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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乡村复兴”隐喻着人们对新乡村美好生活的寄望，有与城市同等

的生活品质，却更自由、更生态。实现乡村复兴最关键的是找出隐藏的

对象，即复兴“何物”。由于目前乡村居住质量较差，很多人找出的答案

是复兴“建筑”，但抛开生产因素的复兴，其他方面的复兴更多流于形

式，“空心村”的现象仍未改变。只有结合当地现有资源，发掘潜在的经

济效益，为本地人提供就业机会，让乡村生产力留在村里，才是乡村活

力的保证。复兴“产业”，形成乡村特色产业链是根本。本文将以福建省

龙海市紫泥镇为例进行研究分析。

二、乡村产业复兴的要义

2017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中提出，农村特色产业创新

创业和农村适度规模化生产，号召资本下乡，乡村人才培养专业化。

完整意义上的“乡村复兴”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一是从

外在而言，乡村在城乡聚落的连续谱系中具有独特而又显著的地位，让乡

村回归乡村，在文化传承、生态维育、食品供应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作

用，与城市形成平等互补、互相支持的关系 ；二是从内在而言，在前述的

城乡平等的互补关系中乡村内部能在经济、人居、治理、农民生计等方面

实现自给与繁荣。[1]

乡村的产业复兴，我们要走出一条新路，反对工业化办法建设乡村和

“建新楼、修大马路”的推倒性建设，要挖掘乡村传统合理的产业，重新

规划并改造部分空间格局，从而激活重要的空间节点以带动整个村落的发

展。通过乡村现有的空间形式重新组织产业流线，并结合创新开发、流水

线生产、互联网营销等方式，点线面渗透到乡村。同时具有特色的乡村产

业能够吸引外来人流，以此开发旅游业，形成多样化效益产业模式，从而

实现乡村产业复兴。

三、龙海市紫泥镇案例研究

本文选取了全国著名蘑菇产区之一——龙海市紫泥镇作为研究对象。

该镇位于福建省龙海市东北部，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管辖紫泥、下楼、溪

乾、世甲、溪霞等15个行政村，全镇有耕地22 km2，水面35.87 km2，滩涂

18.67 km2，建有小学和中学，高中位于龙海市区，小镇饱含着独特的乡土

气息和丰富的闽南文化底蕴。

该地丰富的水资源体系有利于各类农牧产业的发展，且良好的水体景

观潜藏着旅游业开发的经济效益。小镇拥有独特的建筑肌理，众多小尺度

的居住建筑紧密地汇聚在河岸西侧，寺庙、宗祠等形成的古建筑群坐落在

这片区域的中心，蘑菇房则较为随机地散布在建筑群内的各个角落。河岸

的东侧是各类农产品的种植地，大尺寸的果蔬大棚与对岸点状的民居建筑

形成鲜明对比。

整块区域中最独特的是河流西侧沿岸三角形的凸起地块，它处于河岸

边缘地带，结合周围良好的水系景观和农田分布，可以形成一系列乡村生

态景观体系。大量蘑菇房聚集在这里，排列错落有致，且相对独立，与村

民居住区有一定距离。虽然现今蘑菇房多已废弃，但保存完好，经整改完

全可以再次利用。此外，这块基地靠近516县道，交通可达性高。综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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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选择这块区域作为蘑菇产业的创新试验基地。

