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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人类聚落中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乡村地位愈发重要，其
对构建地方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作用愈发凸显。同时，乡村公共空间凝聚着宗族文化和伦
理观念，是农耕人民休养生息的重要依据。近年来，乡村公共空间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关注，虽然
已有学者从社会民族视角和规划建筑视角展开研究，但是从文化景观视角切入的研究较少。然而
我国传统村落作为典型的文化景观，与自然具有共依共存的强联系，这也正是其独特价值所在。
因此，本文引入文化景观理念，以南宁市石埠镇那告坡公共空间为案例，建立“空间—价值—文
化”关联的研究方法，在提炼空间价值的同时结合其文化内涵探索这三要素之间的关联，注重挖
掘文化与自然的联系，突显那告坡的自然生态观念与人地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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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视角下南宁那告坡公共空间
形态研究

文＿潘  洌（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硕士生导师，高级建筑师，博士）

曾  泰（通讯作者）（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硕士）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文化景观是探讨人类作用于自然后产物的重要
理论，文化动因通过各种影响因素长期作用于自然环
境，最终形成文化景观。因此，文化景观理论具有综
合空间解析能力。

本文研究对象为南宁石埠镇那告坡公共空间，以
文化景观视角作为分析方法，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
通过对公共空间的整体格局和形态特征进行分析，提
炼其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对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进行
探讨，进而研究空间中物质与文化的联系。在分析细
节上，结合自然、生产、社会等因素解释空间的成因
（见图1）。

二、南宁那告坡概况

那告坡位于南宁西郊，石埠西南，临近老口圩、
南宁门户扬美古镇和交通咽喉三江坡。南北山岭，东
西开阔，邕江环绕，依东管巷岭而建，坐西南向东
北，村前有半月塘，面朝开阔农田，远眺石子岭。

那告坡始建于元末明初（约公元1364—1368
图1  空间—价值—文化关联系统

图2  那告坡总体风貌形态

年），以“覃”姓聚居。至今仍保留明清的总体形态——扇形放射状（见图2、图3），有39栋清代建
筑、5块清代牌匾和“土地改革”田汉故居，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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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崇拜祖先的空间体系。覃氏宗祠为“二进一天井”式空间结构，由露台、头门、天井
和后堂组成，它们中轴对称，产生精神聚焦的仪式路径，体现了祭祖仪式的精神性和庄重性。

综上，覃氏宗祠的整体格局体现了宗族精神性场所承载的祭祖活动的最高地位与至高神性。

 2.“天人崇拜”的文化内涵

（1）引导山水格局的自然崇拜。那告坡作为典型的传统农耕村落，农耕活动高度依赖自
然资源，于是产生了自然崇拜，突出表现为对山水的崇拜；并衍生出“天人合一”环境哲学和
“理想模式”风水学说，形成“天人和谐”的人地伦理，以上共同构成了突出的自然生态观。
因此，在“天人合一”环境哲学的影响下，注重“人文”呼应“天文”，宗祠各空间顺应地
势，减少了对自然的破坏。在“理想模式”风水学说的影响下，运用“枕山”风水观念，宗祠
选址于平地边的山坡上，利于挖塘蓄水又防涝排水。同时运用风水“点穴”法，宗祠矗立村
头，产生地方识别性和归属感。最后通过水域树林引入自然生态功能流，营造舒适的微气候。

（2）彰显空间权威的祖先崇拜。那告坡村民敬畏祖先神灵，于是产生了祖先崇拜，突出表
现为对宗祠的崇拜，并衍生出宗亲活动与祭祖仪式。为了营造祭祀祖先的仪式感，讲究集中
活动、尊卑有序、主次分明、中心对称布局，在空间组织上呈现前卑后尊、中央核心和中轴
对称。

（二）形态特征

1.宗族伦理的形态特征

覃氏宗祠的形态特征是族群对于场所表达性和活动秩序性的体现，反映出公共祭祖场所和
宗族伦理之间的空间关系。

（1）宗族伦理的平面形态。宗祠顺应等高线并垂直往后排布，祖宗灵台后置，表达“前低
后高”的平面伦理次序。宗祠以中轴统领“一明两暗”平面，通过加宽明间表达秩序中心。以
上反映了祠堂对宗法礼制的遵守服从。

