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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传承的微介入乡村规划策略研究

Micro-Intervention Rural Planning Based on 
Cultural Heritance

郭海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100044）

Guo Haian
(China Architecture Design & Research Group, Beijing 100044, China)

摘要：长期以来，乡村规划一直沿袭城市规划设计的体系，以总图或鸟瞰图来表达对乡村规划的成果。很多地方政府一轮一

轮做规划，但乡村风貌的改善效果甚微，这是因为忽视了乡村内在的文化传承问题，忽视了文化价值观的内在作用。源于城

市的规划设计方法不能草率地划定乡村生活，因此需要研究一种与乡村文化传承相适应的规划设计理论。微介入规划理论是

针对文化引导下的乡村复兴规划策略，基于一种小微渐进的方法，逐步实现乡村的改造与复兴，这种策略在当今大拆大改气

势正盛的新一轮乡村规划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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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rural planning has been following the system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and the results of rural planning 
are expressed in general maps or aerial views. Many local governments have made rounds of planning, but only little improvement 
has been made on rural landscape. This results from the neglect of the inherent cultural heritance of villages and the inherent role of 
cultural values.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methods cannot be used directly to demarcate rural areas. Therefore, we need to form a 
new planning and design theory which considers rural culture heritance. The micro-intervention planning theory is a cultural-guided 
planning strategy for rural revival, where the rural areas are transformed and revived using a progressive approach. This strategy is 
more suitable for rural planning than the big-scale demolition and reforms being conducted in the new round of rural planning process 
in China.
Keywords: rural planning; micro-intervention planning; consequentia, fault-tolerant; rural culture; rural revival

一、基于文化传承的微介入乡村规划设计

策略

文化的传承与修复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是

一个缓慢的过程。故此文化引导下的规划设计方式

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该过程不是单一的物质改造，

还包括对精神风貌的调理。通过对全国乡村风貌的

调研不难看出，以往大量、快速的建设方式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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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明显表现出“水土不服”。其原因在于“多