1．紫泥镇产业背景调研1．紫泥镇产业背景调研

（1）蘑菇业的发展与现状分析

紫泥镇最大的特色在于蘑菇种植产业，其种植历史可追溯到40年以

前。经调研发现，当地最初的主导产业本是传统的水稻种植业，而镇上部

分居民为追求更高的生活收入开始尝试种植蘑菇，从中获得的良好收益

带动全镇居民陆续由水稻种植转行蘑菇种植，小镇的蘑菇产业自此推广开

来，并在当地形成一定的规模和市场，成了新兴主导产业。而市场的扩大

却带来了新的问题——作为种植蘑菇原材料的牛粪和干草供不应求，这直

接导致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经济效益随之下降。时间一长，由于仅靠种

植蘑菇已经很难维持家庭生计，镇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部

分人转行做水产养殖。昔日繁荣兴旺的蘑菇产业从此走向衰落。

从进一步的调研分析中可以发现，紫泥镇蘑菇产业的衰落不能仅仅归

因于原材料不足导致的高额成本，其单一的经营模式也是造成蘑菇种植业

没落的潜在原因。在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当地居民只进行种植蘑菇的劳

动，中间有批发商下乡收购蘑菇并卖给加工厂或出口，从中赚取差价。蘑

菇的收购价格本就不高，加之市场行情频繁波动，菇农的收入也就得不到

保障。

对此，一些当地年轻人表示：如果能将生产销售蘑菇的所有环节发展

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实现自产自销，从而带来更大的发展和创业的空间，

他们会选择回到家乡。对他们来说，能够留在家乡发展是最好的选择。

（2）种植流程与菇房概况

紫泥镇居民种植蘑菇的时间以冬季为主，经室外培养—转移—高温杀

菌约一个月的前期准备后，蘑菇开始发芽，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开始

采摘，采摘通常持续到第二年的五月。在种植蘑菇的时期外，农们还会种

植草菇，时间以秋季为主，草菇收成后的原材料可留下来继续种植蘑菇，

蘑菇收成后该原材料会被加工成有机肥，实现原材料的重复利用。

由于蘑菇喜阴，而且对温、湿度的要求很高，所以用以种植蘑菇的蘑

菇房必须要建成封闭式的结构。土夯或者砖砌的厚重墙壁上开有许多方

孔状的出风口，每个小孔上装有挡板，这些出风口的设置主要是为了给生

长中的蘑菇提供氧气，并且能控制穿透室内的风速。全镇的菇农基本都采

用这种方式种植蘑菇，久而久之，紫泥镇的蘑菇房随民居一起遍布全镇，

形成该镇独特的乡村景观。然而，随着蘑菇产业的逐渐衰落，大片的蘑菇

房被废弃闲置，少数蘑菇房被改造成其他用房。政府和居民均对此事没有

给予足够的重视，出现了很多蘑菇房占据着良好的地理位置，却得不到充

分利用的情况，这对土地资源、景观资源、建筑资源等都是一种浪费。  

（3）问题归纳

基于以上调查研究，紫泥镇目前存在的问题可被归纳为五点：①主导

的蘑菇产业现状不景气，处于逐渐衰落的状态；②整个小镇的经济发展方

向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当地居民对小镇未来的产业走向感到很迷茫，不

得不暂靠外出打工养家糊口；③蘑菇产业衰落后，小镇特色也随之逐渐流

失，曾经辉煌的蘑菇产业只能留在老一辈菇农们的美好回忆里；④年轻人

多选择外出谋生，镇上老人和小孩居多，留守问题严重；⑤废弃的蘑菇房

虽保存完好，但处于闲置状态，导致大片土地面积浪费。

2．空间格局再规划2．空间格局再规划

产业复兴的意义在于对原有产业的恢复和创新。紫泥镇是全国较大的

蘑菇生产基地之一，具有良好的市场基础。但由于产业缺乏创新、生产与

销售模式单一，菇农所获利润得不到量的提升，产业发展空间因受到制约

而逐渐没落。

