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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Village Co-creation and Loc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Qijiafan 
Village of Hong'an County, Huanggang

村庄共同缔造与乡土化问题研究
——以黄冈市红安县七家畈村为例

陈  铭   郭  雯    CHEN Ming, GUO Wen

从研究村庄共同缔造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入手，发现与村民个人利益和宗族文化观念相关联的村庄营造在很大程度上调

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但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成效易受差序格局的影响，表现出乡土化的负面特征。通过相关理论研

究与实践探索，分析共同缔造中的乡土化表现形式，结合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七家畈村开展的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

同缔造示范村工作，提出基于乡土化特征的村庄规划与治理路径，采用以“内生激活”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策略、以“本

土融合”为核心的空间整治策略，进而实现共同缔造扎根于村庄建设的有效途径，以期为此类研究提供参考。

Starting from the study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village co-cre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village construction 

related to the villagers' interests and clan culture concept has mobilized th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to a great extent, but the 

function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easily affected by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showing 

the neg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calization problem. Through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 of localization in co-creation, and proposes the path of village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ation, taking "endogenous activation" as the core of social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local 

integration" as the core of spatial integration governance strategy to create an effective way rooted in village construction with 

co-crea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research.

共同缔造；乡土化；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空间整治；七家畈村

co-creation; localization;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social governance; spatial renovation; Qijiafan Village

文章编号 1673-8985（2022）03-0149-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20322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 words

作者简介

陈  铭

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建规系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武汉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 
主任
郭  雯（通信作者）

深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专员，961090871@qq.com

0   引言

基于我国的社会背景，政府提出并推行

“共同缔造”理念，以培养民众当家作主的参

与意识。共同缔造的理论实践研究在我国已有

十多年历史。作为新生理念，共同缔造最初应

用于城市社区规划的理论实践中，近年贯彻落

实于乡村振兴战略中。

共同缔造作为村庄治理建设中可推广的模

式，在调动村民参与积极性的同时改善了村庄

生活环境。与村民个人利益、宗族文化观念相关

联的村庄营造可以促进村民参与，但往往忽略

了村民参与所产生的乡土化问题。本文所指的

乡土化脱胎于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传统农村的

实践论证研究。中国的农村传统社会在乡土化

背景下孕育发展，其社会结构与互动方式均体

现出浓厚的乡土化气息，社会中的个体以“己”

为中心，将与自身发生关系的人划分为远近亲

疏。这种特有的社会结构被费孝通先生称为差

序格局[1]。乡土化问题是指基于差序格局的思维

方式，村民以“己”为中心，以远近亲疏为关系

划分参与村庄建设的表现特征。

本文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七家畈村共同

缔造试点工作为契机，通过政府支持与村民参与，

对共同缔造中乡土化的表现形式与成因进行探

索，提出面向社会治理与空间整治的具体措施。

1  共同缔造的现实问题

1.1   以关联村民个人利益为特征的村庄营造

以关联村民个人利益为特征的共同缔造，

通过利益诉求的激励方式调动村民参与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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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七家畈村村民参与空间环境改造内容的意愿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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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七家畈村民对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态度 图3  七家畈村村民参与自治组织内容的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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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族文化相关的空间建设激发村民自发参

