加强

资源优化配置；结合村落所处的丘陵风貌开拓出有利

于观赏、休闲、聚会、健身、亲水、采摘等活动的公

共文化设施，完善道路交通设施，补充村落登高望远

路径；打破单一的客家文化观景旅游，增加游客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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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梯田元素 
Fig.1  Terrace elements 

 

图 2  山脉元素 
Fig.2  Mountain elements 

 

图 3  水塘元素 
Fig.3  Pond elements 

 
 

 
 

 

 

图 4  稻田元素 
Fig.4  Element of paddy field 

 

图 5  客家民居元素 
Fig.5  Residential elements in Hakka people 

 

 
 

图 6  白鹭书院 
Fig.6  Egret College 

 

图 7  烟雨茶亭 
Fig.7  Misty rain tea pavilion 

 

图 8  梯田广场 
Fig.8  Terrace square 

 
验感，在各种活动中与大自然进行互动，增添旅游乐

趣，让客家本地居民和旅游人群兼具获得感。在白鹭

村田园景观和丘陵景观的基础上，加入茶树种植区，

让游人在享受茶田美景的同时，还可以参与采茶活

动，情景交融，增添旅游乐趣；使用景观特色植物，

利用植物不同的季相表达，来映衬不同的主题。烟雨

茶亭见图 7，位于白鹭村茶田附近，采用灰瓦、木质

结构，色彩和形状与周围山丘相辉映，较好地融入自

然环境之中，在此品茶叙事，极具氛围，抑或爬山、

观景及劳作之余休闲歇脚之理想场所。 

4.2.3  梯田广场 

梯田是稻田景观中的一种，客家人把一年两熟的

水稻引入山地水田，在山间开采成阶梯形稻田，在空

间、形态、色彩上的独特性使客家村落梯田景观具有

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梯田广场见图 8，以客家梯田景

观而设计，依据地形而建，有小亭、浅水池、梯田景

观、微地形、漫步道。梯田广场周围是梯田地形，与

自然环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5  结语 

“公共文化空间是村民进行公共文化活动的各种

设施和场所。它包括传统的文化设施和文化场所（宗

庙和祠堂），也包括现代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过程中修建的各种文化设施和场所（文化礼堂、图书

室、文化广场等），还包括邻里之间、房前屋后原生

态的生活空间。”[10]为适应新时代乡村建设发展及客

家传统村落的生态更新，基于对客家白鹭村公共文化

设施的设计探索，提出当代赣闽粤客家传统村落公共

文化设施构建模式，即结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及生态

思想，提炼客家农业生产性景观、生活景观中的特色

文化基因元素与符号，实现在客家文化体验旅游过程

中给游客提供可供休闲娱乐且具有生态价值的文化

空间环境，探讨客家文化传承的“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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