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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及其生成 

谢旭斌1，王曦成 

（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 

【摘 要】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的生成是植根于湘西地理环境、民族审美心理、宗法伦理观念、人文历史的“基

因符谱”。其景观文本的语义生成、空间场景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生成的逻辑建构。采用超越时空的互文生成理论，

分析文本生成的原因、机制、过程，是对文化传承的创新方法。村落景观是一个文化意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景观生

命体，是可以传承阐发、转换生成为现代文化资源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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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湘西传统村落景观，大多处于地理偏僻的深山涧水之中，主要居住着土、苗、侗、瑶等少数民族，吉首的德夯村、

凤凰的凉灯村，在苗语里分别意为“美丽的小冲”“老鹰住居的地方”。村落较为完整地保留着湘西独特的建筑、空间、人文历

史景观与文化艺术形态，具有奇异神秘、轻盈灵动、富有生命力的景观特征和浪漫豪放、气韵生动、恢弘雄奇的审美意象。湘

西传统村落景观的生成，与湘西山川地貌、吊脚楼建筑特色、奇丽物质文化形成应景关系，还与湘西尚武精神、宗教信仰、伦

理观念、文化审美等精神文化现象形成互文关系。把湘西村落景观作为一个文本，应用互文性的生成理论，从文化生成的角度，

揭示其不是一个静止的客观实体，而是一个文化意义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有机生命体；从审美生成的角度，对湘西村落景观文本

的产生及审美意义的生成进行研究，对阐释湘西村落景观文化的神秘性、审美性以及转化其文化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1 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互文生成理论 

村落作为一个聚落形态，其景观符号语义的生成、文化精神与空间场景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生成的逻辑建构。翻阅湘西村

落景观这部文本，映人脑海的景观风貌、村落形态、空间场景，让人互文生成出湘西村落文化中文学、艺术、宗教的独特性、

神秘性和多样性。  

1.1 互文性与生成论的理论及实质 

互文性的相关研究最早应用在文学领域里，后其含义不断衍生并应用到建筑以及景观符号化语言的研究中。朱丽娅 · 克

里斯特娃在 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她注重历史和主体对文化艺术的影响，也重视文化表征的生成作用。

她的互文性概念“具有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野，将社会、历史、 · 文化统统纳人互文性的视野。克氏的互文性还通过表征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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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将精神分析理论引进互文性研究，考察‘过程中主体’在互文性运作中的功能”“她认为文本分裂为现象文本与生成文本

两个层面。这两类文本分别对应人类表意行为的两种不同的模态：象征与表征”。她认为“生成文本根植于与主体潜意识密切相

联的‘内驱能量’ „ „ 生成文本是一异质的空间，与（分裂的）主体的各种欲力相联系，是潜意识的滋生物”等观点
[1]18

。互

文性是由各种文化文本相互吸收、转换、生成的“网络系统”，具有超越时空性的理论方法。生成理论是指形成文本的符号、语

言及语义的各要素间，文本与其他文本间是相互引证、吸收、更新、转换、发展的互文生成关系。生成是通过表征的形式，根

植于主体的“内驱能量”。在 《 简明哲学辞典 》 中对“生成”的解释是：“新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过程。”
[2]120

互文

生成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反映的是事物发生、发展、成长的过程，它表示一种主动、动态过程。中国古代就有“道生一，一生

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经典的生成理论。西方最早提出生成思想的是赫拉克利特，后来黑格尔、海德格尔、

荣格、索绪尔等分别进行了概念生成、存在生成、原型生成、解释学的生成论等现代生成理论。互文性的生成理论，实质是指

通过文本间相互吸纳、转换、发展，产生新语义，生成新的审美意义、新的文化价值的过程。把它引人到湘西村落景观及其文

本意义的形成，就是利用互文生成的原理机制，分析湘西村落景观文化、审美思维的生成过程及文化价值，解读湘西人文景观

与自然景观互为生成的印证关系。  

1.2 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生成过程 

首先，从文本生成的发生与过程来看，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生成，是根植于湘西先民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思维认识

过程以及不断发展的实践过程。湘西村落景观的生成产生，最先来源于对事物的认识。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心理的发生主