和快”而造成的人性忽视，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少

而慢”的规划方式，这个方式可以建立合理的信息

反馈与修正，从而做到真正意义的“以人为本”，

这即是“微介入”的规划设计策略的基本理念。

（一）微介入的规划方法

微介入的规划方法借鉴了中医针灸治疗的理论

方法，认为村庄如同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村庄的各

种物质存在如同机体的经络，通过对村庄机体“穴

位”的修复和改造，即介入，来引起整个乡村经络

和机体的反应，通过对介入所产生的反应的分析和

判断，来判断介入的有效性，从而进一步激发乡村

发展。由于这种介入带有一定的试探性，因此，所

介入的点或者说“穴位”应当尽可能地微小、轻微，

如同针灸时的一个很小的针灸点，所以称之为“微

介入”。微介入的规划方法是通过选择介入点（可

能是一处房子，也可能是一处景观，甚至是某种设

施等很小的项目），然后分析并推演对介入点实施

改造或修复后，可能带来的系列反应，如果推演的

大多数可能性有利于乡村发展，则对介入点实施设

计方案，同时进行后续观察，如果效果达到预期则

继续加强或扩大选点的介入，如果效果不能达到预

期则终止介入点的投入而转向选择其他介入点，其

过程包括选点、推演、实施或修复、容错、修正、

开放式设计等全过程。微介入规划策略框架体系，

如图 1 所示。

（二）渐进式规划理论与微介入规划方式的异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政策学者查

尔斯 · 林德布洛姆提出了渐进式决策模式，颠覆了

以往“理性决策模式”（理性决策模式是指根据提

出的问题，进行实际的科学分析和判断，从而解决

问题的决策），并且直接促生了渐进式规划的理论。

从而激发并产生了渐进式规划的方法：其要旨不在

于确定宏伟的目标，而是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对现

行的政策做出局部的边际性的修改，从边缘的改进

最终趋向一种整体的和谐 [1]。
在城乡规划研究领域，渐进式规划受到越来越

多设计者和研究者的认可，这种方式避免了传统理

论决策对发展过程中不确定因素的忽视，能够在实

践过程中不断修正和改善从而趋向最佳的结果。与

渐进式规划相比较，微介入方式更着重强调设计者

的立场与态度，也就是着手点一定要微、要小，允

许容错的可能性。近年来，渐进式规划理论也在发

展完善，有的学者针对历史街区、旧城改造提出

“小规模、渐进式”[2] 的方法，那么“小规模”同

样是针对城市问题，相对乡村就显得太大了。在乡

村中，更加强调“微介入”，而不要嫌介入点太小，

可以小到只有一个建筑，甚至于小到可以没有建筑，

只是一个景观小品或者凉亭。

渐进式规划强调从局部边际性修改，逐渐推进

规划实施；而微介入规划旨在通过对一个点的干

预，产生自发地良性循环，其目标不同、尺度不同、

策略不同。渐进式规划理论更加适用于城市、旧城

改造、历史街区更新，而“微介入方式”则为乡村

规划量身定制，具备更好的实用性。

（三）参与式规划理论与微介入规划方式的关系

参与式规划理论同样产生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

代，1969 年，雅恩斯坦在美国规划师协会杂志上发

表了《市民参与的阶梯》，提出 8 种层次的公众参

与模式，按参与度，依次为操纵、引导、告知、咨

询、劝解、合作、授权、公众控制等。1977 年《马

选点
介入点选择

推演
可能性穷尽

重新
选点

评估
选点的分析

评估
选点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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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微介入规划策略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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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比丘宪章》提出要建立公众参与的城市规划：城

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员、公众和政府领

导者之间系统、不断地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之上。 
1981 年，哈贝马斯的著作《交往行为理论》出版，

提出“目的行为以及交往”[3] 的研究，为参与式

规划提供了理论基础。

随着欧美公众参与规划以及后来的社区营造运

动，参与式规划的方式也逐步成为社区营造的主要

途径，在我国台湾地区，社区营造运动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和水准，其建筑师的乡村实践基本属于

