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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动者网络的传统村落空间适应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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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合理引导空间适应性转型改造成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现实需要。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转译模型，

以绩溪县仁里村为例，探究传统村落空间现状问题及其发展诉求，提出空间的适应性改造引导策略。结果表明：

（1）在仁里村历史演进过程中，与其空间发展相关的行动者趋于多元化；（2）行动者对空间产生了生活、生产、

生态以及文化等功能需求；（3）行动者网络与空间存在联结，基于行动者网络空间发展诉求，提出增强生活

空间整体性、拓展经济空间多样性、提升文化空间多重性等空间适应性改造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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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ace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Actor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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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beautifu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lead to diversified actors and function demand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and the space adaptation are needed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model，Renli Village of Jixi County are take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spatial problems and demand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strategies of space adapt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actors has became more diversified in the evolution of Renli Village；(2) 

actors have demands for space，such as living，production，ecology and culture；(3) the actors network is connected with the space，

and strategies for more integrated living space， more diversified economic and cultural space are promoted.

Keywords：traditional village；actor network；space adaptation；Renli Village

在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下，传

统村落发展过程中相关的行动者趋于多元化。游

客、企业、政策和科技等行动者不断加入，文化、资

金等行动者却逐渐缺失，对传统村落空间等产生了

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 [1]。社会资本与传统文化的

背离，对传统村落物质空间造成建设性破坏 [2]。政

府、资本与居民间的共同合作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

转型发展 [3]，“物质 - 社会 - 文化”空间正发生适

应性演化 [4-5]，其空间演化与转型表现为空间格局、

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的空间分化与重构 [6]。传统村

落空间研究的对象不仅是物质地域上的空间，亦包

含村民等主体构想、创造和共享的空间。不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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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主体共同推动传统村落物质空间、文化空间以及

精神空间改造 [7]，从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

以及历史文化空间等 [8-10] 多维角度总结空间改造

模式，对衰败空间进行功能更新 [11]，同时盘活传统

村落内闲置资源 [12]，以此促使空间更新、空间消费

和空间认同 [13]。相关研究运用田野调查法、空间

句法、数学图论、分型维数等量化模型 [14]，研究传

统村落空间转型、演变过程及其空间肌理等 [15-17]。

传统村落空间转型与演变研究的角度、方法多样。

既有研究更多地关注空间本身的问题，对传统村落

空间改造研究较少。

本文以仁里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运

用行动者网络转译模型，解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发

展问题，通过行动者网络重构，引导传统村落空间

进行适应性改造，以期为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改造

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研究思路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由米歇尔·卡龙 [18]、布鲁

诺·拉图尔 [19] 和约翰·劳 [20] 等学者共同构建的一

种社会学研究方法，有助于追踪关联事物间正在进

行或已经形成的内容 [21]，核心内容包括行动者、网

络和转译过程三个部分。行动者不仅包括人类，

亦包括物质、资源以及观念；网络由不同行动者相

互组合，产生角色转变、征召动员、异议等关系后形

成；行动者在网络中存在着转译和被转译的动态过

程 [22]，同时转译过程有四个基本环节：问题呈现、

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 [23]。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

的动态变化引导其空间演进、转型、重构，行动者网

络理论的转译过程，可为传统村落发展过程建立一

条概念化、情景化的转型路径 [24]。

传统村落空间是动态变化的 [25]，随行动者的

变化而演变，空间适应性改造则是为了提升其面对

行动者变化的空间适应能力 [26]。本文以仁里村为

例，解析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及其空间发展诉求，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整体性、多样性以及多重性特征
[27]，构建仁里村行动者网络，并引导其空间适应性

改造（见图 1）。

1.2 研究区域概况

仁里村又名“程里”，位于宣城市绩溪县南部，

距离县城 3 km，距离绩溪高铁北站仅 7 km、龙川景

区 11 km，G233 国道以及 S346 省道穿村而过，交通

便捷，地理区位优越（见图 2）。仁里中心村为国

家传统村落，共有 320 户，户籍人口 760 人，其中，

外出务工人口 160 人，约占户籍人口的 21%。仁里

居民沿袭着传统农耕方式，以水稻种植为主，主要

非农产业是旅游业，2021 年旅游门票收入约为 20

万元，间接旅游收入约为 1 120 万元。2021 年村集

体收入约为 50 万元，人均年收入约为 16 800 元。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相关历史发展资料来源于《千年仁里》与《仁

里村志》。空间现状及主要行动者数据等相关资

料来源于课题组多次实地调研拍摄及标记，部分空

间数据由安徽建筑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补充提供。

通过课题组与村干部、居民以及旅游公司工作人员

图 1 行动者网络与传统村落空间适应性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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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访谈，梳理政府、居民以及旅游公司等核心行动

者与村落空间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了解

村落主要人类行动者的空间诉求。课题组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向居民和游客分别发放 100 份调查