与的活力，但在关联宗族文化的村民参与中表

现出以远近亲疏为社会关系划分的乡土化问

题，阻碍了村庄自治的均衡发展。

2   乡土化问题的表现形式

2.1   村民参与的反差

（1）宅院空间的自发治理

在村庄建设过程中，宅院空间治理是具有

普遍性的村庄“小事”，同时也直接涉及村民

的实际利益，因此是村民自发参与治理积极性

最高的项目，同时也会调动村民自发维护的主

动性。

在七家畈村共同缔造中，村民自发参与

宅院的空间整治与环境改善，主动提出自家庭

院治理的想法，主要对影响实际功能使用与需

要环境美化的空间进行清理与维护，如花坛、

菜地、庭院等。在七家畈村入户调研中发现，大

部分老年人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

对公共休闲广场改造的典型看法是同意按照

规划进行而自己不懂，但对自家房前屋后的空

间治理充满热情，提出一些需要解决的现实问

题。这也表明村民往往愿意主动参与治理与自

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空间。

（2）公共空间的被动治理

目前在我国村庄治理中，规划建设过于依

赖“自上而下”的推力。在差序格局影响下，

村民将空间与自身利益的关系划分为直接、间

接关系。宅院空间与村民自身利益为直接关

系，而公共空间与村民自身利益是间接关系。

在七家畈村入户调研中发现，村民参与公

共空间治理的被动性与参与宅院空间治理的

自发性形成明显的反差。在面对体量大且复杂

的公共空间时，村民无法提出治理的想法，也

无法主动参与超越自身认知的空间治理，需要

依靠专业规划团队的指导。在众多村民提出缺

少停车位与休闲广场的情况下，规划团队与村

民共同协商解决方案，并设点于一处废弃的垃

圾塘，将其建设为兼具停车功能的生态休闲广

场（见图4）。但在该塘周围的一户居民认为这

样将侵占自家宅院空间，产生不满情绪。当村

民的宅院空间与公共空间发生利益冲突时，村

民会倾向于维护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空间，

阻碍集体行动。

2.2   乡土秩序的影响

（1）血缘地缘的维系

由于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以血缘、地

缘为主体关系的村庄依然存在，村民在参与乡

村建设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差序格局意识占

主导地位[11]53。这也表现在共同缔造中。在差序

格局背景下，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以“己”为中

心，以远近亲疏来划分与自身相关的人。依托

“维系私人的道德”思想，基于血缘、地缘关系

形成以“宗族”为核心的体制，维护的是血缘

和地缘的关系社会[12]68。

在七家畈村共同缔造中，以赵为姓氏的村

民居多，其人员构成存在有血缘关系的同宗同

族的人，也存在有地缘关系的同姓氏的人。在

成立七家畈村共同缔造理事会时，有声望的赵

姓村民往往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具有血缘与

地缘关系的群众集聚起来参与理事会工作。因

此，在理事会成员中赵姓成员人数明显比甘、

吴、李等姓氏的成员人数多，出现以远近亲疏

为划分的“村民抱团”参与现象，使村民难以

形成共识，不利于村庄自治的健康发展。

（2）礼俗文化的制约

礼俗文化作为主体性的意识形态，礼是古

人用以划定亲疏、区别尊卑、明辨是非的准则，

具有制度性、理论性；俗是民间群众的习俗，具

有习惯性、自发性和乡土性[12]69。传统的乡约是

礼俗文化中的准则制约，它是基于血缘与地缘

关系，乡民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定的规则。如

今的村规民约是在传承了传统乡约的基础上

形成的乡村治理准则。现今七家畈村的治理方

式仍以村民自治为主，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

与村民思想和利益相契合的村规民约的制定

在村庄日常公共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村规民

约依旧在村民自治中起到主要的制约作用。

“红白喜事穿戏楼”“传统节日祭祖先”等民间

习俗由村民自发传承，让优秀的传统习俗“恢

复记忆”，使乡村留住乡愁。礼俗文化渗透到村

民日常生活中，一代代村民遵循并传承。

2.3   物质空间的衰败

（1）村庄形态的瓦解

伴随城市更新，传统村庄的空间肌理受

到很大影响，出现凌乱的“有新房无新村”现

象。村民对村庄整体发展建设的意识薄弱，往

往根据个人喜好建设民宅，导致村庄建筑风格

混乱，而无序的拆建也造成村庄历史文化被破

坏。村庄内各类违法建筑问题突出，抢建、改

建、扩建和加建等违法建设现象严重，一方面

受个人利益驱动，另一方面管理制度、法律法

规的不完善导致村庄建设布局凌乱、村庄风貌

混杂。

七家畈村在前几年农村环境整治中缺乏

相关专业团队指导，拆除了大量传统建筑，使

得传统建筑的数量锐减。在拆除旧址或选定新

址时，村民根据个人喜好建设民宅，使村庄建

筑风格相差过大，按类型可分为5类（见表1），

但大多未对现存的传统建筑或空间场所进行

应有的保护与利用。从整体来看，七家畈村民

宅建设处于无序状态，村民更为关注自家新建

住房，自主性较强，而村内的管理制度对此也

没有相关约束作用，导致村庄形态被破坏、风

貌混乱。

（2）人居环境的破坏

村庄风貌“脏、乱、差”现象普遍。村民环

境卫生管理意识薄弱，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废

水随意排放，环境卫生差。一方面，村民侵占公

共空间，重视个人利益而忽视对自然环境与生

图4  七家畈村生态休闲广场设点区域
Fig.4  Qijiafan Village ecological leisure square setting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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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七家畈村民对村庄空间环境不满意的内容

表1  七家畈村现存建筑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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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七家畈村村民参与公共空间卫生整治

图7  七家畈村街巷活动流线组织

图8  七家畈村村民改造民宅的意愿

transform their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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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村民基于样本的标准对自家宅院进行因