这种类型，也就是社区文化激发下的参与式规划实

践。参与式规划将使用主体带入规划设计过程，加

强社区成员的责任感与共同认识，在乡村规划中起

到了良好的作用。

与微介入方式比较，参与式规划强调的是规

划行为的主体，侧重于过程导向；而微介入强调

的是客体的选择，侧重于结果导向。这两种方式

不存在概念之争，但切入点有所不同，参与式规

划更加适合社会学、规划学层面的介入，而微介

入适合建筑学、景观学层面的落地实践。两者可

以互为补充，从而覆盖从主体认知到客体改善的

全面风貌提升。

（四）反规划理论对微介入理念的借鉴关系

反规划的理念同样首先在规划领域为学者们所

重视，其对城市规划的逆向思考，提出了保持自然

生态的重要性。1969 年，英国著名园林设计师麦克

哈格发表的《设计结合自然》指出：今天，自然环

境在乡村中遭到侵害，在城市中却因太稀缺而变得

宝贵。反规划的理念要从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入手，

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 [4]，来保护好自然

生态环境，然后再进行规划。

反规划理念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高度重视，对

地理山水格局的充分尊重，落实到乡村规划上，就

是对乡村山水格局的保护与珍视。有些人认同了微

介入的设计理念，但是在选点时就总是另辟出一块

“建设用地”，搞全新的植入，不是一定不能全新建

设介入点，但出于对乡村自然格局的保护，应该在

微介入选点时优先考虑已经存在的点，以旧有的或

者废弃的建筑、景观作为介入点，而不是动辄就拿

出一大片土地进行新的规划。

反规划思维除了对微介入的选点有着重要的借

鉴意义，在传统村落安置点选择上也颇有借鉴，当

前很多传统村落出于保护的目的，在传统村落旁边

安置居民点，大片的行列式新农村社区出现在传统

村落旁边，破坏了原有村落的风水格局，例如福建

省连城县培田古村落的新村与古村近在咫尺，而风

格和布局上也不太相宜，因此很不和谐。

（五）微介入方式在乡村的适用性

微介入方式的核心在于“微”，也就是非常细

小的介入。微对于村庄的直接效益有三个方面：投

资少、见效快、副作用少。这很容易理解，选择的

项目小，投资也就不多，建设自然就会比较快，同

时，如果选点错误也将付出最少的代价，但也不等

于没有代价，因此选点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通常

要对选点进行反复的推敲和判断，才能够发现最佳

的介入点，这个过程便是针对选点进行的“推演”。

相关规划理论的对比，如表 1 所示。

二、 对乡村规划“介入点”的分析与推演

选定一个乡村规划“介入点”，接下来要对该

点进行认真的分析与不同可能性的推演。推演的次

数越多，考虑的因素越全面，则推演的成功率越高。

尽管推演是一个虚拟过程，但是推演过程要基于尽

可能全面的客观现实条件。

（一）推演的概念

“推演”（consequentia）表示前提和结论之间

的推出关系 [5]。在本文中推演是指确立了选点后，

根据现有乡村的客观条件，由选点所引起的可能性

推导。因为各种客观条件对项目干扰的力度不同，

以及可能存在其他限制条件，推演的可能性也有很

多种，不仅仅是 A-B，还可能是 A-C 或 A-E 等等，

因此要对选点做尽可能多而细致的推演。

（二）推演的作用

在本文中的推演实际上是假设前提、真实条件、

到假设结论的过程。既然开始和结尾都是虚构的，

那么其作用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推演的作用非常

重要，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推演可以理性地验证选点的正确性。在

一个确定的假设前提的基础上，通过现实条件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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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可以得到很多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的积极结果

越多，则证明该选点的价值越大。

其次，推演的最理想结果可以作为乡村规划导

向。假设可以穷尽推演的结果，当然现实中不太可

能，那么其中最好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就是想要的

结果，这个结果比较容易被发现，那么在选点后

便可以通过规划引导、社会学辅导等方式去导向

这个结果。

最后，推演可以预见实践过程中的一些不利因

素。每一条积极导向的线索都可能被一些不利的客

观条件所中断，通过预判，可以尽量降低不利因素

出现的可能性以及出现后的危害性。

（三）推演的方法

前文已经陈述，推演的三个重要环节：假设前

提、真实条件、假设结论。因此，推演的可靠性也

就基于这三个环节的准确度。

第一，通过文化基因来假设前提。乡村要想持

续健康的发展，文化是很重要的前提，因此介入点

选择一定是在深谙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对激发传统

文化和社区文化有重要意义的点。这就需要认真挖

掘乡村的历史、各个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产业，从

中找出最适合的切入点。因此，对村庄历史做全面

的梳理是第一步。

第二，立足客观实际的真实条件。真实条件是

三个环节中最好触碰的，也是最难全面的。对真实

条件的摸查只能是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采访，从而收

集最为全面的资料。微介入的方法在开始调研前要

明确一些可能的介入点，在调研过程中通过了解村

民的意愿，既是对介入点的校验，也是对结论的有

力支撑。

第三，基于积极引导的假设结论。当设计者通

过自我经验或者借鉴他人经验对前提和条件进行推

导时，应尽可能采取积极的立场。因为微介入的方

式不仅仅在于微介入点的改善，同样侧重于对乡村

发展的积极引导，否则单单是一个点的改善而没有

后续的引导，也不能取得良好的收益。因此可以预

计真实条件也是可以被改善的，甚至在推演过程中

就可以提出改善的方法。

三、对乡村风貌的容错与校验

有了最具可能性的、积极的推演结论，我们就

可以对介入点实施改造和建设，在建设完成后很长

的一段时间里，要持续地对乡村发展成效进行观察

和进一步的引导，这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要耐心

并且允许某些错误的暂时存在——即容错。

（一）乡村风貌的容错概念

容错是借用一个计算机领域的词汇，其解释

为：容错技术是指当系统在运行时有错误被激活的

情况下仍能保证不间断提供服务的方法和技术 [6]。
容错即是 fault tolerance，确切地说是容故障（fault），
而并非容错误（error）。从这个概念解释可以看出，

