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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像中国古村中的老街旧民居数量颇少。它是承载着现代和过去的纽带,随着中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如何结合当地的自然和文化

景观来改造和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本文从江川县江城镇海门村老街民居入手,探讨旧民居改造成民宿的可能性

并阐述其意义,同时归纳其设计原则。重点从以下几方面：政策的扶持、结合当地的特色、注重体验生活等来完成江城镇海门村老街旧民居改

造成民宿的设计初探。 

[关键词] 江城镇海门村；旧民居；民宿；初探 

 

现如今城市人压力越来越大,每天按部上班、面对钢筋混泥土的环

境……,导致城市的人越来越向往恬静舒适自然的乡村环境,乡村旅游作

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受到了青睐,其中乡村旅游当中的民宿作为备受关

注的热点,尤其是旧民居改造成民宿受到了喜爱,它是结合当地的人文资

源和自然环境等特色来进行的设计,它也是契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人

们心中理想度假和旅游的胜地。在这种大环境下,旧民居改造成民宿成为

当前乡村旅游当中的一大潮流。 

1 江川县江城镇海门村老街民居的概括 

海门村老街的民居从唐朝开始有资可寻,名为“海门”是从明朝天启

年期起,它距离江城镇10公里,介于星云湖和抚仙湖之间,是两湖的纽带,

明、清时期 为繁华的时期,那时候村里两条主要古巷道虽然不算太宽,

但全用青石板铺就而成,两边全是客栈马店,商贾游客云集在此,每家房前

几乎都有青石条铺砌成的石台子,拆下铺挡就是商铺,商铺再往里走,穿过

庭院才是厨房、客房和卧室,它的建筑形式是滇中地区特色的“一颗印”

式建筑为主。村落整体格局依山就势,布局紧凑,以古驿道为轴,呈线性发

展态势；周围景色怡人,古驿道是连接各家各户的主要街巷,宽窄变化有序,

两侧建筑错落相接。 

它承载着很多的历史,但现如今它已经老去,“光保护不行,还得要发

展,发展后才能更好的保护”
[1]
。 

2 海门村老街旧民居改造民宿的可行性分析 

从国内来看,现在很多民宿就是由旧民居改造而来,旧民居改造具有很

多方面的优势,海门村老街的旧民居改造民宿设计的可行性也是很充分。 

2.1区位优势,旅游资源丰富 

海门村距离江城镇10公里,一村跨两湖,位于星云湖和抚仙湖之间,是

两湖的连接纽带,距离抚仙湖孤山景区仅6公里,距离碧云寺、明星鱼洞、

禄充风景区等著名景点也仅有不足30分钟的车程,距离玉溪市49公里,距

离昆明市74公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同时该地旅游资源丰富,海门

村背靠野牛山和狮子山,连接星云湖与抚仙湖湖泊资源充足,村落西部为

农田,玉带河从村落中间穿过,河岸郁郁葱葱,古树成群,土地肥沃,阡陌纵

横,山水景观优美；同时该地种植：玉米、蔬菜、烤烟和种植经济林果,

能够给旅客带来体验式生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更好

的吸引人流,为当地旧民居改造成民宿发展奠定了基础
[2]
。 

2.2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海门村的历史从唐朝开始,后来到元朝、明、清时期,明清时代为 繁

华的时期,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制沿革；这个时期留下了很多的民间

传说,到现在都保留下很多的诗联佳作,例如：明、邑人张鸽诗《界鱼石》；

清、宁州张海阳诗《舟行隔河》等,这样的诗词楹联颇多、以及历史悠久

的渔文化。深厚的文化基础,为江城镇老街的旧民居改造成民宿提供了文

化软实力。 

2.3特色鲜明的建筑形式 

海门村老街的房子建筑形式全部都属于滇中地区的“一颗印”的形式,

空间呈现为“三间两耳倒八尺”的布局(如图一)以传承滇中地区的建筑结

构形式,它也属于中国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正是这特色的建筑形式吸引

着很多的旅游者、设计师和建筑师等来这里交流学习和采风调研。 

 

图一  一颗印中“三间两耳倒八尺”平面布局图 

2.4改造基础较好,空间契合度高 

当地建筑形式为“一颗印”形式,以及建筑中有大量的木雕、石雕、

楹联等,这是留下来很好的物质文化遗产；建筑原本就是商铺,能够提供餐

饮和住宿,建筑有庭院等,这与民宿能够提供居住生活的空间契合度较高。 

2.5政府政策高度重视 

2012年,国家住房、财政、文化等七部委启动一项国家计划,就是对传

统的古村落进行保护,江城镇海门村就属于其中一个古村落；另外地方层

面,为了更好的保护古村落,当地政府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扶持,另外地方

政府和各高校之间有校企合作方案,让学生参与到该方案当中,采纳学生

们合理的方案,怎么延续保护传承这些古街古村落。 

2.6当地村民希望老街能传承下来 

这里的老人见证了民居从繁华到过眼烟云,他们希望能够把老街的建

筑保护和传承下来,希望它们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呈现繁荣的景象；目前,

海门村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较多,把老街的旧民居改造成民宿能够带动就

业,把村里的青年,留在村里工作,减少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这一症状,长

久下来有利用本地的发展,同时稳定社会持续。 



建筑技术研究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8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3 海门村老街旧民居改造民宿的意义 