要通过认识来获得，认识本身是不断变化、建构的过程，强调认识的建构是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得来的。他说：“认识既不是

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己形成的、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途 „ „ 认识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
[3]6

湘西多为山丘地形，地势险峻，自然山水

与生存环境的恶劣，激起人们的情感思维与宗教信仰。村民们认为大地就像母亲一样，孕育了世界万物。同时受楚巫遗风的影

响，湘西人们相信万物有灵，信奉祖先、信奉多神崇拜。至今，在湘西传统村落仍然保留着多样的宗教建筑景观，既包括土地

庙、祠堂、伏宫庙、摆手堂（土王庙）等景观形态，也包括神龛、功德碑、挡箭碑等景观样式。“受‘万物有灵观’的支配，湘

西先人们深信各种形式的生命在本质上是一体的、相互感应的、彼此渗透沟通的，甚至可以相互转换” ,“‘万物有灵观’消解

了湘西人与自然世界的分裂与对立，建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生命关系 „ „ 在湘西特色民居 ― 吊脚楼中，更是可以强烈

地体味到这一观念：依山造势，不破坏地貌植被，与自然亲亲相融”
[4]48

。湘西先民受大自然环境的心理启迪和中国古代生成论

思想的影响，在村落选址、堪舆规划的过程中就常遵循“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生成论的思想。在湘西民居建筑的

门楣、堂屋的正梁柱下部以及窗户上，至今还保留有雕刻或绘制阴阳鱼、阴阳八卦图形的习惯，反映了“道生一，一生万物”

的生成理论思想, 这也是源于对自然的观察与事物发生、发展的经验总结和认识的结果。生成是个发展、形成的过程，是通过

不断的合并、更新、吸纳、发展，互文生成的认识方法过程。 

其次，从湘西村落景观文化因子的符号语言及其艺术表征的生成来看，湘西村落的人文景观因子与自然景观间是互为生成、

印证的关系。湘西传统村落景观具有景观文化的多样性、封闭性、原初性、神秘性、兼容性等文化特性，与湘西奇山异水的地

理风貌、气候水文环境相映衬。湘西气候、地貌环境造就了湘西传统村落景观奇异的艺术形式与审美文化气质，两者互为生成

关系。村落景观的文本生成离不开村落丰富的景观元素与文化因子的语言符号。分析这种景观文化因子的语言符号，一方面，

源于湘西村落景观类型的丰富性和景观因子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源于湘西村落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多样性，既有古朴的民风民

俗、勤劳纯朴的生活方式，也有“带南蛮之风”、尚武勇猛的精神信仰以及浪漫、奇丽的歌谣、巫楚遗风的习俗仪式等非物质文

化景观。这些村落意象、景观符号、文化现象直接促使了乡土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与景观文本语境的形成，不仅作为文学、艺

术、宗教等文本的审美原型、主题内容的符号语言，而且反映了湘西的审美思维与精神气质，是湖湘精神、文化印记及文化表

征的文本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湘西作为湖湘地域文化重要的发祥地，具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因子，其文化艺术的独特特

质与多样的民风习俗，孕育出一代代文化名人、灿烂多彩的歌舞以及奇丽浪漫的艺术作品，激发、影响了一代代文人骚客的精

神气质、审美情趣、艺术创作、思维方式。“单就近代以来活跃在中国历史前台的湘西人，也是灿若皓月、多如繁星。贺龙、粟

裕、王尔琢、藤代远、姚彦、贺捷生、熊希龄、李烛尘、沈从文、黄永玉、张一尊，直至吴雪恼、孙健忠、石太瑞、宋祖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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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批具有韬光伟略和文化才情的名人
[4]2-3

。沈从文、黄永玉、易图镜、宋祖英等当代文学、艺术大师，在他们创作的作品中，

湘西村落景观的文化因子直接生成于他们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并与作品的主题、内容、艺术风格相互印证。通过交织、引

证、吸收、象征、隐喻的方式，湘西景观的形态、空间、精神价值及人文景象转化为一个个艺术形象与文化符号，转换成他们

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审美对象、艺术景象及精神气质，融进了他们创作的湖湘文学以及奇丽浪漫的诗词作品、音乐歌舞中。 