一个在内部拥有良好传承的乡土文化，对环境低冲击的产业发展、自

治有序的和谐乡村，也必然会在某些方面对当今的城市发展产生独特的影

响。[1]在某种程度上说，乡村特色是乡村在自我发展过程中区别于其他乡

村重要的一部分，基于乡村特色的发展符合当今乡村建设与产业复兴的需

求。蘑菇种植业是紫泥镇的特色产业，围绕该产业，紫泥镇形成特殊的建

筑类型和聚集形态。蘑菇产业的复兴，应在保留乡村特色的同时，引入新

的发展因子，刺激产业的自我创新。因此，提出以产业创新试验基地为发

展据点，点式家庭作坊与基地的共生关系为线，从而发展形成渗透乡村产

业面的复兴格局，激活乡村经济活力。

（1）建立产业创新试验基地

产业创新试验基地在于“创新”与“试验”。“创新”指产业模式的

创新，“试验”指这种创新是带有尝试意味的，需要在一定发展基础上改

进，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向更大范围推广。紫泥镇原有产业的恢复应依靠增

加菇农收益、稳固产业根基，而产业的发展则要依靠创新。

在紫泥镇，蘑菇产业链由菇农—中间收购商—加工厂三部分组成，其

中菇农收益最低。回迁加工厂，再在去除中间收购商成本的基础上，将加

工厂所获利润迁移回农村本体上，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本质上提升菇

农的收益。此为产业创新试验基地的立足点。依托于加工厂，发展上下游

产业，从蘑菇种植新技术的研发、加工流程的改进、产品设计及销售等方

面，形成村庄自身完整的蘑菇生产销售产业链。

（2）点式家庭作坊的渗透 

紫泥镇的每个乡村现存大量蘑菇房，这些蘑菇房倚靠村民住宅而建，

或沿水边聚群而建，呈点状分布的格局。以“点”状空间形成核心，以民

族文化中的事件和传统为凝聚点，形成一股向心的内聚力。[2]蘑菇产业的

衰弱，导致大量蘑菇房被废弃或推倒重建，加速乡村特色与产业的衰落。

使废旧蘑菇房重新发挥作用，是蘑菇产业复兴不可忽视的环节。产业创新

试验基地是激活蘑菇产业的始发站，利用点状分布的蘑菇房，将试验基地

产生的新活力渗透进整个乡村，蘑菇产业的复兴不再停留于某一区块的发

展，而是由点及线入面，刺激带动乡村的经济活力。废旧的菇房可以被重

新用作种植蘑菇的基本功能，也可以形成家庭作坊，主人可以在作坊中加

工基本蘑菇制品、研发创新产品，甚至改造成蘑菇房特色民宿或商铺，从

而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形成蘑菇产业复兴的推动力，也是产业创新试验基

地延续的一部分（图1）。

（3）吸引青年人回流

蘑菇产业结构单一，青年人可发掘的就业创业机会低，导致紫泥镇青

年人大量外流。青年人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回流青年人，能为紫泥镇蘑菇

产业复兴注入新鲜血液，是创新产业得以实现的前提。吸引青年人回流，

不是强制性的，不是前提，而是目的。基地为青年人提供众创空间、工作

坊，配合乡村中点式分布的家庭作坊，开展蘑菇产品创意设计，如蘑菇盆

栽、蘑菇灯、蘑菇摆饰、蘑菇笔筒等文创类小产品，提供更多就业、创业

机会，使青年人自愿返乡。

互联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商业经营模式，商品的销售不再

局限于特定的地理区域范围。在蘑菇产业中，采用互联网经营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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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当今电子商务的经验，在互联网上进行蘑菇产品推广，扩大商业面。

