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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首先细致探讨与剖析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形态,之后研究在其发展过

程之中所面临的难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希望可以为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

形态的保护与发展贡献出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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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public space for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minority areas, then studies the problems faced 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pace form of minority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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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西北地区拥有较为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多样的人文

风貌,由少数民族聚集所形成的传统村落也成为西北地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其是由西北少数民族聚居所形成的乡村聚落类

型,可以被作为少数民族人民的长期生活聚居地,人们在这里繁

衍生息、耕织作业,因此也产生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在西北地区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发展中,公共空间是其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可以充分反映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公共生活状态,容纳社会

大众在公共空间之中生活。所以本次文章将致力于细致探讨与

研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以期取得丰硕

的研究成果。 

1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 

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共计十二个民族在此聚居,形成

了多元化的文化形态,同时各民族的文化发展也对于传统村落

公共空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形成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展现出丰富多彩的传统

村落公共空间形态。 

1.1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的共性 

在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中,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

落公共空间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文化之间的交融发展也形成

了独特的公共空间形态,在长期的文化交融之中也拥有一定的

共性。其主要表现为自然而为、淳朴务实。针对于西北地区少

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来说,其发展的过程与自然环境以及

村落的发展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

也极其尊重自然、融于自然之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公

共空间形态。当地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西北地区“八山一水

一分田”的地形地貌之中,同时当地的气候也属于温润潮湿类气

候,因此当地人民极其敬畏自然、尊重环境,山水自然的意识已

经深深根植于其脑海之中,所以自然之间往往可以相处融洽,从

而形成了和谐的公共空间形态,使传统村落更具古朴感。从本质

上来说,不管是传统村落的选址,还是公共空间的形态布局,都

可以将其看作为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所形成的独特元素类型,

当地人民同时也适当性对于自然环境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所以

在公共空间之上做到了因地制宜、顺势而为。例如：平原地区

的传统村落则呈现出疏朗布局、错落有致；而在高山丘陵地区

则重峦叠嶂、规整划一,因此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

间形态也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 

1.2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的个性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也存在着较为独

特的个性,其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发展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

意识,同时也在不同的文化以及思想的助推之下坚持着本民族

独特的文化传统,所以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同



工程管理 
第 3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7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样呈现出多元化个性。例如：西北地区的壮族作为其中的少

数民族之一,其传统村落的分布也较为广泛,在地形之上包含

了高山、丘陵以及平原等方面地带,壮族同样与汉族之间拥有

着一定的文化渗透以及碰撞,这样便促进了二者之间的文化

交流,形成壮族与汉族之间思想之上的碰撞。在壮族传统村落

公共空间发展期间,呈现出较为内向的公共交往形式,所以其

多数的公共活动也处于室内空间之中。西北地区的壮族人民

比较简朴务实,更加注重内涵的表现,所以在其中传承了多数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户外公共建筑类型也相对较少,更多的

是将村落的建筑类型融入自然,整体体现出一种均匀与平衡

的美感,同时也充分表现出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

空间形态的独特个性。 

1.3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的特性 

西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拥有着纷繁复杂的

民族文化,因此其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也彰显出更加显著的

特性,主要表现为多元并存与文化交融,进而在长期的发展阶段

形成了极具特性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在发展中不断完善。从本质

上来说,任何地区以及民族的村落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时刻

的变化,时代的变迁以及演化也会成为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

发生改变的关键性因素[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拥有着外来

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融,其在西北地区少数民

族聚居地,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在不同的时间点会发生

一定的文化碰撞,因此也形成了多元并存与文化交融独特发展

形态,使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呈现出多

元的特征。除此之外,在民族文化的交融发展期间,西北地区

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长期交融发展也使少数民族文

化与汉文化之间多元并存,因而在村落的分布以及选址方面

也受到一定影响,主要呈现为“桂西百越土著,桂东汉族移民”

的格局,伴随着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的持续性

交流、融合与更替也使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村落公共空间形态更

具地区色彩。 

2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随着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持续性向前推进,西北地区少

数民族传统村落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对于传

统村落的发展并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环境的

变革、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人为因素的破坏等。 

2.1社会环境的变革 

自然环境的变革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在发展阶段

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类型,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发展并没

