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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朴门永续发展理念是一种朴素的和谐观念,其主张通过认识自然､模仿自然设计､分享文化价值等手段

构建一个有益于所有元素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本文以昆明市大墨雨村为调研对象,采用实地考察和入户访谈的方式

对新村民在大墨雨村进行的有关朴门农业､朴门设计､朴门文化方面的永续实践展开分析得出: 在遵循生物生长规律

的前提下,改变作物栽培方式的朴门农业手段可提升该地的作物产量; 适应当地气候和建筑物的布局对传统民居进

行朴门设计的改造有利于实现多功能住宅的目的; 引导村民树立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对维护新老村民的和谐相

处､促进大墨雨的乡土文明振兴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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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 门 ( permaculture) ,来 自 永 恒 ( perma� nent) ､农耕 ( agriculture) 和文化 ( culture) 三个词的综合,它是

通过对朴门理念的实践和朴门方法的运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学说
[1]

｡如今的朴门主要分为朴门农业､朴门设计和朴门文化这三

个部分
[2]

｡人们在减少对自然环境干预的前提下,通过对某区域内动植物的性质和系统内相对无害能量的转换,使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和总产量达到最高是朴门农业的要求｡运用生态学､景观学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充分考虑气候､水资源､土壤､人类和动植物的需

求,创造永续的人类居所是朴门设计的基本遵循｡解决都市文化与传统文化､人与环境的矛盾问题则可以利用朴门文化的内涵｡这

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朴门永续发展体系,因此,从整体性的视角分析朴门永续的理念,不难看出,它囊括了生态农业､有机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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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注重的农业诉求和生态､有机的概念范畴｡

大墨雨村的朴门永续发展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也有一个因地制宜的 “新样态”,总的来说分为三个阶段: 收集信息､综合规

划､细节设计｡新村民通过分析和评估大墨雨村的古宅､彝族文化､农产品种植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的需求,形成最终的“根植

文化传统,生产无农药化肥的农产品,坚持使用可再生循环的能源,创造永续生活”的方案,最后根据方案的总体规划细化了老宅

改造､庭院功能分区､无水堆肥厕所､间套种种植等各个部分的操作细节｡

一､朴门永续发展理念的设计方法

朴门永续发展理念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人类针对不同客观事物的改造上｡与传统农业种植不同的是,永续是从系

统论的角度出发,在关注农业技术的同时,更注重去分析系统内部各元素的特性与潜在关联,将技术､建筑､动植物等因素等组合成

一个可自行演替的能量循环系统,致力于为所有生命生长提供永续的环境｡而人类在这一过程中与其他动植物元素一样存在,没

有优越特权,这恰恰体现了 “自然”本位的思想
[3]

｡不过度依赖现有的工业体系,凭借体系自身完成所有环节的更新与再造,摒弃

过多的经济利益是朴门永续发展理念更深层次生态观的体现,也是设计过程的基本遵循｡

那么,如何评价某一区域的朴门设计永续性程度呢? 1958 年,约曼斯先生 ( P. A. Yeomans) 在 《来自地表的自然挑战》

( Challenge of Land- scape) 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永续性程度分析法
[4]

｡

景观特征按照所受限制条件的多少进行排列,排在前面的是那些有较多限制条件的景观特征｡采用此方法分析某片地块,可

以帮助设计者找出那些影响重大的关键事情,优化整个系统的流程｡

二､昆明大墨雨村的永续设计

( 一) 大墨雨村简介

昆明市西山区于 2005 年 10 月 18 日撤销团结彝族白族乡和谷律彝族白族乡,成立团结镇
[5]