（2）等级最高的空间形态（见图4）。后堂作为宗祠核心，以厚重实墙和隆重屋顶界定，
净高平均3.90米，净宽9.80米，净深7.40米，高宽比0.40～0.53，尺度舒适开敞，阳光可通过
“过白”照至灵台前；良好的承载了祭祖、议事和私塾等最高级活动，显示后堂等级最高。其
他空间减少围护、减小尺寸、压缩尺度，等级逐渐降低。以上空间布局反映了祠堂对宗法礼制
的有效把控。

覃氏宗祠的建筑结构具有浓厚的岭南式风格，屋顶叠瓦垄，灰塑龙船脊、反宇向阳；屋
檐下墁砖铺地，麻石铺就的阶条拾级而上，门厅两侧有木檐柱两根，下有石础为束腰花瓶式，
顶上抬梁式梁架；明间实木大门两扇，设石门枕、木门槛，槛框安放横额，左右各有方形海棠
角门簪，阳刻八卦“乾、坤”二字图案；面墙顶绘制红五星和壁画，壁上题写诗句。宗祠前塘
伴树，天井窥竹，后堂有灵台，内设私塾。整体布局包含家庭祭祖、长老议事和村童学考的空
间，增添浓重族群气息和庄重肃穆气氛。

综上，覃氏宗祠以最精美建筑结构和最重要活动举办场所体现其最高等级地位，建筑形态
特征遵从宗法礼制的伦理等级关系，房屋地位越高，平面越后置；空间越围闭，尺度越宽大；

三、覃氏宗祠

（一）整体格局

1.“天人和谐”的整体格局

覃氏宗祠以风水点睛之态矗立村头，以祖先信仰成为族群联系的纽带，造就了“天人和
谐”的整体格局。

（1）天人合一的山水格局。覃氏宗祠位于村口外100米处的山坡高处，面向半月塘和山丘
丛林，以风水点穴之势彰显了祠堂的重要性。宗祠各空间结合地势分台，减少破坏自然趋势
（见图4），形成“枕山、傍水、面屏、围绿”的理想风水格局。

图4  覃氏宗祠剖面图

图3  那告坡总体平面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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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于便行的低处平地；不同功能依次递进，使活动开展有条有理；最后以关联要素的集中产生
分区聚集效应，集中共享资源，促进集体生活的开展。

（二）形态特征

1.生活秩序的形态特征

广场巷门的形态特征是场所秩序性和活动安全性的反映，投射出村内集体生活领域与生活
秩序之间的空间关系。

（1）人地秩序的平面形态。广场临水面因人工挖掘而平整，临山面顺应等高线低处布置，
同时引入人工与自然的秩序。民居阻挡和偏转院落作为广场和巷门通道的空间过渡，引导广场
门楼秩序向内渐进。

（2）秩序井然的空间形态。广场整体露天并且围合，长60米、宽5米～20米，建筑高3
米～6.50米，围墙高1.50米～1.72米，高宽比0.029～1.02，面积830平方米，尺度舒适开敞，体
现秩序性较弱。但是门楼较为开放，村口门楼净高平均3.50米，净宽3.70米，进深3.45米，高
宽比0.95～1.01，巷门略矮，尺度舒适，秩序性增强。广场和门楼的空间变化增加了生活秩序
的象征性和可能性。

村口门楼，灰塑博古正脊，龙船垂脊，反宇向阳，正面门额悬挂“武魁”木匾，两枚硕大
门簪自前穿后，山墙内侧嵌砌清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西教村齐心禁约碑记”；巷门面
狭显门高，正脊较突出；门楼以突出的风貌形成象征秩序性标志。广场墁砖铺地，节点路径铺
纹变化，引导人们行进的方向。师公戏和宗亲聚会其中、石凳布于节点、植物配景点缀，增添
布局合理的秩序气息，营造秩序井然的氛围。广场门楼以突出地标和布局合理来传递出对秩序
的调控。

