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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彝族文化在乡村景观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以玉舍海坪彝族小镇为例 

何帅 范贤坤 刘明 袁健倚 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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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师范学院 建筑艺术学院，贵州 六盘水 553000） 

【摘 要】少数民族文化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本文以六盘水本地域的彝族

文化在乡村景观建设中的应用为主要对象，寻找六盘水本地域彝族文化在现代景观设计的体现，提出彝族文化结合

现代景观设计理念，建设地域的亲和性和高品质的人居环境，在当下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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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化是一种具有历史传承性，能融合历史和现代文明，体现地方人文和自然特色的地域文化，其内容最具特色且易于

辨识，在营造地域性景观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村镇的强盛，因发展速度过快的统一性与本地域民族文化问题逐渐增加。

当今的世界性文化碰撞互融，使得当代各类设计的形式趋同。过多的村镇成为一种发展模式，连同景观、文化大都按照一定模

式发展，但是本地域民族文化有更强的地域特征与识别性，而且能够带动村镇的旅游业发展，发展为特色文化村，给人民群众

提供良好的地域文化氛围和舒适的居住环境。一个民族历经多年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符号、艺术等，如果不被后人继承与传扬，

就会渐渐没落到消失，随着信息的全球化，使得各种表现语言呈现多元化，本土文化的比重越来越少。如今国家越来越重视保

护地域特色文化，在村镇景观方面，会融人许多文化元素，在以往的景观中大多都是欧式类型，本地域民族文化元素较少，但

现在大多都开始在景观中融人本地域民族文化，使其成为乡间旅游与特色文化保护的标志之一。六盘水市是一个少数民族较多

的一个城市，全市共有少数民族 44 个，1 万人以上世居少数民族有彝族、苗族等一些民族。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彝族文化中包

含了众多元素，如色彩崇拜、图腾崇拜、民风民俗以及传说故事等，将这些彝族文化元素应用到景观设计中，能够充分凸显景

观设计特色。在六盘水市内将本地域民族文化融人景观中的案例有很多，其中以玉舍海坪彝族小镇为例，小镇内的建筑、景观

小品、铺装等，都有融入彝族文化——图腾、信仰、风俗、色彩等等，集中体现了彝族文化的特色。在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的

同时，加固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形象，为了更好地体现当地彝族居民的生活，建筑大多都是当地彝族居民以往的建筑造型，使得

外来游客对地域特征的印象加强，更好地、更深人地了解了彝族文化。在国内本地域民族文化融人景观设计当中，这一趋势已

越来越明显，这使得本地域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得到继承与发扬。 

1 玉舍海坪彝族概述 

乡土景观可分为自然环境景观和人文景观两大部分，是人们在长期顺承与适应一个地区自然和气候条件过程中生成的生产

生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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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自然要素 

玉舍镇在六盘水市南方，东与勺米镇接壤，西抵坪寨乡与威宁县，南至杨梅乡与都格乡，北邻纸厂乡，是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有彝、苗、汉等几个民族聚居在全镇境内，其中主要的少数民族为彝族。 

玉舍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贵州省水城县南方，交通良好，有水柏铁路和两水线通过该地区。公园以广阔的“林海”为重要景

点，有 300亩保存完好的原始林，森林覆盖率在 90%以上，许多珍稀的动植物分布于该区各处。同时该地是集自然观光、休闲度

假、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森林公园。该地区在进行建造开发的过程中对其原有的自然资源进行了极好的保护。许多公

共设施也都因地制宜地进行布置，尽量减少人为的破坏。玉舍国家森林公园秀美的自然风光在节假日期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到

此进行旅游观光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该地彝族人民占据了大部分地区，在建设过程中，保留了较多的原始彝族建筑，同时该地区的文字、文化等被极好地传承

下来，为后来的特色小镇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此地为什么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1.2人文要素 