地制宜的改造。“模块化”调适模式以图示语

言形象表达，在院墙原型基础上进行修缮，墙

体色彩尽量偏暖灰，以横顺竖丁的形式砌砖压

顶，菜园以镂空砌砖的形式进行围合（见图

9）。以村庄原有建筑风格为出发点，对于混杂

的建筑风格，利用门框、门头、窗套等装饰进行

统一改造，对于传统建筑以“就地保护”原则

进行修缮，并加以保护与利用。

4.2   人居环境空间的功能分离

4.2.1    公共场所与生活院落的分隔

有关研究指出，在同一空间内，两种不

同性质的空间必须有相对明确的区分与界

定 [15]。在武汉市户部巷改造实践中，专门编

制空间隔离设施布点规划，利用院门、文化景

墙等隔离设施来实现公共空间与生活空间的

相对独立[16]。

七家畈村人居环境营造中，针对侵占公共

空间的现状，通过集体卫生活动，清理院落中

杂乱摆放的生活杂物，加强培育村民的公共精

神。根据村民对储物空间的生活需求，进行储

物安置的布点规划。柴火类生活必需品应整齐

放置在自家院落空间内，无院落空间的村民应

就近放置在储物安置点。与此同时，针对公共

活动广场存在杂物堆放的现象，进行空间隔离

设施布点规划，利用文化景墙、院门等分离公

共场所与生活院落，保持两者既具有联通性，

又相对独立的空间特性（见图10）。公共场所

与生活院落的分隔布点规划有效解决了生活

空间侵占公共空间的行为。

4.2.2    公共空间环境治理的本土重构

公共空间被视为与村民息息相关的“情

感场所”。作为与村民日常生活相关的“记忆”

场所，公共空间承载着一定的历史与情感，村

民应自发参与空间治理[13]8。对于与村民无直

接利益关系而又存在生活记忆的公共空间环

境治理，最重要的是展现村庄本土风貌，村民

图9  七家畈村民宅形制“模块化”调适

Fig.9  The modularization adjustment of residential form in Qijiaf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和自绘。

图10  七家畈村空间隔离设施与储物安置布点图
Fig.10  The layout of spatial isolation facilities and 
storage placement in Qijiaf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七家畈村景观墙改造前后对比图

Fig.11  Comparison of landscape wall before and after reconstruction of Qijiaf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12  七家畈村挡土墙改造前后对比图

Fig.12  Comparison of the retaining wall before and after reconstruction of Qijiafan Village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应共同营造公共空间环境，增强自身的乡村归

属感，强化共同参与的共识。

对七家畈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公共空间环

境被破坏一方面是由于杂物侵占所造成的，另

一方面则是由于无人管理和维护。

七家畈村公共空间环境营造中，遵循村

庄自然环境发展，对具有原乡特色的破损村墙

进行修缮与改造，打造与村庄整体风貌相协调

的“村墙”系列（见图11-图12）。墙体将无序

a 改造前

a 改造前

b 改造后

b 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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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格局串联，石磨、青砖、瓦片等废旧的本

地建筑材料形成村墙的特色，还原村庄本土的

自然美。以就地取材的村墙砌筑方式带动村民

共建，加深村民对乡村“情感场所”的归属感，

建造具有乡土风貌的生活环境。

5   结语

通过对相关村庄规划实践的归纳与总结，

认清并运用乡土化本质是调动村民参与村庄规

划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在村庄治理与更新建

设过程中共同缔造理念很大程度上调动了村民

参与的积极性，对村庄可持续发展起到推动作

用。与此同时，在培育村民参与村庄更新建设的

初期，传统的以与村民个人利益和宗族文化观

念相关联的方式激励村民参与的行为往往忽视

了差序格局的影响，可能带来乡土化负面问题。

笔者通过对共同缔造中乡土化表现形式的

分析，发现村民参与反差、乡土秩序影响与物质

空间衰败等乡土化问题的负面特征，因其特殊

性与复杂性，需要统筹考虑社会治理与空间整

治。基于此本文研究了以内生激活为核心的社

会治理策略和以本土融合为核心的空间整治策

略。与此同时，培育了“利益共享”的村民参与

意识，并提出“从合到分”的村庄规划思路。

要在村庄治理与更新中有效化解乡土化

负面问题，不仅需要在实践中运用社会治理方

法论，更重要的是树立“利益共享”的参与理

念，使村民自发参与规划。因此，将共同缔造理

论方法运用于村庄治理与规划中，着重培育村

民主体的参与意识，正视村庄的乡土化特征，

理解以差序格局为主的村庄结构，探索从内生

激励的治理方式到本土融合的规划思路，是实

现村庄共同缔造良性发展的理想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