综上，广场门楼的形态特征遵从制度崇拜所向往的生活秩序，以广场和门楼为核心与秩序
的互动领域，随内向性增加，其秩序增强；需限制因素越多，其形态越突出。

2.制度崇拜的文化内涵

引导空间秩序的制度崇拜。古时南宁常有土匪和战乱，那告坡为了保障有序良性发展，
产生了制度崇拜，并逐渐形成制度文化。突出表现为聚族而居、村规民约和防御规制等规章制
度。其中运用聚族而居和村规民约等“软制度”进行“行为教化”；防御规制借助围墙和门楼
形成“硬制度”，进行“空间教化”，共同引导生活秩序。

五、宅间巷道

（一）整体格局

1.族群体系的整体格局

巷道空间根据族群体系而扩展，巷道间的顺序和远近关系意味着族群关系的亲疏，体现整
体格局与族群体系的关联。

（1）族群发展的山水格局。巷道坐落于坡岭之上，进深100米，高12米，坡度12%，体现
“后代高于前代”的族群良性发展方式。

风貌越丰富，象征越接近祖宗。

2.宗法礼制的文化内涵

崇尚等级思想的宗法礼制。原始氏族社会孕育的宗法制度与在文明层面发展出的封建礼
制，共同构成了“天地人神—君王臣民—男女老幼”的伦理等级观念。那告坡作为北方汉人移
民村落，在广西偏居一隅的封闭环境中，覃氏子孙世代传承了此等级观念。因此，宗祠以祠堂
为先、层次布局、装修纹样与家法族规等为方式和工具，外化为宗族伦理的表征。同时也遵循
“孝悌”的伦理观念，以祭祖仪式赋予宗祠浓厚的族群意义，通过礼仪教化巩固宗族伦理。

四、广场门楼

（一）整体格局

1.公共核心的整体格局

广场作为村落首级结构，是室外生活空间的公共核心，与门楼相连，形成组合型公共场
所，是宗亲聚会和节庆活动的集体生活领域。

（1）生活适宜的山水格局。广场位于低处平地，前为半月塘，面朝平原，远眺丘陵，符合
“背山、环水、面屏”的理想风水格局。广场以村口门楼与半月塘产生联系，满足群众生活用
水和戏水的需求。广场地面平坦、场地开阔，满足集体生活对舒适场地的需求，较好地承载了
交通、集散和聚会等集体生活。

（2）生活聚集的空间体系（见图5）。广场以村口门
楼联通3个巷门，前部为对外集散场地，中部为集体生活
场所，后部为内外过渡领域，结合门楼和围墙形成内向
型空间。各分区合理，产生分区聚集效应，聚集人流人
气，符合集体生活需求。

由此可见，集体生活场地贴近水体和村落主体，处
于自然和村落的中间领域。在进村路线上，广场是必经
之地，门楼是必过之槛。广场的风水位体现了集体生活
的自然性和聚集性，门楼的节点位置体现了集体生活的
限制性和族内性。

综上，广场门楼的整体格局遵循集体生活的适宜性
和内外关系，占据最优位置和地平临水是其特征，活动
对内越强，离村口门楼越远，意味与巷门、村民越密切。

2.集体生活的文化内涵

引导整体格局的集体生活。那告坡村民、覃氏族
人的集体生活突出表现在宗亲聚会上，聚会要求环境舒
适、安稳安定、内外过渡和资源集中。因此，为了生活
舒适，靠近水域布置广场门楼；为了生活便利，广场选 图5  广场门楼空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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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优质的空间形态。巷道露天围闭，通风采光较好。巷道起点宽4.60米～6.20米，
主体宽2.40米～4米，深处宽1米仅通一人；民居高3米～6.50米，围墙高0.90米～2米，高宽比
0.18～5.50；尺度总体舒适安定，整体越深越紧。因此，巷道对内公共性较强，对外则较为排
斥，为优质生活提供舒适安定环境，满足日常串门、小聚私语等生活需求，散发着浓郁的生活
气息。

巷门作为指路地标提高了交通质量，民居以高低和颜色变化产生韵律趣味。建筑风格统
一，但房间和构件的搭配方式各有不同，增加了营建趣味和每个家庭的历史印记，充满了家庭
的自我实现感。宅门面雕吉祥纹饰，木刻门簪形式多样，细部雕琢精美，正脊垂脊精致，富有
细节趣味。巷道墁砖铺地，门口节点铺纹变化，多配明沟，细节趣味充足。巷间设置有石磨酒
缸、牌匾和植物庭园，猫狗鸡鹅四处行走，村妇闲坐门枕石，增添多样生活趣味，散发品趣浓
厚的气氛。正是在这些精致多样建筑内产生了各种趣味丰富的活动，使得巷道里充满了令人回
味的人间烟火气息。