问卷，分别回收 96 和 92 份，有效回收率 94%，居民

问卷发放覆盖村落总户数 1/3，涉及村委会工作人

员、旅游从业人员、商户、农户以及手工艺人等不同

身份的村落居民。

2  仁里村行动者网络及其空间诉求

在长期历史演进中，仁里村逐渐形成特色街巷

空间、水系空间与水井空间等。近年来，随着人居

环境改善、新业态引入，以村落千年文化为主体、乡

村风情为背景，开发古民居展示、休闲旅游、民俗文

化体验等旅游产品，打造仁里旅游风景区。本文基

于仁里历史发展脉络，结合现代社会和乡村发展需

求，构建仁里村行动者网络，探求其空间发展诉求

（见图 3）。

2.1 仁里村行动者及其空间感知

2.1.1  仁里村行动者

在仁里村发展过程中，其相关行动者呈现多元

化。绩溪县与瀛洲镇政府是仁里村空间发展的引

导者、监督者与改造者；居民、村集体是空间的使用

者、改造者与受益者；企业、村集体是空间的经营

者、受益者；游客是空间的使用者与消费者；文化是

空间承载的灵魂。绩溪县与瀛洲镇政府、仁里村委

会、居民、企业、游客和文化为核心行动者，通过征

召动员规划师团队、专家学者、游客、生态、资金、景

观小品、民俗工艺等其他行动者参与仁里村落空间

改造。

图 2 研究区域与研究范围

图 3 仁里村历史发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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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行动者空间感知

