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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景观奠定了乡村风貌的基调,传统村落景观风貌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植物景观的影

响。 通过选取黔南州都匀饶河村、荔波水甫村、三都姑鲁寨、三都巴卯寨、三都王家寨、平塘掌布村、
平塘甲乙寨、平塘吉古村吉古大寨、小米牙寨等 8 个代表性传统村落为调研对象,对其生产空间、生
活空间、生态空间的植物营造进行调研分析,总结出黔南州传统村落植物景观营造的特点,并发现

在营造意识、环境卫生、景观氛围、植物景观互动性等方面存在不足,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以增

加村寨吸引力,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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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lant
 

landscape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rural
 

landscape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traditional
 

vil-
lage

 

landscape
 

is
 

largely
 

affected
 

by
 

its
 

plant
 

landscape.
 

Eight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Qiannan
 

Prefecture,
 

such
 

as
 

Raohe
 

Village
 

in
 

Duyun,
 

Shuifu
 

Village
 

in
 

Libo,
 

Gulu
 

Village,
 

Bamao
 

Village,
 

Wangjia
 

Village
 

in
 

Sandu,
 

Zhangbu
 

Village,
 

Jiayi
 

Village,
 

Jigu
 

Village
 

and
 

Xiaomiya
 

Village
 

in
 

Pingtang,
 

were
 

select-
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lant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
 

space,
 

living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Qiannan
 

Prefecture
 

were
 

summariz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ere
 

deficienc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wareness,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landscape
 

atmosphere,
 

plant
 

landscape
 

interaction
 

and
 

other
 

aspects,
 

and
 

put
 

for-
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increase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village
 

and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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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保护传统

村落就是保护历史的延续性。 近年来,传统村落因

其优良的生态环境、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惊人的

衰退速度而广受关注[1-2] 。 传统村落研究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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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村落空间分析、安全保护、传统村落旅游发

展、村落景观等方面[3-8] 。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大背景下,植物景观重要作用逐渐显露,对传

统村落植物关注度呈上升趋势。 通过数据梳理可以

看到,黔南州传统村落占贵州省传统村落数量的

9. 4%,对其植物景观研究却鲜少。 从植物景观角度

来分析黔南州传统村落的地域特色,一定程度上丰

富了少数民族村落植物景观研究,也为传统村落植

物运用数据库的建立提供参考性资料。 同时,研究

植物景观的提升可增加村落吸引力,助力黔南州乡

村振兴。

1 黔南州传统村落概况

1. 1 黔南州基本情况

黔南州地处云贵高原,高海拔,低纬度,年均温

13. 6 ~ 19. 6℃ ,是典型的亚热带温暖湿润性季风气

候,黔南州境内植物茂盛,资源丰富,全州森林覆盖

率 64. 2%。 州内野生植物超 1 800 种,其中药用植

物超 1 000 种。
黔南州下辖 12 个县(市)和一个省级经济开发

区,面积 2. 62 万km2,总人口 420 万人,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58%。 典型性的布依族风情、多
样的苗族风情、独特的水族风情、神秘的瑶族风情以