｡大墨雨村属于团结镇雨花村

委会,隶属西山区｡它是一个彝族村,拥有着浓厚的彝族风情,其国土面积 1 999. 1 hm2,海拔 2 200 m,年平均气温 13. 2 ℃,年

降水量 920 mm,森林覆盖率达 80% 以上,植被以常绿阔叶和常绿针叶林､芭蕉林､松林､乔木为主,土壤是典型的红壤土,因其得天

独厚的森林绿化和有机环保的生活方式吸引无数市民来此休闲观光､写生采风､体验农耕生活｡大墨雨村无草地､荒山荒地,村民主

要种植玉米､苹果､桃等经济作物｡目前大墨雨村新村民 64 户,常住新村民 20 户｡

( 二) 大墨雨村进行朴门农业的实践

近两年来,由于新村民的进驻,原本以采石采砂为生的老村民们转变了对农业生产发展的认识,他们和新村民一起进行朴门

农业的生态实践,具体措施有: ( 1) 寻求资金､引进技术共同治理村后的水库,防止水体污染｡( 2) 根据地形情况规划集水沟,修

复土壤肥力､保持土壤蓄水量｡ ( 3) 为减少土壤水分蒸发､调节土壤温度以提高生产力,鼓励老村民的菜园里使用有机覆盖物,比

如,木屑､稻壳､堆肥等｡ ( 4) 新村民请高校人才探索生物炭的低成本制备方法｡生物炭本身不能为植物提供任何营养元素,但是

它有很多微孔,这些孔洞结构非常容易集聚营养元素和有益微生物,可以 “锁住”土壤养分不流失,间接起到帮助土壤保持肥力

的作用,面对乡村土壤板结硬化､土壤污染的现象,生物碳的引入可以很好地改善这一问题｡

( 三) 大墨雨村的朴门设计实践

具有文化素养､践行朴门永续生活理念的“新村民”来到大墨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拥有百年历史但是残旧不堪的土基房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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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进而用永续设计的理念将其打造成特色民宿｡在建筑上采用被动式太阳能设计,依靠乡土材料良好的吸热蓄热性减少能源

消耗; 用料方面沿用土木石的天然材料; 厕所的设计摒弃了之前的旱厕,建造了干湿分离的无水堆肥厕所,利用锯末､木屑等炭

质材料掩盖粪便,既减轻散发的气味又可以生产天然有机肥还田还耕; 同时,设计者考虑到了家庭废水排放的问题,采用了五级

过滤的废水处理系统; 为了减少废水中化工原料的成分,洗衣粉､洗洁精等清洁产品用村民自制的皂角皂来代替; 另外,由于他

们注重节能减排的积极影响,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家用电器都不在设计范围内,反而是利用房顶种植一些耐热保温的植物,这样草

皮屋顶的设计既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除此显而易见的朴门设计原理外,在走访过程中也体会到了朴

门永续设计所强调的永恒､农耕､文化的内涵｡

改造后的民宿不仅在对电能､风能的利用上缩减了开支,而且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自然”｡大墨雨村是一个典型的彝族村,

根据其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他们往往以门作为采光口,同时,为了抵御湿热的气候,窗户的设计一般都偏上,这就使得屋内的光

线要靠电力维持｡而新村民改造后的民宿,会通过装设屋檐､搭建棚架､安装通风对流窗､垂直绿化等手段加强采光与空气对流,不

仅解决了采光的问题,还达到冬暖夏凉的效果; 对完善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设计方案,他们会铲除庭院内利用大面积区域却单一种

植葱､豇豆等作物的设计,把花床和菜园分区分形,种上性质吻合的作物,这样的空间布局既可以确保各功能区的元素分配,也便

于打造一个利于所有生命生长的近似自我闭合的系统｡通过多次的调研走访,大墨雨村对自然的 “近”和 “敬”是对如今消费

主义盛行的反击,它就像是一个过滤器,连接了农村和城市,过滤掉了不符合持续发展的杂质,更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 四) 大墨雨村遵循的朴门文化实践

朴门永续中的朴门文化概念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范畴,它不仅适用于农业生活､艺术设计的可持续发展,对指导国际合作､国内

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方面也有可行性思路,可以说朴门文化对解决乡村社会和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上都有

