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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海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 

（一）生态美学的基本概念 

生态美学是一套将生态学视角和审美思维有机融合的研究方

法，也是一套融生态体验与生态感知于一体的研究范式，其强调

生态与自然景物的审美关系。“生态美学关心景观自然的优美，

更强调自然的和谐与可延续性”，美从“人工理想”变成了“生

态和谐”，从“人的审美感知”变成了“生态秩序、自然节奏、

人与自然之生态和谐”。因此生态审美视野下的美学空间秩序，

“是以人类生活环境的生态秩序和节奏为基本参照”，而空间秩序

或审美空间评价的判断不再是孤立的景观对象，而是整个生态系

统运转或运行方式评价与判断 [1]。因此，生态美学视域下的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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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崂山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空间结构失衡、文化特色消磨的问题，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乡村建设的矛盾

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以山海生态美学为依托，对乡村空间加以重构，是对乡村自然形态的梳理，更是对乡村文化价值的重新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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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不仅是生活与生产的空间，还是融合地域文化、凝聚生态智

慧的有机存在，它的评价价值就超越了空间形式功能评价，而是

生态伦理原则和美学原则的评价，即利用空间的形式、节奏、

意境的生态和谐达到自然节律与人性节律、生态秩序与人类心

理的平衡，其在乡土空间中的基本要求便是不破坏原生地形地

貌、尽量保护原生植被、保障乡土生物多样性发展等生态环境

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人文”介入，从而使乡土空间

自然流畅、富有生态美感，而不是破坏自然，只是体现生硬的

形式美。另外，生态美学的“参与性审美”还强调在乡村空间

感知、体验中当地居民的自主性，乡村的空间美不仅体现在空间

感知对象的形式之美上，也同时融入了日常生活之中，构成人与

自然共生的审美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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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海文化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山水之境的地貌特点，在于体现复合自然美的地理要素，带