综上，宅间巷道的形态特征对生活氛围而言，平面起到基础作用，空间起到提升效果。巷
道折线越强、元素越丰富，越具有更多营造生活的基础和资源，生活氛围越有趣味和品质。

2.乡村生活的文化内涵

带来生活趣味的乡村建筑。乡村建筑是生活内容的主要物质基础，对生活场所具有塑造的
作用，其特征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在传统建村思想影响下，村落聚族而居、统一规划民居，
增加村民的共同生活。二是在“天人合一”环境哲学影响下，民居呼应场地变化，使选址朝向
和形状大小多样，促使巷道偏折，增加游憩产生的可能性和趣味性。三是在传统形态观影响
下，空间布置主次分明、秩序井然，追求村落整体，而形式变化多样，增加巷道生活的形式趣
味。在传统意态观的影响下，通过诗画式营造追求生活意境，以构图艺术达到村落整体气韵，
达到精神情感的寄托与传统文化的表达，提升巷道生活的意境韵味。

追求生活品质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村民自主改善生活的行为文化，其特征受以下因素
影响：一是在“人地和谐”的生态观影响下，通过引入自然元素，在自然中寻找生活内容，改
善生态环境，提升巷道生活的自然品质。二是在精神依托的情态观影响下，通过村落中朝夕相
处，感悟自然生命变化，感受村落生活情意，增添巷道生活的人情品质。

六、结语

在城市虹吸效应的背景下，如何提高乡村的吸引力，并在以现代技术更新乡村的过程中保
持乡村特色，传承本土文化，是新时代的乡村振兴面临着的严峻挑战。本文从文化景观的视角
切入，注重文化与自然的联系，提炼传统村落中独特价值，探讨“空间—价值—文化”之间的
关联，构建南宁沿江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文脉，对南宁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基金“桂西南传统村落及建筑空间传承与更新研究”

（编号：51968001）研究成果。

（2）族群秩序的空间体系。3个巷门生成3个主巷，3个房族的后代以此为约束展开布置，
同辈并排，后辈往后，前后隔巷，以此维系整个族群。巷道的生长秩序体现兄弟分家和后代独
立的秩序性。

综上，宅间巷道的整体格局起到族群维系的作用。分家时，同辈中年龄越大，其民居越左
置；宗族中班辈越大，其民居越前置，呈现“同辈亲近并列，前辈尊贵前置”的族群维系方式。

2.社会组织的文化内涵

建构宗族体系的社会组织。野生植物经过人类驯化，所形成的传统农耕生产具有鲜明的秩
序性与连贯性。因此，作为典型农耕村落的那告坡先民在组织族群时，非常注重秩序性与连贯
性，所以巷道以宗族结构、班辈等级、房族分家和空间组织为工具和方式，外化为族群维系方
式。同辈中“以左为长”引导3个主巷从左到右顺序排布，以“尊卑有序”引导后代分家时往
后排布，形成以覃氏族人为核心的大组团，以房族为分支的3个主巷，对族群社会组织起到支
配作用，有利于传统农耕生产的开展与扩大。

（二）形态特征

1.生活氛围的形态特征

巷道是日常生活发生的主要载体。巷道的形式和尺度意味着生活发生的可能性，巷道的丰
富度意味着生活的多样性和趣味性，形式尺度合理、丰富度较多的巷道具有更高的生活价值，
呈现对生活状态的控制及得到生活乐趣的方式。

（1）生活多趣的平面形态（见图6）。巷道顺应民居横向排布并垂直往后延伸，每经1—3
户民居便相交，因节点众多，可方便族人之间联系，进而带来多样的生活。另由于巷道转折较
多，几乎每经民居即偏折，同样也增加生活多样性和趣味性。以上反映了巷道对生活的影响，
即注重联系又讲究趣味。

图6  宅间巷道平面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