示范｡目前,大墨雨村常住的新村民有 20 户,他们的进驻为大墨雨村的永续发展注入更强劲的活力: ( 1) 新村民依靠当地的民

族文化优势开辟了民宿产业｡把彝族的手工绣品､具有彝族特色的四合院､老宅里的木质家具当作营销卖点,并借助互联网平台进

行多渠道宣传,成功吸引了一大批游客和观光者｡( 2) 在新村民的倡导和努力下,大墨雨村现阶段每月举办一次农夫市集,市集中

商品的交换方式是以物易物,并且拒绝出现塑料袋､一次性餐具等不可降解的废弃物,积极倡导绿色环保的理念｡同时,各种价值观

和民族传统习俗的交织碰撞,不仅诠释了民族大融合的内涵,还利于减少人际交往中摩擦和矛盾的产生｡( 3) 筹集各方面力量为

大墨雨村发展社区支持农业作规划｡新村民正与老村民构建共同的价值观,积极参加大墨雨村召开的居民会议,对大墨雨村发展

规划的理念､发展愿景､建设宜居的乡村生态文明提出建议,与居民进行交流并收集反馈意见｡( 4) 正在兴建的村学也是新村民响

应国家产业扶贫的号召所做的项目,产业扶贫实际上是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大墨雨的新村民想借助村学推动当地的

教育水平,尤其是家庭妇女的知识储备和文化涵养,激发 “扶智”的内生动力｡大墨雨的新村民是不以机构的身份进驻村庄的,他

们只是想凭借一种永续的生活理念为大墨雨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催生活力｡

三､朴门永续发展理念助力大墨雨的村级建设

( 一) 朴门农业,改变农作物栽培方式

朴门农业的主要特征是有机性,注重保护生态性和改善生物多样性,它改变了以往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增加产量的做法｡大墨

雨村的村民对朴门农业的实践侧重于庭院内作物耕作方式的转变､土壤培肥的技术培训､人类排泄物的利用等方面｡通过新村民的

指导,很多老村民在进行作物栽种时更多采取了间套种的模式,即利用植物间的互作来提高生产力的实用混合种植技术｡当然,也

有人认为轮作对减少土壤中病原物积累来说更适合当地情况,也会采取此种耕作方式｡另外,菜园的分区分形也采用了朴门农业

中的功能分区原则,这样既扩展了作物的品种,又增加了作物的多样性,有效减少了施肥量,病虫害的发生也没之前严重了｡对于

无水堆肥厕所收集的人类排泄物,新村民建议将其制作为有氧堆肥浸出液 ( 堆肥浸泡在水中制成的液体肥) ,把优质堆肥放入滤

网装入发酵桶内,待其发酵后提取和增加堆肥中的有益生物喷洒在土壤或植物上,以丰富土壤中的食物网并预防病虫害｡新村民

自身对朴门农业的倡导和实践,改变了大墨雨村以往的作物栽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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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朴门设计,打造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典范

朴门设计的思路来自于实践者对永续生活的理解和体会,他们在设计时会充分考虑场地内各个元素之间的联系｡大墨雨的新

村民在改造古宅时,注重节能和废物再利用的永续设计原则,充分利用场地内的资源,材料上就地取材,采用最传统的夯土做墙体,

厚实的土墙更容易调解温度和湿度
[6]

｡屋体的框架结构尽量采用木材构建,在进行屋内设计时保留了一些原有建筑的元素,墙体内

侧悬挂着许多使用过的陈旧的农具,建筑整体基本达到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对建筑外部景观的设计上向自然学习,注重生态环境,

种植的植物品种体现出多层次和多样化的原则; 有效利用土地,高效利用边界,边界区域设计成各种形状以增加种植的面积｡朴

门设计强化了彼此的功能与场地区域,注重保护本地环境｡新村民对建筑和外景的设计打造了一个宜居的环境,在乡村建设中依

据朴门设计理念进行系统考量将为建设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

( 三) 朴门文化,构建乡村生态发展共识

朴门文化植根于农业生产､永续生活中的可持续文化范畴,其 “人与自然永世共存”的目标与中国农业哲学 “天时､地利､

人和”思想相呼应,均旨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达成协调发展的共识
[6]

｡大墨雨的新村民积极参加村部召开的村民会议,传授

可持续发展的生活理念,与居民进行广泛交流､收集反馈意见,并对大墨雨村发展规划的方案､发展愿景､建设宜居的乡村生态环境

提出可行性建议｡当然,尊重彝族的文化习俗是新村民长久生存的基础｡走访调查时发现,新村民会在举办村集时使用汉语和彝族

话两种语言进行事务活动的广播通知,也会在修缮土主庙时尽绵薄之力,而老村民同样也参与到新村民所属的民族活动中去,比

如五月初五插艾草､正月十五吃汤圆等｡大墨雨村应用朴门文化所倡导的和谐､多元､共存的理念诠释了人与人之间的归属感､人与

村域环境的共存感,人与自然友好共处的责任感,这正是当下我国对建设乡村社区生态文明的示范｡

四､朴门永续发展理念完善社区功能

( 一) 社区立体经济尝试

朴门永续提倡的 “物物交换”实质上就是最简单的替代货币,替代货币指的是不使用政府发行货币或除了银行系统之外的

其他交换形式
[7]