最后，从湘西村落景观文化的生成机制来看，村落景观的生成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形成过程。首先，

湘西文化及其意义生成是湘西人们在改善生存条件所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与自然的斗争，核

心问题是认识客观规律，改造客观环境，使它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简而言之，就是求‘宜’。把自然改造的合宜，不仅使生存

条件得到逐步改善，而且从中体验到自身的力量，产生了最初的舒服、愉悦的情感 ― 美感。”“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5]6 

湘西村落景观正是人们改造自然、顺应自然及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审美认识观而建构的，这主要反映在坐北朝南、傍

山依水的村落选址、堪舆观及顺应山地地形的院落、吊脚楼等建筑形式的营造上。其次，在物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生成了村

口、村舍、封火墙、石板路、池塘、田园、菜地等物质方面的人文景观，随之也相继生成了村落的各种制度文化与风俗文化，

如民风、民俗、节庆、歌舞等非物质方面的景观文化。最后，才生成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辅相成的，具有文化性、审美性

的传统村落景观文本体系，生成了集建筑规划、文化艺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精神信念、民风习俗于一体的村落景观“母

文本”形式。  

1.3 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互文性 

德国温克尔曼在 《 古代艺术史 》 中运用人文地理学方法论证了特定地理环境在古代希腊艺术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湘西

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是湘西村落景观文化生成的条件和背景。历史上湘西传统村落主要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生产方式，一方

面造就了湘西人雄强勇猛、勇于进取的民族文化精神，另一方面生成了湘西村民祈求吉祥、居安思危的民族心理与精神愿景。

不管是传统村落中的景观名称还是窗花雕刻等文化元素，都有其由来和衍生的文本故事。现为国家级的传统村落五宝田，地处

怀化辰溪县的西南角，临近淑浦、中方二县的交界处，崇山峻岭、地理偏僻。当地村民介绍其名称的由来，最早是源于该村落

农田中类似五个金元宝般的土丘形象。而五宝田所指的意义范畴，不仅包含了五宝田村落名称的由来，更是体现了村落居民关

于富贵、财富、兴旺发达的心理企盼和五宝田萧氏先人所强调的“耕读兴家、网织梦想”的文化理念，以及居安思危催生的审

美意识。由于当时交通的不便、自然条件的恶劣外加匪患的骚扰，萧氏先民在村落的选址朝向、空间布局、建筑形态、道路交

通的营造上，体现出了他们防卫的思维意识观与审美的栖息观。村落的整个空间布局依顺自然山势，内外有别。村落外带围墙、

封火墙、闸子门、碉楼的聚落形态，给人结构严实、肃立安全之感。村落的内部院落也皆为封火墙围合、厚门、高窗，给人结

实厚重之感。五宝田萧氏先人专门修建了用于耕读两用的建筑 ― 耕读所，不仅教习文化知识，而且传授耕种本领；不仅用做

教化育人场地，而且用做储存粮食的仓贮。耕读所前后八字门媚上分别写上充满寓意的“源源而来”“三余余三”楷体大字，很

好地体现了村落先民的精神愿景。“源源而来”八个大字，正对流经村落的溪水，不仅指财富的滚滚而来，也意指学子们能不断

获取活水般的思想、知识，要做到活学活用。“三余”的文化含义为告诫读书之人珍惜时光，要善于利用时间，取“冬者岁之余、

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而倍加努力、发奋学习。“余三”即“三年之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之耕而余三年之食”之意，教育

后人要勤俭持家，以备饥荒。这体现了萧氏祖辈耕读兴家的理念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当我们置身于五宝田，面对其围合与

集中的村落形态，内外有别的空间布局，高耸的封火墙，或置身于标写有“师俭清风”“儒学名家”“勤侯家聋”等堂号的住宅

建筑中，或置身于“喜上眉梢”等精美的窗花前，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五宝田村落景观文本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蕴。  

2 村落景观文本的语义生成及转换 

村落景观的形式与其文化语义是互为生成、互为依存的关系。村落景观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景