这种经营模式可以在创新试验基地设置的特定空间进行，也可以在家中工

作，自由度高，对青年人有较强吸引力。

3．废弃菇房再利用3．废弃菇房再利用

结合规划策略，我们对紫泥镇蘑菇产业的复兴做了具体方案设计②，

利用场地现有的蘑菇房，以创新产业实验为核心，同时发展参观、食宿等

旅游经济，将此地打造成紫泥镇的新兴发展实验点。

不大刀阔斧建造新建筑，一切都利用现有的蘑菇房实现规划是该方案

的设计理念——追求本土特色，体现乡村性。[3]在选址上废弃的蘑菇房自

发形成三种聚落形态，由于传统蘑菇房的空间格局或舒适度无法满足人们

办公、参观、居住的需求，因此我们对这三种聚落配合功能进行不同形式

的改造（图2）。

（1）原汁原味——蘑菇培育参观基地

选址A地块蘑菇房聚落形态较聚拢，保存也最完整，靠近旅客主要出

入口，且滨水处有较大的空间可以用来发酵牛粪，宜作旅客接待和参观蘑

菇培育使用。参观路线自由灵活，同时为了增加旅客体验感，避免单一的

行为模式，特地设立蘑菇DIY室，让旅客自己动手采摘蘑菇并对其进行创

意加工。

除做接待厅和蘑菇DIY室使用的蘑菇房由于采光要求需做改动之外，

大部分的蘑菇房仍用来培育蘑菇，展现最原始的建筑风貌，但在彼此之间

加设风雨连廊。

（2）变形注新——创新产业实验基地

位于场地B地块的蘑菇房由于两边为较大的泥沼，所以呈线性排列，

较为分散，面向居民住区，宜作创新产业实验基地。可将靠近居民区的泥

沼填平，作为基地次入口，向家庭作坊进行渗透，并在场地建造小型实

验加工厂、创新工作坊、产品展示厅和互联网营销空间，形成集收购、加

工、创新、营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模式。

实验基地需要大的工作空间，传统蘑菇房狭小黑暗，已不能满足功

能需求，要在现有蘑菇房之间加建新建筑。为了呼应传统产业在现代创新

复兴的理念，我们从蘑菇房的形式中抽取特色，用较现代的材料和构造去

表达同样的形式。甚至在新产业功能（如创新加工、互联网营销）的空间

上，我们引入了更为现代的建筑表达——透明盒子，与旧建筑形成正负关

系，反映新旧产业功能变化的对比。

①旧建筑的新表达

保留旧蘑菇房的坡屋顶形式和规模大小，新建筑的体量做不对称变

化。实墙部分我们选择了混凝土作为材料，因为其作为现代建造中常见材

料更利于推广，且素朴的材质外表和旧蘑菇房更协调。为了减轻新建筑的

体量感，山墙选择蘑菇房的原始材料——红砖砌筑，不再做抹灰饰面层，

做镂空墙构造，与实墙形成虚实对比，并增加了采光（图3）。

开窗方式仍采用旧蘑菇房的特色小窗形式，做大小变化，增加新建筑

的活泼感，并且保留原有的混凝土窗框特色。

②透明盒子

以桁架为结构，玻璃幕墙搭配部分混凝土实墙，不仅提供了大的工作

空间，也与周边蘑菇房形成了强烈的虚实对比。透光玻璃使建筑在白天消

隐于基地（显现的是实墙的蘑菇房），却在夜晚透出灯光，仿若一个个发

光的盒子，与沉寂于夜晚的蘑菇房形成虚实对比（图4）。

（3）改造重筑——游客食宿基地

位于场地最南端的蘑菇房自然形成了合院式庭院，三面被居民区包

围，宜作餐厅和民宿。在蘑菇培育基地采摘的蘑菇可在蘑菇餐厅中加工为

旅客的饮食。改造后的蘑菇房作为民宿，除了能让旅客有特色空间体验

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广开来，为村民改造自己家废弃蘑菇房作为住房使

用提供典范。

旧蘑菇房只有小窗采光，内部光线昏暗。无论是作为居住、餐饮还是

办公使用，都不能满足人们的采光需求。所以这部分的蘑菇房重点做采光

处理。为了不破坏长立面墙小窗特色，我们选择对蘑菇房的山墙和屋顶进

行改造。

①打开山墙

原蘑菇房为砖结构，通过内嵌钢结构框架，保证对山墙的处理不会

破坏建筑的稳定性。山墙的改造分为局部开大窗和替换成玻璃幕墙两种形

式。这种改造形式主要适用于公共功能的蘑菇房，如餐厅、工作坊、接待

室等（图5）。

②打开屋顶，设置中庭

旧蘑菇房规模虽小，但仍存在设置庭院的可能，通过掀开一部分屋

顶，形成采光井，既满足了民宿对隐私性的要求，又增加了采光（图6）。

除此之外，对蘑菇房使用钢结构加固，设置二层房间，增大使用面

积。墙体做保温处理，使得空间更宜居。

（4）抽象延续——周边景观

对于蘑菇房的利用与改造不能只停留在单体上，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和

与村子、环境的联系也是我们考虑的重点。

①活动平台

蘑菇培育架是蘑菇房的一大特色，培育人员在架子上爬上爬下种植、

采摘蘑菇。我们希望能将这一行为模式抽取到室外体验。通过对蘑菇架抽

象变形，得到一些木头构筑物，散落在村落各角落，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休

息玩耍的空间，还可以形成菇农摆摊贩售的空间。通过组合拼接架形成较

大规模的平台，架在场地的泥沼地上，这不仅联系了两边，还可以形成市