容错的前提是整个系统不能瘫痪，也就是这个“错

误”不至于导致整个微介入计划的失败，只是阶段

性地、临时性地不满足要求，这个错的本质在于可

以被纠正，而不去人为地强制其纠正。通过其自我

意识的发觉进行自我修复的过程，称之为容错过程。

微介入规划的目标在于实现乡村的自我激活和复

表 1  相关规划理论的对比

类别 / 对比 目标 切入点 组织学科 应用范畴 实施方法

渐进式规划 规划区域趋于整体
的和谐

局部的边际性
的修改

政府
规划师

城市设计
旧城更新
历史街区

局部设计→各方意见反馈→扩大设计

参与式规划 强调公众参与并营造
社区文化

人际关系 社会学者
规划师

社区成员
社区环境
社区文化

社区组织→公众参与→情感共同体

反规划 保护生态自然的山水
格局

人地关系 景观设计师
规划师

城市设计
旧城更新
新村设计

不建设区域的控制→建设区域

微介入规划 干预并激发乡村的
自我更新

介入点
一栋房子或
景观

建筑师
规划师
景观建筑师

乡村风貌
乡村文化
乡村产业

介入点选择→单体或景观实施→ 
激发乡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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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因此必须保持容错的态度才能确保乡村不断朝

着正确的方向修正发展。

（二）容错的重要性：容错引发乡村文化自觉

容错是文化修复的重要环节，对文化的自觉

或者再认识，需要以容错作为手段。对云南大理

沙溪古镇的调研可以发现，很多农民用夯土技术

重新翻新住房，一些盖了几年的“现代白瓷砖房”

被拆掉，被问及原因时，村民答复“这样的房子

作民宿，游客不愿意住，他们就喜欢土做的房子”。

这就是容错的重要意义，如果一开始就强迫村民

建土坯房，他们会有抵触的情绪，只有通过市场

和主流文化的导向，使他们自觉地认识到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才能够发挥其智慧做出更加有热情