观语义及表征出的文化审美是通过形象的思维即形式的方式转换出来的。吴家骅在 《 景观形态学 》 中，把设计语言的研究，

赋予了景观文本化这一新的研究形式。他认为“任何景观设计的过程包涵三个基本方面：理性的思维一逻辑；感性的思维一情

感；形象的思维一形式。其中，形式作为媒介将逻辑与情感从概念转变成实际的景观形象，提供了一个使用景观设计的空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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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基本框架”
[6]309

。他的这种语言的基本框架，是通过语义转换的形式，使得各种条件下景观组成的包含关系在思维、意识层

面得以建立。  

2.1 景观文本符号的语义生成 

村落景观所处的自然环境大多植被丰富、空气清新、生态原始、溪水清澈，但地理险要，交通闭塞：这些自然形式往往容

易激起人们对自然本真的审美感受，和对生命意义、自我精神的思考：刘勰在 《 文心雕龙 · 明诗 》 篇中关于审美情感生

成的阐述：“人享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因物象形、因景而生，通过联想、想象，人们实现景观与思维的转

换，生成各种审美情感。感知文学作品中的景观符号、村落意象、场景气氛的生成，须通过唤起、记忆、合并、派生、重构等

方法，或让人置于一定的情景，通过比较，揣摩，联想或审美体验而获得。景观意象是审美主体对景观形式、景观功能、景观

审美合用的互文结果，体现了审美意图以及使用者的功能需求的逻辑与情感，这使不同景观形态具有特定的审美表象，也使场

所精神得以存在。所以景观的存在形式和景观语义的生成，是景与象、感与情、思与想的互文过程。一方面，湘西村落景观作

为人类智慧，常常作为文学、艺术文本里表现湘西村落景观的审美意象、语言符号与语义生成的文化表征，这主要表现为： ( 1 ）

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既有山清水秀、开阔平远的山水村落景观，又有地处陡峭险峻而偏僻的奇山异水景观； ( 2 ）建筑景观形

态的多样性，不仅有因势而建的吊脚楼建筑形式，还有因防匪功能、屯兵而建的害子屋、兵营、封火墙、碉楼等湘西独具特色

的文化景观符号； ( 3 ）村落公共景观的多样性，不但有独具村落文化标识的村口、槽门、寨楼、凉亭、风雨桥、冲天楼、“廊

场”，而且有表征文才武略人才的桅子石、牌坊、彰显族群荣光的祠堂、鼓楼等公共景观； ( 4 ）人文景观的丰富性，既有代

表村落符号、乡情记忆的古树、古井、石板路，也有独具民族特色的服饰、歌舞等文化景观； ( 5 ）宗教文化景观的多样性，

除了有祈求神灵护佑的庙宇、土地神，还有进行祖先崇拜的堂屋神龛等景观符号； ( 6 ）生产性景观的丰富性，有山林果树，

也有稻田、菜地、池塘等生产性景观。这些都是根植于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而生成的，是物化了地理气候、人文精神的意象，

是先人审美习惯、文化思维的世界观、认识观反映，是生成地域文化、维系宗法沦理、反映民俗的物质载体与自身存在的场域。

另一方面，送别与迎娶、团聚与节庆、闲适与躬耕等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在内的地域文化，是以村落景观的存在为载体而产生

发展，或存在而生成的。否则，人的价值、精神信仰等文化价值就缺失了依存的基础与生成的条件。团聚、闲适往往出现在传

统村落的公共景观空间，如传统村落的村口、槽门、风雨桥、钟鼓楼等地，其景观的语义代表的是公共场所精神，其衍生的文

化含义是村落历史、精神家园。  

2.2 景观文本的场景转换 

湘西村落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景观、民风民俗，都是在一定的场景空间中进行的。村落的文化场景离不开村落空间的环