及特色的毛南族风情,共同构成黔南民族民情民俗

大观园。
1. 2 黔南州传统村落概况

黔南地区喀斯特分布广泛,层峦叠嶂、河谷纵

横,民族文化丰富多姿,孕育了众多特色鲜明的传统

村落。 从 2012—2019 年公布的国家 5 批传统村落

的统计来看,我国共有国保级传统村落 6 819 个,其
中贵州省 724 个,数量位居全国各省第一;黔南州

68 个,仅三都水族自治县就有 51 个,占黔南州传统

村落数量的 75%(表 1)。

表 1　 传统村落名录数量(按批次)
Tab. 1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
 

lists
 

by
 

batch 个　

批次 总数 贵州 黔南州 三都县

第一批(2012 年) 646 90 7 3

第二批(2013 年) 915 202 1 0

第三批(2014 年) 994 134 8 0

第四批(2016 年) 1598 119 20 19

第五批(2019 年) 2666 179 32 29

合计 6819 724 68 51

2 黔南州传统村落植物景观营造特点

　 　 通过文献调研以及对黔南州 8 个传统村落开展

的深入实地调研,经过仔细观察、实地访谈、问卷调

查以及座谈会(专家、乡贤、居民)的召开,总结出黔

南州传统村落植物景观营造的特点。
2. 1 传统村落绿化美化意识强烈,利用植物美化现

象普遍

近些年,传统村落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村民生活

水平逐年提升,村民追求绿化美化的意识较高,利用

植物美化现象普遍。 调查发现,传统村落村民会依

据不同空间形态,根据自身审美特点,因地制宜对村

寨进行多种形式的绿化美化。 房前屋后空地较富足

的村民,常将生活植物(可食地景)与观赏性开花植

物结合起来进行植物搭配,既有对生存的物质向往,
又有对美好生活的美学表达。 不同传统村落主要景

观植物运用情况见表 2。

表 2　 不同传统村落景观植物运用情况

Tab. 2　 Application
 

of
 

landscape
 

plant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种　

序
号

传统村落名称
主要景观

植物
乔木 灌木 草本

1 绕河村 31 16 8 7

2 水甫村 35 17 5 13

3 姑鲁寨 41 23 12 6

4 巴卯寨 31 12 7 12

5 王家寨 36 17 9 10

6 掌布村 45 22 13 10

7 苗二河甲乙寨 22 12 3 7

8 吉古大寨、小米牙寨 35 15 5 15

　 　 针对房前屋后有限的用地,绿化则多用盆栽植

物造景,同时也注重特色屋顶绿化,主要以容器种植

时蔬以及观赏植物为主。 传统村落公共区域,则多

由政府统一进行美化升级,造景形式以园林化为主。
2. 2 生活美学体现充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界限模糊

传统村落植物功能有别于城市景观植物,其植

物兼顾视觉美观与生活实用性的双重功能,植物景

观常体现了村寨生活智慧与审美个性。 另外,传统

村落植物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界限模糊,最主要体

现在多数房前屋后既是生活空间,又是生产空间,生
态空间同时也兼顾生产功能,植物兼备生态、生产、
生活多种功能,这是村寨植物景观区别于城市植物

景观的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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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植物文化氛围浓厚,与村民情感联系密切

传统村落植物文化氛围整体浓厚,村民与植物

的情感联系密切,集中体现在与特色情感植物的互

动(表 3)。

表 3　 各传统村落古树名木情况

Tab. 3　 Situation
 

of
 

ancient
 

and
 

famous
 

tre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序
号

传统村落
　 名称

主要古树
名木

数量
/ 株

与人的情感
联系

1 绕河村 侧柏、榉木、
枫香、枳椇

27 祭树、“保爷”、民
间故事《饶家祭树
的来由》

2 水甫村 秋枫 1 风水树

3 姑鲁寨 — 0 —

4 巴卯寨 — 0 —

5 王家寨 楠 木、 红 豆
杉、柏木

3 祭树

6 掌布村 榉树、枫香 2 “保爷”

7 苗二河甲
乙寨

— 0 —

8 吉古大寨、
小米牙寨

红榔木、枫
香、柏木

9 “保爷”

　 　 都匀饶河村全村祭树,少女以枫叶耳柱为饰品,
民间故事《饶家祭树的来由》口口相传。 荔波水甫

村为水族聚居地,植物在食用、药用以及信仰上有其

特色民族文化属性。 如水寨野生檵木,水话谐音

“梅西”,当地人大年初一小孩上山砍 1 株檵木树放

在屋边,表示家庭收入比往年高,也有“摇钱树”之称。
水家人每次回家之前,就拿五节芒 3 株一起,左右拍

打,代表着对幸福安康的向往。 平塘掌布村在植物

利用上有其特色,如嫁娶事时会在糍粑上用品红点

画出兰花、竹叶等图案,美观的同时也寄托了当地人

美好的追求。 五月五、六月六包粽子,则多用箬叶

竹,因此箬叶竹成为掌步乡愁文化的重要符号。
2. 4 不同村寨植物景观营造水平参差不齐

黔南州 68 个传统村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
传统村落保存完整性程度也存在差异,其植物景观