来空间尺度上各尺度与多样化结合的审美价值。高耸的山之雄

浑，具有稳定的、沉静的审美气质；宽阔的海之流动，具有流动

的、变化的审美气质。高山与大海，形态、气质相异相合，共同

构成一座山、一条海，互映互照，进而从文化层面上形成一种

“山海”生态美的景象。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重视这种山海景观的

人是很多的，比如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及“天人合一，顺应自

然”的哲学思想，而山水又不是一种自然的地理景观，更是哲学

的思考以及人生态度。“海”的文化，则是在“潮起潮落、生灵

流转、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下功夫。这种山海融合的情怀，在崂

山最为明显。“崂山之形，居中国海岸线最高处，其形高于陆地

海岸线30 ～ 110米”。作为“中华第一山”，其顺应了道家思想

的天人合一、顺势而为。大海的馈赠给了崂山渔利，而山地则给

予了崂山农耕，二者的整合又构筑出崂山村居生态景观的整体格

局——或因山势而就，或因海势而布，有山的稳定与绵延，也有

海的流动与开放。山水文化、海海文化的交融反映在人们的衣食

住行上，也必然表现在村落空间格局上。村落依山就势、顺应形

制而构筑聚落形态，而靠海的村落则有渔港存在，海纳百川，极

具开放活力。崂山山海文化的注入为崂山乡村空间重构提供了有

效的思路，促使乡村空间不仅仅是功能的依托，更是乡村空间生

态智慧的回归 [2]。 

（三）崂山乡村的生态美学价值 

崂山乡村除了“天高地远”独特的自然风貌之外，也融入崂

山乡村独特的文化资源和生活方式之中。崂山山水相间，形成较

丰富多样的地理层次，从而让乡村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很强的动势

和层次感，高高在上的俯视，群山之间若隐若现的村落，像珍珠

一样散落在山与海之间，乡村依山势而建，与环境巧妙结合，无

论从生态学或是审美角度均非常合理。 崂山乡村的美学价值，除

了上述的自然景观之外，其人文景观也具有着独特的美感。崂山

乡村人文景观源于道教文化长达上千年的传播历史，在传统的村

落空间中，经常会出现庙宇、古道、石刻等文化符号作为承载历

史时间的景致，并在当下与人在景观中存在的时候展现出一定的

文化价值，是乡村的生态美学特征之一；此外，村民的生活方式

也是生态美学价值体现的一方面，比如在崂山乡村我们能发现的

梯田式劳作模式既遵循了山体的地形特征，而且从美学角度而言

又能使得乡村景色产生一种流动而柔美的韵律美感；渔家的生活

则呈现出码头、船只、渔网空间意象，构成了有鲜明地域特征的

乡村空间意象。在生态美学的视角下，崂山乡村的美学价值不是

单纯而被动地放置在乡村之中，而是由于人与环境之间产生了相

互作用的效果而使得乡村景观空间成为其美学价值的有机组成部

分之一。例如，传统乡村的院落式空间、石墙、青瓦、树木、老

井等都是这种人与环境之间关联的实体化的体现，是乡村美学价

值的表达之一，而这种乡村美学不仅仅仅只是空间视觉的美，而

是被当作自然环境保护之中的生态伦理的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在

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中产生互敬与互惠，发掘出诸如人与自然之间

的美学价值 [3]。 

二、崂山乡村空间的现状分析 

（一）生态环境破坏与景观价值下降 

在现代化进程中，部分山地植被因为过度开发而被减少，一

些裸露的岩石和分散的农田布局显得杂乱，从而将原本整洁有序

的山地层次感破坏，使山地景观变得碎片化。村落四周本来茂盛

的林带受到建设活动的砍伐，传统梯田部分遭到填埋，作为商业项

目的开发造成了乡村生态系统的缺失，使生物多样性减少。随着人

口增多、基础设施不配套等建设问题，一部分村落的生活污水、农

业生产等废弃物直排入河流和近海，使近海出现富营养化现象，使

得原本碧水蓝天的河流变得浑浊不清，部分海岸线的生态遭到污

染 [4]。海岸线上的海洋垃圾堆积，使得渔村海岸景观不再亮丽，富

有生命的潮间带出现了废塑料、泡沫箱等人为垃圾，破坏了生态平

衡。而且由于部分村民对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导致生活垃圾随处可

见乱扔，使得村庄的整体环境卫生整洁度下降，打破了原有自然的

和谐美感。从前的崂山乡村是以春秋冬的四季自然景观为主题，山

林中有春茶园的茶青绿意，夏季茂盛的山林，秋天果实累累的山

景，冬季白雪皑皑、沉静的冰雪景象，由于现代化建设，使得部分

村落原有的连续自然的景观被割裂，道路建筑与自然环境缺少一种

联系，降低了乡村景观的整体美感。原本完整的山水肌理被粗放的

开发建设分割，缺少村庄边界感，缺少生态过渡带，打破人和自然

和谐共存的关系，使其乡村的审美价值下降。 

（二）乡村空间布局单一，缺乏整体规划 

崂山地区乡村原有空间格局的演变主要是按照山海格局作为

乡村基本的组织方式，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乡村空间布局形态

变化不够重视，致使部分乡村空间组织混乱，村子内部道路缺乏

秩序，公共空间、生活空间混杂，导致空间布局无功能性、无地

域性的表现。应由山海格局合理规划的乡村区域由于建设无序化

使得景观视角受限，部分村落被建设空间所填满，丧失了村落与

自然之间应有的互动 [5]。农业生产与生活空间没有得到区分，部

分传统生产空间被农宅改造成为民宿、餐饮等功能的空间，使得

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交错杂糅，原生的乡村生产生活空间组织关

系被打破。原有农业空间功能的萎缩，致使原有的丰富多彩的乡

村产业供应链体系的断裂，新的商业空间建设又不注重整体设

计，呈现为零散式发展，未能形成具有良好延续性与吸引力的产

业链集群。部分乡村产业业态虽然经过转型，却因为自身空间布

局的混乱，造成了商业与乡村环境不能形成协同效应，一方面对

乡村本身的空间功能性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乡村自身的

空间节奏荡然无存。基础设施的不合理建设导致空间布局问题的

发生。部分村庄的排水系统已经建设太久，每逢雨季，道路湿

滑，村民出行不方便。另外，部分地区公共生活服务设施建设不

均，缺乏整体的系统规划，生活便利性受到抑制。 

（三）文化特色弱化，乡村景观趋同化 

崂山乡村曾在胶东地区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载体，在现代

化建设中很多传统文化元素已经消失殆尽，乡村景观趋同化，属

于地方原有的记忆被遗忘。在传统民居建筑中应该保留青石墙、

灰瓦坡顶的特征，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村庄用现代化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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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模式，复制城市小区的建筑模式，乡村景观原有的地域辨识度

