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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立足于新农村建设这一背景，着重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村落在响应新农村建设这一号召时存在

的不足，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建议。合理的规划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村落的未来发展很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民族文

化的未来，对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增厚文化底蕴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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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农村建设背景 

要分析贵州少数民族村落文化的当下状况，以及预测未来情况。首先要了解的就是新农村建设背景。新农村建设顾名思义

就是建设新农村，是政府面向全国出台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决策。这项决策出发于时代背景，紧密贴合中国现实背景，依赖于

如今的知识背景，所以说新农村建设这一战略性决策的提出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当今社会大背景的，扎实落实这一政策，

也会反馈给我们社会不可忽视的正面影响的。基于新农村建设这一战略性决策，贵州省于 2010年 9月出台了《关于加快城镇化

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意见》，顺应这一时代潮流，这是贵州省在新农村建设大背景下与时俱进的体现，也为加快农村现代化

建设迈出了第一步。贵州省有很多少数民族的部落，里面承载着的是各少数民族数千年来积攒的文化瑰宝。这些文化精髓是中

国民族多样化的体现，是无价的文化之宝。在经济与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我们必须认真规划这些民族部落的未来发展，在

使传统文化得到保护的同时，也让其能够顺应新时代的潮流。 

2 当前贵州少数民族村落规划存在的不足 

2.1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直接影响村落格局 

贵州省的发展非常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贵州省的地貌多样，地形复杂，山区较多，山路险峻，以至于很村落都分散在不同

的大山深处，很难统一规划。而分散在大山里的这些村落，由于位于大山深处，道路不发达，与外界沟通困难，所以发展更是

遇到重重阻碍，与外界的发展相比明显滞后。尤其是道路设施，俗话说“想致富，先修路”，道路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来说是

最为重要的，道路是村落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可以给村落运送最先进的设施，最齐全的物资，还能带来先进的思想。村落的美、

村落的文化也能通过道路传递出去。可是如今因为地势险峻、而使很多地区修路工程难以完成，这就把发展并保护村落文化的

第一步给严重阻挡了。其他的基础设施包括电源设施、通信设施、水源汲取设施等都不太完善。这些基础设施的缺乏，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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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村落的生态环境。比如做饭，由于电器天然气等基础设施缺乏，村民都是用最原始的生火起炉灶来做饭，产生的桔秆垃圾，

以及做饭过程中产生的烟雾，都严重影响了村落环境，也使村落外貌受到严重影响，不能很好的把村落地生态文明展现出来，

也不能很好地保护延续这些珍贵的文化宝藏。 

2.2重旅游，轻保护，对传统文脉传承不够重视 

如今贵州少数民族的村落文化，已经作为文化遗产被列人了重点保护对象，并且通过旅游局对外扩大宣传，这些村落有的

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旅游景点。近年来贵州省相继出台了《贵州省旅游条例》《贵州省旅游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条例，重点发展

旅游业，每年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观赏游玩，然而，由于游客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游客会使村落面貌遭到些许破坏。但是

这种行为并没有引起当地人和政府的注意，很多人都只在乎来旅游的游客数量，以及创造了多少收人，而不去想村落是否得到

了破坏，被破坏的建筑是否需要修缮，村落的珍贵环境卫生是否需要保护。这就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旅游

收人，而不注重保护村落文化。这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长此以往下去，村落文化必定到遭到破坏，这些宝贵的文化瑰宝，

不仅不能得到很好的传承，而且还可能因此遭到不可逆的破坏。 

2.3村落新建房屋与传统风貌不相符合 

目前在贵州少数民族村落规划的道路上还面临着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那就是这些民族村落都是有居民居住的，它们不仅

仅用来作为社会学家研究保护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旅游的人们参观的景点。它们是确确实实的居民住宅。如今，随着人们生活

条件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都建筑了新的洋房，这些洋房全部都是现代化形式的建筑，与传统村落在样式上看起来格格不入。