｡社区内用苹果换牛奶､用家庭自制的篮子交换苗木等这样的物物交换形式将商业利润留在社区内,可以避免中间

商的介入分取利润,种植者在价值链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保障产品生产的每一环节都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增加家庭经营和产

品附加值｡社区内大家需要的钱越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土地上,自循环封闭圈缩小,对外界需求减少,更少地依赖大企业提供所

需｡朴门永续的设计要求设计出既能满足现实需求也能满足大家美好未来的经济需求的体系,在这种平行经济学理念下的经济体

系可以避免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影响｡

( 二) 乡土文明振兴

乡土文明的振兴是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并非只有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才是这个社会唯一的发展方向｡农民有了自

信,农村就有自信,农业才有自信,只有让乡土文化在城市文化面前树立自信才能为农村社区留下更多的年轻人,为乡村建设浇灌

新鲜血液
[8]

｡因此,用朴门永续理念将当地打造成生态优美､经济繁荣的社区,不仅留下了更多的年轻人,更加吸引了不少城市人进

驻社区,年轻人的增多为乡土文明的振兴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年轻人能立足当地特色开发多种形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另外一方面

加入的新村民凭借自身知识促进当地文化传承与创新｡

( 三) 社会结构优化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依然较大,以扶持和重建农村社区的发展为主要形式

的农村可持续发展是缓解 “三农”问题､结构最佳的方式,同时是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突破点｡朴门永续理念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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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相契合,它不是简单地以社区发展水平作为农村发展的衡量指标,更关注的是社区系统内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发挥社区整合的

优势凸显社区特色,缩小城乡差距｡另外朴门永续理念能够充分发扬社区民主｡之前社区的民主是建立在以村两委管理基础上的,

村两委的管理较依赖于两委班子的素质,而朴门永续设计下的社区加强了社区内个团体间､个体间的协调联系,团体间､个体间的

信息和反馈更能及时传导,村民更容易地参与社区管理,有利于推动建设管理民主､治理有效的社区｡

五､结束语

大墨雨村新村民利用朴门永续的发展理念从朴门农业､朴门设计､朴门文化三方面在大墨雨村的设计实践,已经成为当地对外

发展的 “名 片”｡利用庭院的地形优势,村民们根据家庭需求和地势走向将庭院分区分形,增强其边缘效应,并采用间套种､轮作

等方式增加花圃或菜园内生物的多样性｡设计围栏时减少围封区域的周长,使围封面积达到最大,充分利用土地空间｡经过新村民

对古宅的改造,大墨雨村保留下来的土坯房从原来杂草丛生的残垣断壁被打造成一座座功能型､高效型的乡土建筑: 在房子的向

阳面设计大小合适的屋檐去保证室内的冬暖夏凉; 打掉房屋背阴面的窗户储存热量的同时,在房顶装上太阳能管为室内提供光

线,减少对人工光能的需求
[7]
; 利用粘土混合稻草屑涂抹外墙墙体建造保温墙; 干湿分离的堆肥厕所等朴门设计方式使这些房子

成为当地发展民宿业的亮点,成功吸引大批游客体验观光,也成为昆明市各类学校自然实践课教育研学的基地｡

朴门永续理念所崇尚的不是一味地倒退式发展,也不鼓励抛弃一切现代工具或摒弃全部的科学 技 术,它强调人类若要可持

续地发展,必须脱离对工业化农业､石油农业的依赖｡虽然朴门永续发展理念在大墨雨村的推广还未形成整体性的局面,但它是对

“近”自然与 “敬”自然的体现,更是当下人们对亲近､尊敬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处才能保证社会永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可以说,大

墨雨村朴门永续发展理念的实践对我国乡村社区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各地因地制宜践行可持续的､生态的朴门永续发展观有利于

该地区走出一条特色的朴门永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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