境语境。而文本描述的场景同样要置身、转换于村落的空间语境中去，通过文本符号、文本意义的转换，通过联想、重构、表

征，生成文本的另一个异质空间及空间场景。村落景观的场景，通过对景观语义的摹写、引用、衍生、抽象，生成、转化为文

学、美术、舞蹈、音乐等场景的主题、内容、表现元素、创作灵感。同时，文学艺术作品也映衬了村落景观及其空间场景的特

征、审美、人文习俗。纵观湘西文学艺术历史，无不感叹湘西山水之奇丽、民风习俗之神秘对艺术文本的深刻影响。沈从文笔

下的文本世界，湘西景观一直是他描写、传达文学作品的主题与元素，其作品都离不开湘西环境的情感记忆与联想，其所展开

的景观符号也离不开湘西文化景观的视域范围。这些符号为记忆、逻辑所链接，引人入胜，在 《 湘行散记 》 《 边城 》 等

作品中多有描述。田园、村舍、江水、码头、渡船等景观，直接转化为他文学作品里的景象，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生；或充当

着场景背景，隐喻、暗示着故事场景空间的发生、转换。除了文学文本之外，还有黄永玉、易图镜、姜坤、谭盾等一批艺术家，

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村落、吊脚楼、石桥、村姑、顽童、水牛、摊戏、歌曲等成为艺术表现的元素，互文交织出一幅幅艺术

景象，演绎成一幅幅现代文化文本。 

对村落景观文本的生成进行研究，一方面，要把村落景观的形成与湘西环境、民风民俗、审美思维等结合，分析两者互为

存在转化的关系；另一方面，从文化、艺术生成的角度，村落景观文本是基于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的文化景观，同时是审美思

维、宗教信仰、聚落文化基础上吸收、更新、生成、跨越时空而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景观。再一方面，村落景观是个传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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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化的生成过程，可与现代文化、社会语境结合，在叙说、解读、重构基础上可以转换、生成为新的文本，赋予新的文化

意义、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谭盾在 《 地图 》 这部实地景观音乐会的文本中，就以湘西凤凰古镇的门楼、沱江作为场景背

景，以湘西的吊脚楼、村寨作为影视文本的发生场景，以土家族、侗族、苗族、瑶族等各族的古老、原生态的摊戏、舞蹈、口

技、器乐、歌声作为表现元素，结合现代钢琴、大提琴、音响设备等现代科技文明，转换生成出一部享誉世界、气势宏大、文

化特色浓厚的歌舞音乐剧。通过归纳、提升、合并、同构等手法，把湘西古老村落发生的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包

括非物质文化景观与现代文化结合，生成新的文化艺术景观形式，生成新的文本意义和艺术价值，衍生出“超文本”的文化价

值和艺术形式。这些深刻的理论演变，对弘扬和繁荣湖湘传统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诠释村落景观的文化现象为提供了

有效的方法。 

3 村落景观文本空间的生成 

翻开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所展开的视域除了上述的各种文本语言、符号外，还存在着一个逻辑的文本空间和事件发生

的审美空间（场域）。通过互文生成，我们能穿越时空，感知到村落景观文本空间中的地理形态及空间场景所发生的规律。村落

景观空间形态的生成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受村民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审美意识等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村落选址、场

所布局经过精心安排，赋予了空间场所生成的事件性与叙事性的文本意义；二是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生成具有有序性，体现了

血缘宗法观。  

3.1 湘西村落景观空间形态的文本叙事 

关于村落景观形态与空间叙事的描写，不同于文学纯粹的联想，通过精密的考查、测量、绘制，以及访谈、记录、查证，

来论证传统村落景观空间文本的历史开端、空间发展的历史、文化场域形成的演变过程。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其主要特点是

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与文本事件的发生、叙说紧密联系。由于湘西有“山主人丁，水主财”的风俗，湘西传统村落形态多依山

而建并比邻小溪。山林错落，以山体作为龙脉“靠山”，背山而建。道路多沿溪修建，即可货运，也可灌溉。小溪清澈，水流迟

缓，这使得水景变得动静结合，层次丰富。既有“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碧池美景，给人直觉审美的体验；也