通过现状调研与居民评价结果可知，仁里村公

共建筑功能较为齐全，居民对基础设施配套基本满

意。村落内部文化设施除了戏台、活动广场以外，

缺少其他文化娱乐设施。村落内部教育设施与医

疗卫生设施基本满足使用需求，然而商业、金融、电

信以及便民超市等服务设施布局不合理，局部公共

服务设施建筑风貌不协调（见表 1）。

表 1 基于居民调查问卷的配套设施评价

基础设施 居民评价均分 现状 是否适应
村委会 3.96 村落西侧入口处，新建 是
学校 3.93 学校全封闭 是

公共厕所 2.48
一共两个公厕，村内的
公共厕所无人使用

否

卫生室 3.33 与村委会相接 是
金融服务中心 2.88 位于老街上 否

文化活动中心 2.68
空间位于世忠祠中，
缺少独立的活动空间

否

便民超市 2.88 货品摆放凌乱，占用街道 否

供水 4.88
基本满足居民生活、

生产需求
是

供电 4.33
基本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但部分线路裸露
是

排水 4.48
基本满足居民生活、

生产需求
是

道路 2.98 部分狭窄道路荒废 否

注：非常不满意 =1，不满意 =2 分，一般 =3 分，满意 =4 分，非

常满意 =5 分

旅游业快速发展，为仁里村带来大量人流。居

民通过改造居住空间并对外租赁，将私密的建筑空

间（如八大户、洋房等）转变为开放的游览空间，使

得建筑空间功能发生异化。当前部分租户已经收

回相关建筑，内部空间不对外开放。通过现状调研

以及游客评价均分可知，需要对八大户、思诚学堂、

东井、嫁资井等历史空间进行改造提升（见表 2）。

表 2 基于游客调查问卷的历史文化空间评价

物质空间 现状 游客评价均分 是否适应

忍先堂 展示建筑、商业 4.37 是

光启堂 展示、休闲娱乐 4.33 是

王子野故居 展示建筑 4.27 是

世忠祠 展示、休闲娱乐 3.60 是

广福堂 展示建筑、商业 3.60 是

西井 换洗衣物 3.12 是

八大户 展示建筑、商业 2.87 否

思诚学堂 外部展示、内部教学 2.37 否

东井 展示、水井内垃圾沉积 2.36 否

洋楼 居住、内部不对外展示 2.17 否

嫁资井 展示、周边环境差 1.76 否

注：非常不满意 =1，不满意 =2 分，一般 =3 分，满意 =4 分，非

常满意 =5 分

2.2 行动者的空间诉求转译过程

2.2.1  问题呈现

居民现代生活需求与传统生活环境间冲突显

著。看电视、打游戏等现代娱乐活动占据了居民大

部分的休闲时间，传统的交流交往方式逐渐被取

代，极具特色的传统空间慢慢遭到遗忘，传统建筑

格局、空间功能、日常设施、建筑材料等已经不能满

足当代人的生活需求。

旅游发展与村落保护间的冲突突出。旅游者

过多对村落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建成环境保护造

成一定的压力，部分自然生态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

遭到破坏。同时，村落内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

并未得到充分的整合开发，村落内商业类型单一，

没有形成吃、住、娱、游、购一条龙式的服务体系。

传统村落空间衰败与风貌缺失。市场与社会

资本加入对传统村落空间造成了破坏，乡村地域文

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失去其原真性。居民自发进

行的空间改造产生了风貌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部

分新建建筑与传统民居风貌不协调。

2.2.2  利益赋予

满足现代生活需求。通过调整建筑营造方式、

空间功能，打破历史文化空间与现代生活方式间的

壁垒，以求适应现代生活。

满足经济发展需求。打造旅游发展利益共同

体，进行适度空间改造，营造出具有仁里特色的生

活、生态与生产空间，以适应相应的商业活动，满足

旅游者需求。

满足文化传承需求。延续仁里村落空间肌理

与传统风貌，修缮历史建筑等文物，同时通过展示、

体验等方式，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求保留仁里

记忆，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见图 4）。

2.2.3  征召动员

以政府、居民、村委会、企业、文化以及游客为

核心行动者，通过征召动员以及角色转换方式，构

建仁里村行动者网络（见图 5）。从政府角度，绩

溪县政府和瀛洲镇政府以主导，通过鼓励以及监督

等方式引导村落空间的保护与发展；从村委会角

度，按程序报批村落内新建或改建民居建筑，对破

损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从居民角度，通过土地流

转与房屋租赁的方式将空间进行改造利用，通过政

府扶持帮助实现农业现代化，通过自身资本投入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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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旅游开发，以此增加居民收入和空间使用率；从

游客角度，通过听取故事讲解、参观陈列物品以及

参与互动等方式来了解仁里历史文化；从规划师角

度，通过贯彻自然生态优先的原则，整合开发耕地、

林地等资源，营造景观构筑物，发挥植物的生态效

益；生态、文化、传统民居以及农业等从非人类行动

者角度，村委会是宗祠文化、民俗工艺、生态等的

代言人，通过村委会积极发挥该类行动者在仁里经

济发展与历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从企业角度，

发挥绩溪文化旅游投资公司、农家乐合作社、益源油

坊、上河徽院养老中心、五峰园蜂业专业合作社等公

司的龙头带动作用，实现村落产业多元化发展。

2.2.4  空间诉求

增强生活空间整体性，通过改善村落人居环

境、加强古建筑修缮与新建筑改建、完善村落公共

基础设施以及建设优美的村落景观和多种活动空

间，以此提高村落空间的美感度、舒适度、宜居度，

实现村落空间与人的和谐发展。拓展经济空间多

样性，通过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推动历史文化空间

的更新改造与功能转型，提升仁里村空间的经济效

益。提升文化空间多重性，通过引入新文化与新技

术对历史建筑等空间进行更新改造与利用，以此活

化空间整体机能。

2.3 基于行动者空间诉求的空间效能与质量评价

基于仁里村空间诉求，结合居民、游客打分，以

及在现状调研的基础上评价村落空间现状（2 分及

以下为低，2~4 分为中，4 分及以上为高），结果显

示，仁里村整体空间质量与使用效能较高，但是居

住生活空间的经济生产效能较低，部分房屋闲置，

需要引导其功能转型，以提升空间经济效益；经济

图 4 问题呈现与利益赋予过程

图 5 仁里村行动者网络及其空间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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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空间的文化效能较低，需要加强其空间的文化