水平、景观质量高低水平表现不一。 在调研的 8 个

传统村落中,水平的差异重点表现在对植物品种的

选择、植物景观层次的营造、植物文化(食用文化、
药用文化、寄托文化)、古树名木的保护与重视、后
期植物的日常维护等方面。 其中都匀饶家河、三都

王家寨在植物景观方面表现较好,景观乡土氛围浓

厚。 三都姑鲁寨因旅游的开发,植物景观多呈城市

化特征,与周边环境不协调。 三都巴卯寨则因保护

不利,导致古树死亡。

3 黔南州传统村落植物景观营造存在问题

3. 1 “脏乱差”环境影响植物生长及植物景观美

景度

建筑垃圾的四处堆放、生活垃圾的随意倾倒以

及禽类的不规范养殖对传统村落原生植物生长造成

较大影响。 村民不加规划地乱种植果树、见缝插针

地在房前屋后搭菜园以及杂草长期不清理等,让传

统村落植物景观呈杂乱感。 另外,城市园林树种在

传统村落使用,后期维护却无法正常实现,也是导致

传统村落植物景观杂乱的原因之一。
3. 2 新营造植物配置模式过于城市化,乡土氛围得

不到延续

通过调查发现,黔南州多数传统村落人工植物

景观存在过度城市化现象。 在植物景观营造方面受

到城市中植物设计的影响,生搬硬套城市植物景观

配置的方法,导致植物种类、色彩丰富度虽在原有村

落基础上有所改善,但却缺乏乡土气息,与周围环境

协调度较低。 另外,由于对乡土植物缺乏文化自信,
特色乡土树种在人工植物景观营造过程中未受到足

够重视。 特别是一些旅游开发的传统村落,由于规

划思路的问题,植被绿化一味跟风城市园林绿化的

方法,多运用红花檵木、卫矛、三角梅、大叶黄杨、红
叶石楠、苏铁、鸭脚木、紫叶李等常见园林植物,村寨

植物景观千篇一律,再加上植物设计、施工上的缺陷

以及后期管护不到位,植物景观美感度不高,与原生

村落相比,毫无乡愁感而言。
3. 3 植物景观营造思路狭窄,缺乏创新性与互动性

黔南州传统村落多为旅游村寨,旅游村寨应兼

具服务村民以及吸引外来游客的双重功能,这就要

求其植物景观具有相应旅游功能,以满足多样的旅

游体验性。 目前,黔南州旅游村寨植物景观的营造

思路多局限于常规城市园林的绿化、美化,缺乏创新

性植物景观营造思路与实践,多数植物景观与游客、
村民的互动性较差,仅停留在简单的观赏层面,未能

让植物景观成为特色旅游吸引物。

4 黔南州传统村落植物景观营造建议

4. 1 传统村落植物景观营造与村落保护间的关系

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中,村民是主体,是传统

村落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因而,村民生活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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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环境的延续是传统村落保护的核心内容。 传统

村落植物景观的营造要保护与延续其村民生活的自

然与人文环境,如对古树名木的持续保护,对乡土植

物植物的创新运用等,增加村民文化自信等。 另外,
传统村落植物景观的营造,要强调公众参与的重要

性,提高村民在植物景观营造中的积极性,让村民体

会到科学的植物景观营造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如
注重部分植物景观的生产与景观的双重效果,让村