集，为村子提供交易平台（图7）。

   ②构筑物小品

在基地沿途放置晒蘑菇的架子，在蘑菇收货盛季，成串的蘑菇干将形

成基地一大特色。通过挖土形成中心蘑菇小岛，沿水设置亲水平台，使旅

客与自然环境更亲密接触。

设计的广告牌架，从基地到村落延续放置，将旅客引向传统古建筑民

居群和家庭式作坊，增加整个村子人气。架子上面为蘑菇宣传招贴画，下

面有供人休息的座位，平时为居民闲聚聊天提供场所。

原始蘑菇房、新旧对比的蘑菇房和旧中有新的改造蘑菇房是本文试图

展示出的未来蘑菇房的三种可能性，并通过抽象出的蘑菇架构筑物进行联

系，延伸到村落里，希望以点带面将基地的活力发散到村子里。建筑为创

新产业复兴提供合适空间，而复兴后积聚人气的村子将吸引年轻人停驻下

来，“空村”现象将得以改善，更多青年人加入到村子建设，带来更多创

新创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四、结语

通过对紫泥镇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基于建筑语境下乡村特色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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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需要结合当地现有资源，发掘潜在的经济效益，以创新创业方式重

振乡村活力。龙海市紫泥镇的复兴策略表明：①乡村特色是根本，发掘出

当地与众不同的魅力才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②经济效益是关键，可观的

利润收入是保障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并留住年轻人的最重要条件；③多样化

生产模式是保障，将生产环节发展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利于提供多样

的经济收益；④创新创业是重点，不断地推陈出新，保证产业的持久竞争

力；⑤空间格局是载体，尊重传统的村落布局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再规

划，并对废弃建筑再利用，能更有效地与传统产业结合，以及最大限度地

保留乡村特色。

在本文具体方案设计中，通过在合适的选址中利用当地蘑菇房建设蘑

菇培育参观基地、创新产业实验基地、游客食宿基地，以点带面，渗透入

村落联系家庭作坊，从而将产业复兴覆盖至整个村子。

由此对广大新乡村建设提出如下建议 ：①挖掘乡村传统文化，找到

属于自己乡村的特色魅力 ；②自主发展多种效益模式，激活重要的空间

节点，并深入居民内部生活区，从而带动一整个片区的，达到点线面多

样化模式发展乡村产业的效果 ；③创新开发与经营，结合互联网经营模

式，并不断开发新特色、新产品，乡村产业复兴应具有未来可瞻性。尽管

关于紫泥镇的发展目前只处于策略阶段，落实到具体实践上会有更多问

题，提出的建议也不够全面和仔细，但乡村产业是乡村复兴的关键——

这一点不会改变。有关乡村产业复兴的道路还很漫长，但在不断地摸索

和探究中，每个乡村都会找到适合的道路去发展，乡村建设就有一个美

好的明天。■ 

图2 房屋类型分布与功能区块规划（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3 旧建筑的新表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4 玻璃与混凝土虚实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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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打开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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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打开屋顶、设置中庭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7 活动平台（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a 房屋类型分布 b 功能区块规划

图1 点式家庭作坊渗透（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