玉舍海坪彝族特色旅游度假小镇是野玉海国际旅游度假区的核心之一。在这里人们可以了解到文化底蕴浓厚以及原生态的

彝族文化。服装是体现少数民族同胞民族特色的标志之一，彝族同胞的服饰一般年少的颜色较为绚丽，纹理颇多，成年人服装

的纹理较年青人为少，颜色单调却端庄。老龄人多用青、蓝布，一般没有过剩的装饰。在服饰图案上有太阳、月亮、星等天文，

有大川大河等大自然图，有宠、鸟、兽等动物方面的图，有枝叶花瓣等植物图，装饰品华美而庄重。彝族同胞还有着自己的文

字，古彝文不是借鉴和临摹汉字的产物而是一种原生的古老文字。彝文的源头在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之间，彝族文字的组合

字少，多采用字体某个部位错位、移位、增添笔画来改变字的数量。古时候的彝族同胞生火做饭以及用火驱赶黑夜与猛兽，同

时火寓意着黎明与希望，所有彝民对火有着不一样的感情。火把节是彝族同胞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每年旧历六月二十四日

举行，在这一天彝族同胞穿上本族的服装以旧方式击打石头点燃火堆，燃起稻草或者木头，走向田头，以祈求来年的万事都好

以及庄家丰产。 

2 玉舍海坪彝族小镇彝族文化的运用 

 

玉舍海坪彝族小镇整体的规划设计贯穿了当地的彝族民族文化内涵，该小镇以民族文化脉络作为核心将其打造成为一个集

旅游度假休憩的一个大型传统性彝族风情小镇。在设计中、景观小品、道路铺装、广场、水体景观，无一无不体现彝族文化内

涵，形成了鲜明的富有文化内涵的彝族风情小镇。海坪彝族小镇依托当地传统村落，依山地起伏而建，并将远古神话、民风民

俗、信仰等进行建设规划。划分为彝族文化风情街、美食街、土司庄园、火把广场、千户彝寨、九重宫殿、希慕遮广场等；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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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在规划建设中极少地改变原有物种和原有地貌，营造“步步自然，景景生态”的效果，使之贴近自然，却又不同于自然，在

紊乱中有着规律可言；雕塑是一种给人以力量、震撼力极强的立体艺术作品，优秀的雕塑作品可以成为标志性元素，让人记忆

犹新、回味无穷。该小镇利用民族文字符号及神兽创作鹰、虎、龙等雕塑小品与各式浮雕，彰显了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从彝

族的建筑装饰和服装饰品不难看出，彝族人对于颜色的应用是丰富多彩的，而在众多的颜色之中彝族人尤其钟爱于黑、红、黄

三色，其中又以黑色为最，这可能是源于彝族对火和生命本源的崇拜。各种景观小品、景墙以彝族服装、饰品、食品、风俗习

惯、民族信仰等为设计基本元素，使彝族文化得以全方位表达，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同时提升了小镇的整体形象，外来

人员也能准确地理解彝文化，海坪彝族小镇也能在同类型小镇中占据独特地位，使其能脱颖而出。 

3 彝族特色文化在景观中的应用 

 

海坪彝族小镇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将其融人小品、景墙、广场、建筑、模纹花坛等。如，路灯、座椅、垃圾桶将原有

传承下来的建筑抽象化、简捷化，将特色部位分别重组植于小品中。火把广场按彝族八卦在各个方位设置一小火坛，中央布置

一大火坛，彼此呼应，并彰显彝族文化；特色建筑外部用象征彝族发展的文化装饰在九重宫殿外部，建筑内部最高处，四个方

位神兽坐镇守卫中央八卦，展现八卦在彝族人民心上的重要地位；民居、商铺建筑使其生态化、自然化，保留了当地原有建筑

风貌，内部功能重新合理划分，并增加了屋顶绿化。侧墙将民族舞蹈、迁移过程、节日活动等以壁画形式展现出来；指示、解

说、宣传牌等以彝族文字与汉字的形式结合写于以牛头等为原型的木质牌上。既有地域特色，又能起到指导与介绍作用；道路

铺装中将图腾文化作为井盖，取代了传统井盖，美观却不失其作用……。经过种种文化的植人，小镇无一处不展示小镇古韵地

道魅力。 

4 海坪彝族小镇建设作用与效果 

本土文化是醇厚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我国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保护、传