民在村落植物景观里获利。 要充分发挥村干部、乡
贤、各类人才的集体智慧以及带头作用,提升文化自

信与自觉,弘扬村民生活美学,提高其植物景观的审

美能力,加快培育本地景观营造师。
4. 2 植物景观营造与日常养护的关系

就目前黔南州传统村落现状来看,安排专业人

员对植物景观进行维护可操作性不强,可从管理方

式方面创新突破。 如扩展门前三包的业务范围,充

分发挥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充分利用乡土美学,政府

适当投入加以引导,营造富有乡村特色的房前屋后

植物景观。 同时,在植物品种选择方面,可多运用一

些管护成本低的乡土树种,或多采用果树、时蔬等多

功能的植物品种,以降低额外维护成本。
4. 3 植物景观营造与文化的关系

黔南州传统村落植物景观营造的文化性应从 4
个方面入手,(1)注重特色文化植物在园林造景中

的运用,包括黔南州特色药用植物(表 4)、黔南特色

食用植物(如韭菜、薄荷、花椒等)以及黔南特色情

感植物(如枫香、柏木、榉树、红豆杉等);(2)将植物

文化故事融入到静态植物景观场景中,增加植物景

观的互动性;(3)将植物相关文化融入到具体时间

体验活动中,如开展植物美食制作、药物认知与采

集、植物歌曲学唱等研学活动;(4)开发植物旅游相

关产品,如植物美食、食物保健品、植物文创产品等。

表 4　 黔南州传统村落绿化主要药用植物推荐

Tab. 4　 Main
 

medicinal
 

plants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greening
 

in
 

Qiannan
 

Prefecture

植物名称　 主要药用价值　 景观特色　 适用种植区域　

花椒 Zanthoxylum
 

bungeanum 散寒,除湿 经济作物 生产空间、庭院

无花果 Ficus
 

carica 清热生津,解毒消肿 水果植物 生产空间、庭院

木槿 Hibiscus
 

syriacus 清热利湿,凉血解毒 开花植物,花期 7—10 月 竹篱、庭院

木芙蓉 Hibiscus
 

mutabilis 清热解毒,凉血止血 开花植物,花期 8—10 月 河边、庭院

栀子 Gardenia
 

jasminoides 解毒凉血 花香,花期 3—7 月 庭院、房前屋后

枇杷 Eriobotrya
 

japonica 清热止咳 水果植物,可观果,果期 5—6 月 庭院、生产空间

枳椇 Hovenia
 

acerba 解酒止渴 果序膨大,可食用,可观赏 林缘

石榴 Punica
 

granatum 涩肠止泻,驱虫 水果植物 庭院

十大功劳 Mahonia
 

fortunei 清热,燥湿,解毒 花期 7—9 月,果期 10—12 月 山谷林中、沟旁、路边

南天竹 Nandina
 

domestica 清热除湿,止咳平喘 花期 5—6 月,果期 9—10 月 村寨生活空间

鱼腥草 Houttuynia
 

cordata 清热解毒,健胃消食 多年生草本,花期 5—8 月 生产空间

刀豆 Canavalia
 

gladiata 温中下气,益肾补元 药食同源,花期 7—9 月 庭院

万年青 Rohdea
 

japonica 清热解毒,强心利尿 花期 5—6 月 阔叶林下、庭院基础种植

马兰 Aster
 

indicusv 凉血止血,解毒消肿 菊科,花期 5—9 月 路边、山坡、田野

马鞭草 Verbena
 

officinalis 清热解毒,活血通经 花冠淡紫色或蓝色,花期 6—8 月 田边、山坡、路边或村寨旁

水蓼 Polygonum
 

hydropiper 行滞化湿,祛风止痒 开花植物,花果期 6—10 月 田野、水边、路旁湿地

凤仙花 Impatiens
 

balsamina 化淤降气,祛风除湿 开花草本,紫色花,花期 7—10 月 路旁、沟旁、庭院

六月雪 Serissa
 

japonica 清热解毒,祛风除湿 花冠淡红色或白色,花期 5—7 月 路边、沟边

艾 Artemisia
 

argyi 温经止血,散寒止痛 多年生草本,芳香植物 山坡、草地、房前屋后

百合 Lilium
 

brownii 养阴润肺,清心安神 开花植物,花期 5—6 月 山坡林下、庭院

灯心草 Juncus
 

effusus 利水通淋,清心降火 可做植物体验 水旁、田边

青葙 Celosia
 

argentea 风寒湿痹 开花草本,花期 6—8 月 路旁、田间地头、乡村花镜

鸢尾 Iris
 

tectorum 祛风利湿 紫色草本,花期 4—5 月 林缘、水边湿地、庭院等