除此之外，村落里面的基础设施也在逐渐完善，比如信号塔的修缮，高压电缆的架设等，这些金钢铁网兜与传统村落看起来格

格不人。但是由于这是居民住宅的村落，我们必须要完善这些基础设施，以保证居民的正常起居，所以这村落研究规划中也必

须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应该如何将传统建筑与新建筑安排得错落有致？做到既不影响传统村落面，也不影响新建筑的建成，

同时也可以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只有这样，才可以帮助当地村民有效地进行房屋的建筑，形成自身的独特建筑特征，同时

也能够做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实现自身传统与建筑的有机结合。 

3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规划研究 

3.1村落基础设施规划方法研究 

要想整体研究贵州少数民族村落规划，首先就要从村落的基础设施来进行规划研究。村落的基础设施是村落发展以及传承

的基础条件。只有将村落的基础设施发展完善起来，才能够使居住在村落里面的人们幸福生活，也能够使村落得到基本的保护，

才能够将村落文化传承下去。否则一切都只是天方夜谭，像是没有地基的大楼是不可能建好的，若是基础设施不完善，那村落

未来的一切发展都是空谈。首先便是与道路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完善，贵州的山路崎岖蜿蜒，想要修好路，政府就要下定决心，

拿出一套科学完整的规划来，再由当地居民配合政府施工，修好一条由传统村落通向现代化大城市的路，有了这条路，村落里

面的人可以走到外面去，看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同样承诺外面的人也可以走到村落里面，去感受伟大的传统的民族村落文化。

让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了解到贵州民族村落文化，让这些文化瑰宝更好地传承下去。其次就是要提髙村落的容水功能，由于贵州

地区四季分明，夏季多雨，春秋干旱，所以应该在村落里做好容水的工作。可以修建蓄水池，在夏季雨水多的时候，可以储备

好水，等到冬天和秋天干旱的时候，就拿出储备的水来用，以保证村落居民的正常生活，村落居民的生活条件有保障以后，居

民才能安心生活在村落里，村落文化也才能得到传承。最后就是村落建筑物的问题，现代化的建筑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认真

规划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按照村落的地貌地形，统一规划现代化的住宅区，以保证传统村落的布局不被破坏。对于高压线缆、

信号塔等建筑，也可以建设在距离村落聚集地有些距离的山上，既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也不影响村落整体观感。 

3.2村落公共空间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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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公共空间是村民平时进行集体活动的场所，也是村民平时可以用来放松休息的空间，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

以村落公共空间的规划也非常重要。公共空间可以体现出一个村落的文化内涵，承载着村落居民的精神世界，连接着村落里每

一个居民的心。合理规划后的公共空间，既能满足村民日常娱乐休息的需要，也能展现这一村落的精神文明，保留这一村落独

特的文化特色，也能让村落居民得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3.3村落居民住宅区规划方法研究 

村落最初就是作为人们的栖息地而存在的，如今的村落依然承载着这一功能。但是由于村落的住宅大部分都太过老旧，所

以居民需要另外建立住宅区来居住。对于重新建筑的这些住宅，必须合理规划，首先要满足村民的日常起居需要，其次不能影

响到原来村落的生态面貌，要在整体上与原来就有的建筑和谐存在，不能有风格突兀，乱占耕地的现象出现。最后应该用现代

化技术来建筑，但是在外观上也可以适当点缀一些民族特色的装饰，使村落整体布局看起来更加协调。 

4 结语 

贵州少数民族村落规划因受到自然条件，地形地貌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所以规划起来比较困难，需要考虑的地方比较多。

因此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进行布局规划，大力拆除与传统民居不协调的违规建筑，在完整保护村落面貌的基础上，加以科

学环保的规划，完善村落基础设施，扩大居民公共生活的空间，适当发展旅游业，使村落民族文化走出去，也使村落居民富起

来，更有动力去传承传统文化，大力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使这样珍贵的文化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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