承是势在必行的，这是多民族文化的体现，也是各地区特色文化丢失、断层，汉化较为普遍，一个大胆的猜想是在未来，我国

可能成为一个单民族文化国家。这是一个可怕的发展，但是经过整体规划，展现、记录地方文化，让人学习、感受地域文化民

风民俗是保留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的一个好方法。同时经过这一系列的建设，能加快小康的发展，提升当地经济，使其同步

发展。2016年六盘水市全年接待游客 1901.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1%；实现旅游总收人 124.65 亿元，同比增长 68.9%；旅游

总收人增速连续五年全省第一；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数（78.2）排名全省第三，与此同时带动贫困户 4462户 23902人实现脱贫，

为全市年度减贫人数 20.46%。［8］即打造地域文化特色旅游基地能给当地人民带来一份可观的收人，带动了经济发展，总的来说，

打造特色文化的旅游基地是一条可行的、可持续发展的致富之路。 

5 玉舍海坪彝族小镇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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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居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现在提倡“城镇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下，“千篇一

律、模仿城市”的模式正取代乡村景观的旧有格局。有部分新农村建设中，大量的地方特色、地形地貌、民族习惯、文化价值、

生态格局遭到破坏。但是近几年相关的专家也注意了这个问题，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现象。后面的乡村建设中规划师和设计师

也着重将地方特色文化有机地融人到建筑、挡土墙、景观小品和风俗习惯等的抽象化和简洁化。而我们现在主要研究的这个玉

舍海坪彝族小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虽然前面的情况已经减少了很多，但是有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是玉舍海坪

彝族小镇大部分建设已经完成，可是在宣传力度上不够，小镇中的许多房屋都还没有人住，虽然在“旅发大会”上免费帮忙宣

传但是深度还是不够，省内宣传力度已经满足，但是省外宣传力度不够。其次贵州正在大力发展大数据，所以在乡村建设中可

以将大数据利用在景观方面。 

6 解决措施 

现在的人类基本上已经生活在互联网的环境当中，它能够快速、便捷地传播任何你想传达的信息在网络上，全世界的人都

可以看得见和了解这个地方的基本信息，同时也可以利用一些政策来扩大其对周边的影响力。比如：可暂时让房屋（下转 152

页） 

租给个体经营者做生意、减少房租、大力推广旅游度假和季节性活动等亲民的政策。大数据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

都远远地超出了传统的数据库软件，它可以更便捷地管理和处理我们的许多数据，如：天气预报、交通、国防等领域，所以将

大数据引用到景观设计中是非常方便的。利用它可以设计出不同造型的花海造型，其中有着不同的花色，这些如果要人工来的

话，在人力物力和资金方面都是很大的投人，但是大数据就没有这样麻烦，它可以快速地了解当地的地形和计算出相应的造型

和其不同种类的花色。如果能够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两个问题的话，那么带动当地的经济就更加便捷和有力，使更多的老百姓富

起来。 

7 总结 

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对景观的追求，不是在展过程中忘却本地域民族传统文化，而是运用新技术与现代景观设计理念结

合本地域民族传统文化，形成设计符号、元素，以形式化的语言应用到现代景观设计当中，创造地域的亲和性与高品质的人居

环境， 

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打造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景观设计。推动城市特色旅游资源的发展，使得本地域民族传统文化更

好地得到继承与发扬，地域特征的识别度得以提升，提高人们对本地域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通过利用彝族传统文化，结合景

观设计、城市发展规划等方面，发展当地特色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当地文化形象，有效地展示了彝族文化结合景观设计的必

要性和重要意义。通过吸收西方先进的手法，结合中国本地域民族文化，使得本地域民族文化得到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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