和创新的建造。

（三）容错的时效性：从容错到纠错的乡村发展

首先，容错不等于放任错误。所谓容错一定是

在可控范围下的，在一定时间内必须要解决的错误。

其次，容错的对象是原住村民。换言之，容错是容

别人的错，需要联合对象的错，而不是规划设计方

和政府决策方的错，决策方和设计方的错必须一开

始就被纠正。最后，容错终究要被纠错。纠错可能

不止一次，可能有很多次，甚至是长期不断地纠错，

这便是乡村规划必须是“可持续的开放设计”。

四、建立可持续的开放式乡村规划体系

希格弗莱德 · 基提恩在 1941 年出版了重要的

建筑评论著作《空间、时间与建筑》并批评：工

业与技术只有机能的意义，而缺少感情上的满足。

而感情上的满足，需要建立“时间 – 空间”的新

概念 [7]，也就是时间维度上的陪伴。彼得卒姆托、

斯诺兹、黄声远等很多建筑师坚守超过 20 年，体

现的便是这种陪伴。

乡村微介入规划是一种开放体系的设计，其推

演和容错的过程就是一个长期不断调整的过程。设

计者需像黄声远先生那样时不时地去乡村看看，找

一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一）开放式设计的重要性

开放式设计借鉴电影中开放式结尾的概念（the 

open end），是指不提供唯一确定的结果。也就是说，

是一个可以由村民、业主、使用者不断拓展的设计

结果。由于乡村规模往往不大，所以乡村中的建筑

经常会根据时代的特点变换使用功能。经常可以看

到一些乡村里的空间发生职能转换，比如小学改

成了村委会，仓库改成了小超市，晒谷场变成了

广场舞场地，公共建筑、公共空间在乡村中的稀

缺促成了这些功能随着时代而转换。故此，乡村

公共建筑要足够开放，可以自由转换。

乡村居住建筑一样需要开放式的设计。调研民

居不难发现，大户宅院都是不断积累形成的，今年

大儿子结婚在旁边续一间厢房，明年二儿子结婚再

找地方建一处房子。农村的房屋总是不断发展变化

的，其规模小且产权独立，和城市的状态不同，其

灵活性和适应性可以充分体现人民的智慧，在发展

中与时俱进。

（二）建立“微介入、推演、容错、修正”的持续

设计体系

至此，本文论述了从微介入选点开始，到推演

容错，直到检验修正的全过程，建立这样的一套方

法，对乡村的规划发展至关重要，其核心理念在于

从切实的小事儿做起，尝试慢慢改变一个村庄，不

要一次性把规划做完，而要不断地根据需要逐步更

新与发展。

五、微介入乡村规划案例实践与理论校验

（一）介入以前：2014 年的祝家甸村 

第一次调研祝家甸村的时候，调研组住在了

村南 2.5 km 之外的周庄，当时的祝甸村及其周边

没有一家旅店或客房，很多屋子处于空置状态。

行走在乡间，偶见村民，问起这里有没有房子可

以出租，只能得到对方不解和疑惑的眼神。在第

二次调研规程中，调研组对祝家甸村进行了全面

的统计，逐门逐户地调查，截至 2014 年 6 月 12 日，

村庄中 242 栋房子中有 142 户正在使用，使用率

不到 60%，其中仅有 1 户是外来的，52 户为留守

老人居住。

尽管与周庄古镇只有 3.5 km 之隔，与锦溪古镇

只有 5 km，距离同里古镇不到 20 km，但是祝家甸

村却宁静得门可罗雀；尽管与姑苏陆墓同为金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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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锦溪陈墓却落寞得鲜为人知。在采访的年轻