从实践的层面看,它能够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减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现象,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把当地的建筑材料

和建筑形式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以及创新,在物质文化遗产上得到更好

的传承；能够盘活闲置的资源,避免了这些老建筑浪费和破失的现象出现；

同时它能够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减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从理论层面来看,它符合大的国家旅游政策“美丽乡村”和“乡村振

兴”等国家战略要求,论述了海门村民居改造民宿设计的原则和具体的方

法,初步构建起海门村老街旧民居改造民宿设计的理论框架,它为民宿设

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从文化层面来看,它能够让当地文化得到发展和传承,提高村民和旅

客等对本土文化的关注,从而重塑乡村的独到魅力,以提升本地乡村的竞

争力。 

4 海门村老街旧民居改造民宿设计原则 

4.1整体构造原则 

整体构造原则是指在旧民居改造的过程中,不能只停留在建筑的表面,

而应该有全局的意识,把整体进行改造,统筹民宿的各个部分包括其中的

材料、结构、形式、框架以及是否和周围环境相吻合等,设计原则上考虑

人与自然、自然和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做好整体设计规划。 

4.2地域文化原则 

海门村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特征。在旧民居改造成民宿过程中,

文化是灵魂,对当地的渔文化以及典故、诗词楹联、建筑的形式感、建筑

材料石雕、木雕等进行深入的文化挖掘和传承,提炼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运

用到室内的民宿当中形成文化的符号,唤起当地村民和游客对当地文化的

认知和传播。 

4.3休闲体验原则 

海门村耕地面积较多,主要有蔬菜、水稻还会种植果实,可结合民宿,

让旅客亲自体验种植和摘蔬果等,让来的旅客能更有体验感。 

4.4乡愁记忆原则 

“乡愁”是旅游的历史责任,海门村老街旧居民改造成民宿给村民和旅

客呈现在面前的是以前同样的建筑形式以及和以往周围的环境相一致、室

内也会把当地的文化符合和物品运用到室内、现在一直延续下来的开渔节

等,这些带有浓浓的乡愁味,看到此景就会想到一个画面或在脑海当中呈现

出一种小时候的场景等,带给人们“乡音、乡俗、乡文、乡景”的画面。 

4.5可持续发展原则 

旧民居改造成民宿都要依托于当地的生态环境,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

价,必须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要和自然和谐发展,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理念。 

5 海门村老街的旧民居改造民宿设计的思路和方法 

5.1加强政策的引导 

当下,民宿已经成为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为引导

民宿正确合理的发展,政府部门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作为引导。 

从国家层面看,前面所讲,国家陆续出来相关政策例如：“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战略”等,旧民居改造成民宿符合该相关的政策。如2014年8

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到：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结合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特色发展旅游产品和名镇名村,

并加强相关服务设施
[3]
。 

从地方层面来看：当地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发展本地,

旧民居改造成民宿成为其中的一种形式,同时政府和各高校有合作交流,

高校学生来本地进行调研,学生出台相关的民宿设计方案；同时学习外面

的旧民居改造成民宿设计案例。 

5.2文化特色 

海门村的地域文化深厚,这是具有优势的方面,把当地的渔文化和诗

词楹联以及“三教九流”文化等加以提炼把它运用于民宿的室内,形成特

有的文化符号,提高本地文化的认知度和文化软实力。 

5.3建筑特色 

海门村老街的旧民居属于典型的滇西北建筑形式“一颗印”,呈现“三

间两耳倒八座”的空间布局,外观像一颗印,方方正正,民宿的建筑外观给

旅客呈现第一印象,在改造设计上不需要改变建筑的外形,这样以更好的

传承文脉、延续历史的作用,只需要把外形加固,防止其天气原因倒塌,同

时是对局部进行调整,让它在采风、抗风、抗沙以及防紫外线和雨水上面

得到更好的改善,在建筑外观设计当中也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元素。 

在改造过程中,对于建筑材料的需要利用当地的石材,保存原有的门

墩石,在材料上让它融入整个自然环境当中,木雕制品也要得到修缮和保

护,同时把保存下来的生活用品和家具等把它运用于室内,让它含有以前

的韵味,在这个基础上把现代城市的便利设备运用于民宿当中,让它“新”

起来但是又含有“旧”的味道。 

庭院的设计。“有宅必有院”是乡村长期以来的传统,拥有庭院能让民

宿更富有空间层次感,庭院是室内和室外的过渡空间。在设计上同样具有

上述所说的设计感,因地制宜的选择本地绿色植物、融入当地文化,将适用

性、景观性和经济性相结合,营造出环境优美的生态庭院,让它起到愉悦身

心的作用。 

室内陈设设计。功能上：在室内设计当中把现代人的生活实施融入其

中。民宿的消费群体基本来自于城市,城市的设施较全,养成固有的生活习

惯,因此在进行室内改造时,不能完全延续原来民居的设计,应在保存当地

原有陈设的同时,加入现代的生活设施和设备；内容上：把文化融入其中。 

6 结语 

民宿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在国内起步不久,其在发展过程中肯定存

在一定的问题。在政府的支持下,乡村改造将成为一种大的趋势,其中一块

必然有旧民居的改造,它将成为日后旅游业和乡村振兴的一个结合点,本

文是对江城镇海门村老街旧民居改造成民宿设计的基本探索,希望可以为

民居改造类民宿的设计提供一些基础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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