有任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我国城市化建设以及城乡发展

速度的持续性提高,使城镇人口规模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而

在乡村地区则会输出大量的劳动力,所以便对于乡村地区的保

护意识较为淡薄,也会出现一部分地区盲目追求城镇化发展等,

所以便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尤其是在一部分地区中也会出现传统村落被破坏的问题[2]。除

此之外,随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入大城市,

便开始在城市之中定居,所以也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一定

的“空心村”现象,致使传统村落出现人口流失问题,而这对于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保护与发展显然并没有任何的促进作用。 

2.2自然环境的破坏 

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样也是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在发

展阶段所面临的一项显著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地区村落的不

断扩张,致使其建设与发展的需求持续性扩大,所以在此过程中

便存在一部分耕地以及林地被破坏以及占用等[3]。在农业生产

中也会存在农药过量喷洒的问题,这种问题的存在便会导致西

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破坏了当地的自

然环境,致使其原本的山水格局发生改变,林木资源变得更加稀

缺,这种情况若长期存在还有可能诱发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导致

当地的自然环境受到一定破坏,对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

落的发展与建设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以及制约。 

2.3人为因素的破坏 

人为因素同样也是阻碍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发展

的关键性因素,主要便是由于当地社会大众对于传统村落的

保护观念不足,仍然会在建设与发展当中出现一系列破坏传

统公共空间的行为。例如：一部分村民拆旧建新,这样便会对

于原本的传统村落造成一定的破坏,同时也会有一部分村民

进行随意与自主的改造建筑,并未跟随着村落的整体发展风

格而进行建筑改造,同样也导致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受到

一定影响。 

3 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保护与

发展的策略 

3.1保护传统村落原有的整体风貌与空间结构 

为了切实保护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与发展的水平,也需要积极保护传统村

落原有的整体风貌以及空间结构,以促使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

统村落更具发展潜力与空间[4]。在此过程中,需要相关人员进行

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针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以及不同地区

的生活习惯等进行细致的思考,且制定与当地自然生态相适应

的保护策略,采取适当性的传统村落建设与发展的干预手段,从

而保证传统村落的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同时也拥有原本的地域

风貌。 

3.2注重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中,民俗文化在其中占

据至关重要的地位,民俗文化的不断交流发展,也逐渐形成了西

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的重要特点,所以必须

要充分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5]。在此过程中,可以给予当

地民族文化适当性的保护,鼓励当地居民努力传承与弘扬优秀

的民俗文化,摒弃其中一些低劣恶俗的文化类型,这样便可以提

高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中的文化氛围,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确保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形态得到有效的保护。 

3.3致力于传承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文化 

致力于传承与弘扬传统村落公共空间文化同样也是促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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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所以必须

要做到在建设与继承当中不断发扬传统文化,使少数民族地区

传统村落的公共空间文化更具特点。例如：可以适当性在当地

建设起生态博物馆,从而通过生态博物馆来系统性记录当地的

人文风俗、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环境的演变过程,这样才能形成良

性的发展模式,助力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发展与建设的

效率得到持续性的优化。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建设与发展中,传

统村落在其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其中囊括了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自然生态等,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

公共空间形态,所以对于以上方面指标进行研究便有利于推进

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创新,助推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水平的

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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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万方数据库简介： 
万方数据成立于1993年。2000年,在原万方数据(集团)公司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国科技出版传媒有

限公司、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和科技文献出版社等五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万方数据是国内较早以信息服务为核心的股份制高新技术企业,经过20年来快速稳定的发展,万方数据目前拥有在职员工近千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

约占25%,专业技术人员占70%,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提供信息资源产品为基础,同时集信息内容管理解决方案与知识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信息内容服务提供

商,形成了以“资源+软件+硬件+服务”为核心的业务模式。 

万方数据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依托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应用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和检索技术,为决策主体、科研主体、创新主体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资源产品。在精心打造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基础上,万方数据还基于“数据＋工具＋专业智慧”的情报工程思路,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的数据定制、分

析管理工具和情报方法,并陆续推出万方医学网、万方数据企业知识服务平台、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等一系列信息增值产品,以满足用户对深层次信息和分

析的需求,为用户确定技术创新和投资方向提供决策支持。 

在为用户提供信息内容服务的同时,作为国内较早开展互联网服务的企业之一,万方数据坚持以信息资源建设为核心,努力发展成为中国优质的信息

内容服务提供商,开发独具特色的信息处理方案和信息增值产品,为用户提供从数据、信息到知识的全面解决方案,服务于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推动全民

信息素质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