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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愁的意涵与历史进程

1.1 乡愁的意涵

乡愁实质上是身处异乡的人情感被抑制

的状态，是人们背井离乡处于一个新环境，

出于对亲朋好友的思念、对熟悉情境的感伤

而产生的思乡之情。本文乡愁的范畴具有鲜

明的时间和文化的特征，主要是身处异乡归

不得的孤独感，以及希望回到以往环境中的

憧憬。

1.2 历史进程中的乡愁

乡愁在历史进程中从未停止，无论是迫

于生计、仕途坎坷，还是为了抵御战争远离

家乡（图 1），这些行为引发的乡愁更多的是

一种情感的寄托。而在城市化建设的时代，

尽管乡愁逐渐被城市化冲淡，这种情感依然

支撑着人们建设家乡、改变家乡的理想。

2 乡愁情怀下的乡建

2.1 从乡愁到乡建

乡愁与乡建二者的联系在近几年不断被

提及，当越来越多人的目光注视到乡建这个

领域时，乡村面临的既是发展机遇，又是留

守特色的挑战。乡建的范畴包含乡村和家乡

建设，家乡就包括乡村和城市。在城市化进

程不断加快的当下，乡村建设的紧迫度高于

城市乡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乡村被放在非

常重要的位置，投身乡村建设的建筑师日益

增多。但是没有适当的方式，乡建手法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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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表达。建筑师只有不断地设计探索，才

可以实现理想中的美丽乡村建设。本文以田

边厝改造为例，分析乡愁背景下的乡建实例。

2.2 田边厝民宿改造始源

田边厝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向阳乡坑头村

曲曲绕绕的梯田边，背山面田的地理位置正

是田边厝名字的由来。设计师希望通过田边

厝的改造，表达出乡村建设原始与淳朴的本

质。田边厝前身是一座传统的红砖黑瓦双坡

曲、出砖入石燕尾脊的闽南古民居。随着时

代变迁，这些出彩的古厝渐渐没落在所谓现

代设计的建筑中。如何通过闽南特色与现代

技术的结合传达乡愁，成为田边厝民宿改造

的目的以及出发点。

2.3 田边厝改造过程

2.3.1 民宿改造初期

通过前期调研，发现了古厝未改造前内

部、外部存在的诸多问题。

内部问题：（1）古厝房间功能区分杂乱，

流线交叉严重（图 2）。（2）古厝内部地面

与墙面发霉发黑。（3）木架坡屋顶结构的房

间采光能力弱，光线较暗（图 3）。（4）古

厝为木石结构，木构架长期裸露，易被腐蚀。

外部问题主要为：（1）古厝长期无人打理，

建筑外部杂草丛生，破坏视野范围（图 4）。

（2）古厝的墙面因长时间无人居住出现裂缝、

勒脚出现返潮等现象，影响使用。（3）日积

月累的雨水冲刷造成地面不平整，不便于使

用。（4）古厝的主次入口道路不明晰，与周

围的民居关系错杂。

2.3.2 田边厝改造动工

整体改造先从古厝内部开始，与房主沟

通后，对功能分区进行调整（图 5、图 6），

南侧的卧室改成家庭房，上厅改为餐厅，东

侧的辅助用房改为榻榻米，西侧的辅助用房

为管理员室，厨房 1 改为卫生间，北侧的两

图１　历史进程中的乡愁（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2　田边厝改造前平面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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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卧室改为三人间，厨房 2 改为书吧，并在

西侧增加了厨房的功能。内部改装的同时进

行了屋面修整、墙体粉刷、地砖重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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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初期图纸与实际现场状况有些许出入，

设计之初未发现屋脊有生起的情况（图 7），

但在实际铺设天花板时发现屋顶高度不一致，

为了保证阁楼的高度，便顺应屋脊生起的方

向铺设木板。古厝屋顶长期失修，有漏雨现象，

且地面返潮严重，在改造过程中重点对屋顶

的瓦片进行重新搭置，地面铺设防潮层以免

后期的木地板出现腐坏。为了保留古厝的原

真性，改造所需要的材料均为就地取材。

作为一名乡建工作者，既要遵循自己的

设计初衷，也必须满足屋主对老宅的期许。

改造解决内部空间硬伤问题，对古厝周边环

境也进行了整体的美化提升。碎石路改建成

平整的石板路 ( 图 8)，对杂草丛生的区域进

行修剪，并且加建了景观台阶，可以在其上

种植可食地景，为后期经营提供自助理念。 

在现代建筑设计与传统建筑理念的融合

过程中，存在传统习俗的冲突。例如：大厅

不可开窗；大厅上方的主梁不可改造，且大

厅必须预留出房东家的牌位等。考虑到文化

传统的延续性，改造过程中保留了屋主的意

见。

2.3.3 田边厝改造完工

2016 年 7 月初，改造完工的闽南民宿正

式对外营业。田边厝的改造从一砖一瓦开始，

到整座建筑落成，设计心思都在小细节中淋

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再加之当地能工巧匠的

配合，这一栋充满人情味的红砖古厝焕然一

新，成为外出游子回家探亲的落脚点（图 9）。

3 田边厝对村落的影响

三个月的改造时间，在不破坏原始结构的

前提下，合理地改善了红砖古厝的外观条件

和内置软装。在改造过程中，村民们的态度

从疑惑不解转变为大力支持，再到响应号召

极力宣传，田边厝的改造带给村落的不仅是

一次成功的乡建探索，更是对乡愁之情的大

胆抒发。这种通过改造将乡愁转译到建筑上

的方式，带来的不仅是对建筑的提升，也是

游子们情感的寄托。无论是归来的游子、进

行乡建调研的建筑师，还是在此居住的村民，

都对田边厝这个乡建新模式下的产物表示赞

赏。

田边厝是向阳乡第一座古厝改造项目，它

吸引了电视台报纸等地方媒体进行宣传报道，

带动了周边旅游业、种植业的发展，使得更

多的投资者、乡村建筑师开始投身其中。

总结

田边厝改造是以闽南的文化底蕴和天然

材料为载体，将乡愁之情转译到乡村建设中

的例证。从乡愁到乡建，是动情到动行的过程，

人们抑制不住乡愁的思绪，更阻碍不了乡建

的步伐。作为建筑师，应当肩负起建设美好

家园的责任。尽管每个建筑师的乡建语言各

有不同，但是都能在乡间建设出用心的“乡愁”

建筑。

图 5　改造前功能布局（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6　改造后功能布局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 7　田边厝屋脊生起（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 9　田边厝完工实景（图片来源：东南乡建）

图 8　铺设平整的石板路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 3　田边厝改造前室内（图片来源：
作者自摄）

图 4　田边厝改造前实景（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