内涵建设，以此提升空间文化感知度；历史文化空

间经济效能和生态效能较低，需要通过开发利用

历史空间，提升空间环境生态效能，传承村落文化

（见表 3、表 4）。

表 3 空间效能评价

类型 居住生活空间 经济生产空间 历史文化空间 综合评价

经济效能 低 高 中 中

文化效能 高 中 高 高

社会效能 高 高 高 高

生态效能 中 低 低 中

综合评价 中 中 高 高

3  仁里村空间适应性改造引导策略

3.1 以适应现代生活为前提，增强生活空间整体性

3.1.1  增强空间使用效能

仁里村空间改造遵循“整体协调、逐步完善、

可持续发展”原则，根据居民与游客的行为方式及

其需求，调整公共空间位置并完善配套设施，对现

有公共场所进行适应性改造，以求实现在同一空间

内满足不同行动者的不同需求，同时确保各个空间

之间相互协调。提升景区内部餐饮和住宿等设施

配套能力，可将空闲住宅改造为特色小吃店或乡村

客栈（见表 5）。

建筑空间的风貌整治与功能提升。丰富传统

民居天井空间景观并增加其空间使用率，在庭院增

设储藏空间、工具间等，适应居民生活生产需求；调

整楼梯空间尺度，以此提升其舒适度与安全性。完

善传统建筑内部空间功能，对卧室、起居室、厨房等

进行功能提升改造，同时在新建筑中充分考虑淋

浴、盥洗及卫生等设施（见图 6）。

图 6 仁里村建筑民居空间改造

3.1.2  提升人居环境品质

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有机融合。仁里村广

场、街巷、世忠祠等公共空间承载着居民日常活动

与游客旅游活动，在这些公共空间中，通过种植适

应性的绿植，增加街巷的生态功能及观赏功能，形

成充满生机和美感的软性空间，使原有建筑、道路

与景观等空间要素形成层次分明且条理明晰的肌

理结构，凸出仁里村人造空间与自然空间相辅相成

的共生关系。

3.2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拓展经济空间多样性

3.2.1  空间整合开发

政府、旅游开发商以及村委会等行动者通过整

合利用村落空间，将衰败、闲置的空间纳入居民以

及游客的活动范围，使其活化。同时，以居住功能

为基础，充分考虑游客、居民、文保单位等对空间的

需求，优化空间布局，通过对空间植入游憩、文创等

新功能，激活村落空间活力。

3.2.2  产业多元发展

在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提升居住环境质量的同

表 4 空间质量评价

类型 安全度 舒适度 文化气息 空间使用状况 使用期望 综合评价

居住生活空间 高 中 高 部分房屋闲置、公共空间活力较低 高 高

经济生产空间 高 低 中 种植、农家乐、住宿为主，功能单一 高 中

历史文化空间 高 高 高 整体空间保存较为完好，部分空间未被利用 高 高

表 5 基于不同行动者需求的空间设施配套提升

空间行动者 行为 需求 空间场所 空间属性

居民 议事、求学、村内活动
多样活动健身设施、不同类型的

活动空间
村委会、学校、文化室、老年活动中心、

户外活动广场、遮阳雨棚等
居民生活空间

游客 问询、购票 旅游活动中的咨询配套 游客服务中心 游客游览空间

居民与游客 游憩、消费 公共活动中的休息设施 广场、商业街、桃花坝 混合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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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积极推动乡村产业创新发展，优化产业模式，以

“文化 +”“农业 +”“旅游 +”等多种形式，发展生

态农业、研学旅游、文化旅游等多元业态。以传统

文化为基础，重组升级村落现状用地功能，创新发

展特色旅游产业；整合农业产业与旅游产业，植入

“种、景、学、娱、食、售”六大功能，促使农业发展多

元化；整合市场、技术、人才与传统文化，促进文化

产业升级，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见图 7）。

图 7 基于农业、文化行动者的仁里村多元生产

3.3 以文化传承为基础，提升文化空间多重性

3.3.1  空间功能适应性转型

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居民参与相结合。以修

缮和保护历史空间为主，通过空间功能转型改造，

合理开发历史空间，叠加现代元素，满足居民、游客

的空间功能需求，以此展现具有仁里特色的邻里关

系、文化内涵、自然风光和乡村生活（见表 6）。

表 6 仁里村历史空间功能植入路径

历史空间 现状
功能植入

居民需求 游客需求

光启堂 展示、休闲娱乐 祭祀、公共活动 参观体验、村史介绍
世忠祠 展示、休闲娱乐 祭祀 祭祀展示、民俗体验
洋楼 居住 居住 建筑展示

八大户 展示建筑、商业 居住、商业 建筑展示
思诚学堂 游览展示、教学 学习 学堂展示与体验

王子野故居 展示建筑 — 名人故居展示
忍先堂 展示建筑 居住 传统民居展示
广福堂 展示建筑、商业 商业 商业空间展示
洛源堂 已修缮 — 名人展示
嫁资井 环境差 景观环境 “典故”展示
东井 水井内垃圾沉积 祭祀祈福 景观环境
西井 换洗衣物 — “典故”展示

3.3.2  空间新技术适应性融入

为实现居民与游客、游客与历史、游客与文化

间的沟通交互，在光启堂等历史空间中引入数字媒

介等新技术，为参与者提供沉浸式体验 [28]。在避

免过度开发、破坏历史氛围的前提下，基于感官、互

动、沉浸式体验需求以及游客对文化认知的诉求，

对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改造升级，模拟展示仁里居民

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古街商业活动场景，以此营

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提升村落空间的趣味性与游

客的互动性。

4  结语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传统村落空间转型与改造

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揭示了仁里村空间功

能转型和空间适应性改造的核心行动者，即政府、

居民、村委会、企业、文化以及游客等，从社会、经

济、文化三维度的空间视角探讨了仁里村空间现存

问题以及空间发展诉求，为满足仁里村落现代生

活、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的需求，从生活空间整

体性、经济空间多样性以及文化空间多重性三个方

面提出传统村落空间适应性改造策略和活化利用

实践指导。行动者网络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表明行

动者网络会不断转变，需要持续深化行动者网络与

空间的匹配协同研究，空间适应性改造策略研究亦

需要深化。本文对传统村落空间改造研究主要关

注物质性空间，未来研究可着眼于传统村落社会空

间、制度空间等非物质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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