人中，因为觉得很脏很累，并没人愿意继续传承这

门手艺。根据我们的调研，目前村里还在烧砖的大

约有 30 多人，但是能够盘窑的仅仅剩下 2 人。让

这样一座历史悠久、风光秀美的乡村重新焕发活力，

将这种宝贵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让村里人和村外

人都懂得这个乡村的价值与金砖文化的魅力，是规

划者首要应对的问题。这个村良好的文化基因和地

理环境，使其成为乡村传统文化引导乡村发展的实

践案例。

（二）开始介入：选择最合适的介入点

在祝家甸村，村口有一座 20 世纪 80 年代村民

自建的砖厂，已经荒废，部分坍塌，荒草丛生、岌

岌可危，从北侧已经塌落的楼梯口，可以看到墙顶

“淀西砖瓦二厂”六个充满时代记忆的大字。这个

破败的砖厂成了介入点的最佳选择。

首先砖厂的位置在村口，外部道路与村子之间，

从村子北边隔湖相望的同周公路上便可以看到砖厂

的烟囱，是联系外界和村庄的良好位置。如果以

砖厂为起点，对外可以形成外围路网与乡村的衔

接，对内成为进入乡村之前的“乡村序厅”。其次，

这是一栋形式很常见但规模非常大的霍夫曼砖窑，

可以找到类似的设计图纸，掌握其内部空间。砖

厂上层空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可以提供灵活的

大空间，满足不同的使用功能。最后，这个砖厂

是这个乡村自身传统文化的产物，这个村很多人

以烧砖为产业，这个厂房是烧砖产业在这个年代

的发展记忆，成为砖文化主题非常好的载体。基

于这样的考虑，关于砖厂介入以后的可能性推演

是下一步的工作。

（三）分析推演：从砖厂到对面的砖窑

砖厂在村西，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砖窑在

村东，如果以村西的砖窑作为起点走到村东的古窑

参观，就可以形成很多穿过村子的路径，那边在这

些路径上就有了商机和各种发展的可能性。而这些

可能性的基础在于村里的情况，于是项目组对村里

逐家逐户地进行访谈和调研，了解每家的留守情况，

家庭状况，是否有意愿进行改造，是否了解当地的

传统文化、传统工艺等信息，然后分析线路上可能

发生的事情。

（四）推演成立：针对介入点实施改造

一座 20 世纪 80 年代村民自建的砖厂，大多依

据祖上传下来的标准图集和工匠的经验，准确来说

结构和建造都没有经过专业的设计。其保留与改造

需要很大的决心与投入。当看到国内权威测试单位

的检验报告以后，旧厂房基本被定义成危房，拆掉

或许才意味着更少的投资和消耗，然而如果拆掉这

座厂房，也将拆掉那些已经离开乡村，正值二三十

岁的年轻人们，孩提时在这里欢笑的记忆；也将拆

掉四五十岁，壮年时在这里工作创业的村民的记忆。

拆除意味着年轻人将失去对家乡印象，再无依恋；

而老人也将无法回忆已逝的青春汗水，只能在回忆

里去找寻片段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拆除是不可逆

的，也是无法挽回的。因此，最后决定保留。    
在房屋里植入了展厅、制砖工坊和休闲咖啡，

这些能够吸引一些人群，并将其留住的简单功能成

就了介入点的全部，项目组开始尝试通过对这个小

点的改造，吸引人们的视线，为乡村带来新的希望。

砖厂上层的改造预算并不很高，单方造价不到

3000 元；规模也不大，总面积为 1200 m2，当地政

府很快同意了改造方案并开始实施。

（五）容错机制：允许村民的发挥创造

实践证明：祝家甸的介入点是成功的。两年后

的祝家甸村发生了很多变化，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

村民都在翻新自己的房屋，空置房屋的出租价格也

比一年前刚刚有人开始出租时翻了一番。村民们建

设家园的热情被激发了，从各种细心的装饰构件可

以看出，他们已经不是在简单地搭建房屋，而是充

满热情的设计。

很多人担心这样乡村的面貌会变得杂乱而失去

控制。而一路推演走来的我们却并不太担心，因为

一个良好起点引发的演变过程总体是好的，也不排

斥中间会有一些过错，这些小的过错会在大的良好

趋势下逐步地调节。在设计的起点，已经确定了乡

村的格调和价值观，随之而来的将是对所有既成事

实的检验，人们总会在自己的磕磕绊绊之间学会走

路和奔跑。

通过改建砖厂与民宿学校，我们已经逐渐影响

了村民的观念，让他们慢慢认识到要尊重过去，要

尊重江南的记忆，要融合建筑与环境，要进行一定

的创新和改进，这一切他们或许看得明白，也许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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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看不明白，又或许有一些不同的观念，但是只要

他们基于这样的思考去建设，其结果就会被社会和

市场检验，然后便会自我修正，满足社会的发展和

市场的需要，然后逐步趋于正确，这个过程并非一

蹴而就的，也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需要一个长时

间的，能够容错并自我调整的过程，从起初的轻介

入与推演，到最后的发展与容错，希望我们的尝试

能给国家的乡村规划带来新的方式与探索。

（六）设计不止：楼上到楼下，村口到村里

砖厂改造的延续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身

改造的延续：原本的设计任务只有上部的加建，而

我们希望也将窑体内部加以利用和加固，我们将加

固单位设计的钢拱架改造成厚重精美的砖拱，并且

让盘古窑的砖拱技术在这里得到了数十次的验证。

接下来，业主提出利用檐口下空间的要求，我们设

计了在砖柱子间加玻璃、加维护的方法，将原本

残破的批檐修复一新。另一方面，后来延伸的项

目也随之而来。砖厂距离村子还是远了一点，新

的项目拟在砖厂与村子之间建立一个联系，这个

联系便是一所民宿学校，学校不仅教授村民如何

办民宿，更加重要的是把更多的村民引进到乡村

里去，从而带动乡村的改变。民宿的结构采用了

我国台湾著名乡村建筑师谢英俊老师的薄壁轻钢

框架体系，邀请了国内颇为成功的莫干山原舍的

经营团队来这里开班办学，所有这一切都是激发

村民自我觉醒，认识到家乡的美与价值，从而引

发乡村的自我更新与发展。

（七）实践案例效果分析

2017 年初（数据统计到 1 月 1 日），242 栋房

屋中有 19 栋被翻建。2018 年初（数据统计到 1 月

1 日），242 栋房屋中有 62 栋被翻建。同时，新增

公共建筑 2 处，新增活动场地 2 处。村民自发建设

景观小品 10 余处。村中与外地人签约代为经营房

屋 20 余栋，而 2014 年以前这个数字为 0。可见微

介入策略对祝家甸村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村民

回迁及服务业明显开始发展。但基于该策略的效果

应当是持续的，所以我们期待更加长期的观察与

检验。

六、结语

城市规划的方法在乡村中应用显然是不适用

的，建立一种和乡村相宜的规划方法至关重要。微

介入方式是针对乡村的规划方式，与城市规划不同，

乡村里的人地关系、人际关系、人文关系远比城市

复杂，更像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命集体，对

这样一个如同生命一样的客体进行设计，应当采取

谨小慎微的态度，不断地小修小改，出手过重或者

过于强势地干预乡村发展，都可以导致乡村发展的

畸变甚至导致乡村机体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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