已经被削弱。建筑群落新建房屋，使村庄原有的传统建筑群落被割

裂，削弱了乡村的文化氛围。崂山地区原本富有渔村文化、茶文化

以及道教文化，在对乡村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中，原本具备特色

的内容变得边缘化。年轻人大多外出，传统文化被断层，在这些村

庄里文化的特点仅仅停留在景区化上，没有深度的文化内容，乡村

文化的空心化导致在乡村游览过程中很难对文化产生融入感，乡村

空间的文化美学价值下滑。有些村庄为了打造旅游经济，以其他地

方乡村建设模式为样板，大量嫁接与原乡无关的建筑要素以及景观

元素，崂山乡村建筑原本的特色风貌也被同化，其他地区乡村建设

风貌充斥着崂山乡村，降低了原本的视觉识别度 [6]。 

三、山海生态美学视域下崂山乡村空间重构路径 

（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我们要始终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乡村空间布局、基础设

施、产业发展中，避免大规模不合理开发，保持乡村原有的山水

脉络，以乡村自然景观为本底。通过植被绿化、水体修复、湿地

保护等工程措施，恢复自然生态系统，让乡村不仅是一个人们居

住的地方，还是人们和动植物共同生活的绿色家园。乡村建设的

设施改造，在设计上要贯彻绿色设计的方法原则，推崇低碳、环

保的绿色建筑材料，积极创建和营造节能环保的民居，雨水收集

系统、太阳能供能系统、生物处理等技术的应用，可降低乡村的

能耗，提升乡村生态质量。保护乡村的农田和林地也是应该重点

关注的内容，确保在乡村的空间布局上设置生态缓冲区，耕地不

随意开发，提升农业生态的保护水平，在确保农业生态优良水平

的背景下，推行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发展水产养殖业等其他可

持续产业。提升乡村旅游业绿色水平也是生态优先策略的内容，

崂山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要突出低影响、可持续的旅游方式，避

免一味地吸引游客的数量，可适当控制旅游人数，避免旅游过程

中人员过多导致的对自然景观的损害，在提升乡村基础设施服务

水平的时候，保护乡村的生态环境。 

（二）因地制宜，特色发展 

依托托崂山地区地理条件，结合山海生态体系构建山体、水

脉、海岸线依附依存、相互链接的村落空间结构，形成富有层次

变化、错落有致的自然风貌乡村，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应予以保

留，建筑风格应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具有传统风情，又富含现代

审美。在差异化发展上，崂山区有道文化、渔耕文化和茶文化，

崂山区这些特色符号可以运用于乡村空间重构之中，在空间载体

上，乡村传统的建筑元素修复更新时应保留青石墙、灰瓦坡顶等

崂山特色，同时需结合居住需求进行再优化，让传统与现代有机

结合，村落空间可以以历史遗留、文化广场、非遗工坊等形式进

行公共空间构建，将地方特色文化予以活态延续，使乡村空间具

备独有文化特质。同时产业链的形成要依托地域特色，建成符合

当地自然条件的产业类型，例如发展山区乡村特色茶园、生态观

光农业，围绕崂山茶打造特色茶园 +生产 +观光 +研学的产业形

态；发展滨海岸区渔家乐、海洋牧场、滨海休闲等业态的渔业经

济 +旅游经济。 

（三）以人为本，宜居发展 

山海生态美学视域下宜居乡村的建设要突破传统建筑思维，

立足于现代人生活的需求，营造舒适、便捷、富有生机活力的宜

居乡村。一方面乡村建设要完善基础设施，构建宜居乡村的基础

设施，优化村内道路，优化供水、排水、供电、通信能力，提高

乡村基本生活品质。另一方面要优化公共空间，合理构建乡村公

共空间，构建适宜不同年龄人群、不同用途的功能区域，建设乡

村绿道、乡村公园以及乡村休闲步行街等公共设施空间，促进乡

村生活的宜居性。

四、结语

崂山乡村空间形态的演变是自然与人文互动的结果，更折射

出乡村发展模式的深层逻辑。在现代化城乡关系重构的背景下，

如何在保护生态美学价值的同时，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

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乡村空间的重构，关乎环境治

理、产业优化与人居提升，更关乎人与自然、文化与经济之间的

平衡。在生态优先的原则下，探索适应时代需求的乡村发展路

径，构建既富有地域特色又充满活力的乡村空间，是人们值得持

续实践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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