垂盆草 Sedum
 

sarmentosum 清热解毒 多年生草本,花期 5—7 月 石灰岩缝中,可选择盆栽

草珊瑚 Sarcandra
 

glabra 活血,消肿胀 核果成熟时亮红色,果期 8—10 月 路边、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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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名称　 主要药用价值　 景观特色　 适用种植区域　

香蒲 Typha
 

orientalis 活血化淤 花絮如红烛,奇特 滨水植物

鸭跖草 Commelina
 

communis 清热解毒 花期 5—9 月,淡蓝色花,观赏性高 房前屋后,也可盆栽

积雪草 Centella
 

asiatica 清热利湿 花果期 4—10 月,乡土感强 墙角、盆栽景观

木贼 Equisetum
 

hyemale 疏风散热 中空有节,可体验 滨水空间

紫苏 Perilla
 

frutescens 驱寒暖胃 芳香草本 房前屋后,可用作香料

缫丝花 Rosa
 

roxburghii 富含维生素 花期 5—7 月,果为刺梨 山坡、田埂、路旁

薏苡 Coix
 

lacryma-jobi 利湿健脾,舒筋除痹 颖果呈珠状,可开发旅游产品 房前屋后、滨水空间

金樱子 Rosa
 

laevigata 养肝明目 常绿攀岩灌木,果实可酿酒 栅栏、房前屋后

何首乌 Fallopia
 

multiflora 安神、活络、养血 多年生草本,药用 田边、沟旁

忍冬 Lonicera
 

japonica 清热解毒,消炎去肿 花期 4—6 月,有清香 攀岩植物,滨水空间

薄荷 Mentha
 

canadensis 清热解毒 芳香作物 庭院、盆栽

4. 4 植物景观营造与旅游的关系

据统计,每个传统村落修缮与基本设施维护的

成本大约需 500 万,发展乡村旅游可成为传统村落

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 另外,传统村落具备发展旅

游的条件和基础,是乡村振兴的排头兵。 传统村落

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很好地协调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

发展间的关系,对传统村落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文

化的继承与发展均起到良好的正面作用[9] 。 而传

统村落植物景观多方面、多层次的营造,可提升游客

体验度,进一步提升传统村落的旅游功能价值。
1)植物景观与节庆。 如三都水晶葡萄节、荔波

蜜柚节、荔波百香果狂欢节、荔波梅园狂欢节、石斛

养生节、平塘蓝莓节等。
2)植物景观文化符号的提炼。 延伸传统村落

旅游产业链,可将根雕、旅游纪念品、特色食物、保健

品等开发成旅游商品。 枫香、银杏等特色文化植物

则可打造开发出系列文创产品。
3)植物景观与网红打卡。 在传统村落建立植

物与游客的情感链接,使乡村特色植物成为网红植

物,如三都怎雷的风流草、黔南州州树枫香打卡、古
树祈福等。

5 结　 语

传统村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

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

文明的根。 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人居环

境建设关注的重要问题。 黔南州传统村落拥有良好

的自然环境,蕴含独特的地域文化,充分体现了西南

山区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哲理。 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对于黔南州传统村落来说既是机遇也有挑

战。 对黔南州传统村落植物景观营造相关建议的提

出,希望对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乡村振兴起

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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