可营造“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流筋月夜所产生的审美境界。 

湘西是多民族集居地，其风情民俗、文化艺术具有多样性。村落至今仍保存了原真性的节庆、礼仪等各种民风民俗。包括

节庆、习俗、生活、劳作等情景的发生皆以景观场景、空间景象的形式体现出来。情景互生，不同的场所应景特定的事件，同

样不同的事件需要特定的景观空间与场所氛围。以五宝田为例，送别与迎娶发生的场景为耕读所外侧的坪地。一是其位于出人

村落交通流线的必经地并相对开阔，这里是村里人迎接贵客、瞻望以及送别亲朋的留步处，这里预示着村落整个景观事件的诞

生，以及整个叙事的终结。二是其景观的氛围与环境，不仅有溪水景观、植被景观的映衬，而且该处视野开阔。近处溪流的声

响，既可打破分离的忧伤，也可衬托重逢的欢乐氛围；远处视野开阔，适合迎、送客人时遵循礼仪、表达情感。而在红白喜事

发生时，爆竹声中，生成演绎的是另一番人文景象。如迎娶新娘的彩头双唢呐会掺合着锣鼓，演绎的是迎娶新人的非物质文化

景观。被五宝田村民称为爷溪上的风雨桥和两岸石台，是整个村落的视线焦点，是村落居民团聚、休息的空间，村民们闲时在

此纳凉，游憩，拉家常，小孩经常嬉戏于此，使其成为村民精神场所的家园空间。  

3.2 湘西村落景观文本中的时空序列 

村落景观的空间形态生成具有有序性，体现了血缘宗法观。村落空间形态既是文本情感发生的地理形态，又是村落血缘、

宗法伦理体现的空间场所。湘西村落景观文本的空间，其空间结构的起始是序列性的、逻辑性的；其空间场景的性质是社会性

的、精神性的。 

对村落景观空间进行文本研究，可通过时空序列的链接，来展开景观文本生成的原因，其不仅验证了上述形式、逻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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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互文交织，而且演绎了时空序列的景观生成与审美生成的心理过程。秦观在 《 行香子 · 树绕村庄 》 中就有“树绕村

庄，水满破塘”的描述。湘西遵循我国传统村落的村口样式，常以体型巨大或者造型奇特的“水口树”，作为村落景观人口空间

的标志，开启文本空间的帷幕。湘西多以乡土树种，如松树、柏树等为主。树不仅作为村落充满生气的标志，也是文学艺术文

本里家乡的标记，既可遮荫，也可起到屏障的作用。湘西传统村口空间多有凉亭，以供过路人歇息。这里既预示着人物叙事的

开始、暗示村落时空序列的开始，同时也预示着空间的终结。迎接、送别的文本意象更多的汇集于此，因为通常只有离别之情

才能牵着人们的脚步跨河过桥来到这村子景观终结的地方。顺着古树的路往前走，渐渐地进人村落的过渡空间。此空间一般开

敞，视野开阔，多为狭长的道路二零星的房屋开始出现，但这里并没有进人村子的中心，这里多是住着村落外姓或移迁而至的

同姓人。他们与村子有着经济活动上的往来，却有着身份上的差异，两侧的建筑形制趋于简单。与路面持平的房屋一般开口面

街，而多数人家选择在高于路面处，依山面水而居。站在这里可以为村人所见，也能环视整个村子的全貌。既可以看见天空中

飞翔的鸟儿、溪边饮水的马匹、溪中戏水的家畜，也可以瞧见田中躬耕的农户。远处连绵的群山，山腰缭绕的云雾，山下小桥

的流水，村中袅袅的炊烟，这些景观元素构成了整个村落的远景，形成了村落景观形态的空间背景，给视域的展开、文本景象

的远景描述，打开了通往村落的廊道。 

移步至村内中心，一般进入村落的核心 ― 聚居空间区，象征进入了村落文本空间的高潮部分，也象征了村落空间序列的

结束。此处为密集住居区，院落空间错落有序，道路密集。湘西古村落，道路系统发达，功能明确，注重水网管道、人行道路、

牲畜道的布局。河道两岸常为生产区，洗衣洗菜、谈天说地、玩棋打牌。一方面，空间赋予了人生产、生活的场景，人的情感

也鲜活起来。若在文学文本里，或描写妇人挟盆衣物，缓入小径，溪边浣纱的一幅幅生动的生活场景；或描写人夜，月如钩，

夜阑人静的夜晚场景；或描写披星戴月忙碌归来的农夫：这一切，构成了村落景观文本中人的活动及其精神世界。另一方面，

传统村落中的建筑及其它景观构筑物，多为明清时期修建，并经历了历史的洗礼，经历了民国、新中国等时代的演变，才流传

到现在。这些静的历史景观，由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审美，构成了村落空间的物质载体。因此，这些村落的建筑形式及

景观样式，也就体现了时代的印记。就如封火墙样式、建筑窗户，甚至夹有的徽派式、西洋式风貌，反映了村落景观的形态受

外来文化的交融与影响。由于湘西江河宽阔，玩水及其支流酉水等两岸商业的发达，受商贸运输带来的文化的交融，使流域两

岸的景观样式也多样。尤其明清之后外来文化的渗透，一些村落中甚至出现了仿欧式建筑，给村落景观增添了几分异域风情，

也体现村落景观文化是个不断海纳百川、发展生成的过程。  

3.3 宗法伦理观的空间形态特性 

湘西村落往往是聚族而居，保留了一定的血缘、宗族关系和家族文化观念，加上湘西自古具有传统的宗法礼仪，这在景观

空间形态中体现出来，多为宗族文化、伦理精神、时空审美意义的聚落景观。由于湘西传统村落带有明显的家族性，其空间审

美带有明显的、超越自然时空、现实时空的审美特点。受湖湘文化及巴蜀等其他文化的影响，尤其受湖湘理学的影响，人们注

重秩序、道德、团结。村落空间体现了较强的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在讲求长尊有序、仁寿礼义等基本伦理价值观的基础上，

更重血缘关系，而不是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些无形的精神力量主要体现在村落空间的布局，及建筑空间、高矮、材料、装饰等

型制的应用上。村落的空间虽多围绕中心布局，以突出村落的中心地位，但不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村落中心的建筑多为院落式

建筑，或以年份较长的建筑为主，多居住家族年高的长辈，或辈份较高的宗人。如泸溪县达岚镇岩门村的康家大院、辰溪县五

宝田村的祖屋都处于村落中心。湘西传统村落多信仰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这些观念也反映在村落空间布局中，如祠堂、土地

庙、伏波庙、神龛的设立等；有些位于村外融于自然汲万物之生气的风水宝地；也有位于村中或村口的路边，以保佑村落、村

民福康、出人平安。这些建筑空间寄寓于宗法秩序的逻辑形式与心理企盼，将平安、安康、幸福、美满的精神信仰在村落的空

间文本中编织出来。  

4 结语 

“在湘西 2600个行政村中，传统风貌保留较好尚有保护传承价值的 60 多个村，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应该重点守护，以留住

湘西延续数百年的乡村农耕文明的‘根’。”
[7]4

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是目前湖湘传统村落保存相对多且完整的地域，是生成在湘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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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神奇土壤上的文化景观，有着特别的建筑形式与文化审美及文化价值。村落景观的背后，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思想体系，

湘西村落景观与生态环境之间是有机生成的关系。其空间形式与文化意义间是逻辑性、叙事性、场景性；其景观形式，是物化

着人的逻辑、情感的语言符号。湘西传统村落景观文本，既是主体认识和改造自然，从事生产活动、文化生活、具有文化价值

的现象文本，也是主体按自己审美观念、尺度需求、风俗习惯、文化精神等审美意识而创造的生成文本
[8]
。村落景观与湘西地域

文化互相映衬、阐释、转换生成，促进了现代湖湘文化发展。文化艺术的发展不能脱离物质世界、脱离现实而存在。如何把这

些即将消亡的湘西村落类型、形态、建筑、艺术审美、文化价值、宗教信仰等挖掘、抢救、整理、保存起来，并与现代文化结

合？如何审视村落景观的生成、变迁、消亡、及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必须合理保护湘西村落景观的形态，把湘西传统

的村落景观转换、生成为现代文化景观；另一方面，不要把村落景观看作是历史的、荒废的、落后的、原始的文化景观，而是

把它看作一个意义不断生成和文化价值不断发展的生成过程，它具有的文化价值、艺术形式，可以被提升、吸纳、创新引用到

现代文化的建设中，传承、创新为新的文化艺术，为灿烂、瑰丽的湖湘民族文化注人生命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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