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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摘要：

新中国成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大量的现代住

宅逛渐取代了传统民居。同样在“没有建筑师”指导的自主建设状态下，在同一

地域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而柬的传统民居与现代民居的建筑形奎却迥然不同，光芒

璀璨的地域文化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消失殆尽。因此，丽对“如何使优秀的传统

地域文化在当代甚至未来的建筑设计中延续与发展”这难题，我们更应浚思考

的不是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建筑形态，而是为什么会形成目前的建筑形态，找出

真萨有影响力并且得到传承的建筑传统，这便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奉论文以山西省沁河中游地区传统聚落、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太阳古镇为例，

对其传统民居和建国后的现代民屠做了较为详尽的调研．将基础资料进行收集与

整理后，提炼出大阳镇传统民居的特色以及建吲后民居发展的五个阶段。在此基

础。卜，从空lq与形式、比例与尺度、结构与材料、色彩与装饰四个方而对其演变

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建因后大阳镇从传统民居到现代民居建筑形态的演变

规律，同时挖掘演变过程背后的物质及非物质演变动因。最后，客观地评价演变

的积极影叫与消极影响，并对提H{新民居未束发展趋势及设汁建议。

关键词：民居；建筑形态：空间形式；比例尺度：结构材料：色彩装饰：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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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From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o many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rural areas situation

More and inore traditional vernacular housings are taken placed by modem domiciles

Althotlgh both of traditional vernacular housings and modem domiciles develop and

evolve under the same regional culture without the guidance from architects，however,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almost all respects Meanwhile．the great

regional culture with bright light is vanishing in the process of urbmgzation stealthily．

Consequently,when we face the issue that how to guarantee the great regional culture

with bright light call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evolve in the present and the fiature，what

we should focus on more is not the architectural formation in the past in山。present or

ln the future but the causes of the remainder architectural fomaation In addition．we

investigate to find the influential and authentic architectural traditions which afe

1nherited well In this article

In the article，we adopt the traditional veruacular housings of Dayang Tow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the Qinshui River in SHANXI province as the example On that

basis．we investigate a mass of traditional vemacufar housings and modem domiciles

and sHnl up the five significant s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vemacular housings after the

founding ofthe n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vemacufar housings of

Dayang Town after the research ofthe fiandamental information And then，we make a

deep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mad social causes on the four aspects--

space and form，proportion and scale，structure and materials and Color and adornment

Therefore，we propose the evolvement rules of Dayang Town lhom traditional

veNlacular housings to modeHl domicil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ation and the

physical and nonphysical causes behind the evolvement At last．we make all objective

assessment ofthe evolvement and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the modem domiciles

KEYWORDS：Domicile；Architecture Form；Spatial Form；Ratio Scale；Structural

Material；Polychromy；E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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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绪论

1 1 问题的提出

I 1 1国际背景

1)当代国际走向全球化

近年来，建筑文化领域，出现了建筑的“全球化”、“同一化”趋向，这是现

代主义作为国际风格日益显现出其过于简单化和缺失文化性的弊端。虽然众多传

统城市面貌焕然新，但带来的弊端却是建筑风格、形式的雷同，以及地域建筑

特色的消逝、地域文化特色的没落、历史文脉的断裂。

2)新乡土建筑丌始复兴

如何积极达成进步的世界文明，1『|J同时又延续原有地区的传统文化遗产?为

了反对建筑的国际式，各国建筑师们丌始热衷于探索多元化|殳计策略。新乡土主

义作为多元化建筑思潮中的一支应运而生．其探索先驱是芬兰建筑!】_|i阿尔瓦阿尔

托(AlvarAallo)。

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社会最媳型的特点是“乡土社会”，中国庞大

的古村镇依然存在着大量蕴减巨大文化财富的乡土建筑，这些无疑是新乡土建筑

创作的源泉。而传统民居是乡土建筑中的晟大组成部分，其对功能和材蚪的重视

与审美的独特陛有着现代住区难以具缶的完美结合。本文所研究的如何在乡土民

居延续传统文化、传承乡土技术，对抵抗建筑“全球化”、顺应“地区化”有着极

大的学术意义。

1 1 2 国内背景

经过建国后的建设波折，加之近二十几年柬在乡上社会中所发生的经济形态

的显著变化，真正意义上的那些典型的、完整的聚落己属风毛麟角，农村早已出

现了盖“洋楼”的热潮，面j广量大的传统民屠一跌跌撞撞地山乡土建筑向现代农

村建筑转化。



1)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发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阮仪三、陈志华等学术界有关人士带头发起古村镇

的保护与更新规划，传统的乡土建筑包括传统民居的研究与保护、再利用丌始得

到重视，一时间掀起了古村落保护规划的热潮。

到了2006年2月，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目标。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在广大农村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

2)建筑师的尴尬

负责保护规划的建筑师在对当地进行了细致深刻的研究之后做出详细的保护

规划，而负责新农村建设中的建筑师由于对乡土文化了解不深入而生硬地主观介

入，最终出现了尴尬的局面——“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全囡乡

村民居千篇一律，面貌焕然一新，问题也接踵而至：建筑能耗较大，滥用土地，

耗能费材：建筑结构安全度低，抗震性能差：建筑功能失调，基础设施不完善；

总而言之，’^居性差。上升到文化层面则是，与原有乡土文化格格不入，破坏了

乡土聚落的特色面貌。

3)现代民居的白发性演变

问题的关键是．历史是I_l|人民群众创造的，传统乡二L民居是历史积淀的结果，

而即便到了建国后，由于无专业人爿管理，以及受到经济、技术水平、地域文化、

自然条件、生活方式等凼素的影响，大部分现代民居基本处于自发演变的复杂动

态过程中。

那么，在城市化背景下，扮演建筑师角色的广大农民又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

代的关系的呢?像数千年的传统民居演变一样，现代民居在自发演变的过程中仍

然会在某些方而保留着代代相传的特定模式。这种模式既是传统智慧与文化的体

现，也可能与当代居住环境的需求相矛盾。

这些模式是历史的选择，因为随着社会的变迁与时代的发展，民居的进化与

演变无可避免。居民作为现代民居的主人，会自发地埘民居作山适应陛调整，这

种调整既可能是时代的进步，也可能是缺乏引导而出现无序发展后的衰退。

因此，对当下现代民居建筑演变的研究，可以从民居的自发改变巾找到“特

定模式”以及民居营建巾的根本问题，进而寻求演进中各种问题的控制策略，引

导民居良性发展。

1 1 3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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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的写作动机(提出问题)是建立在近年来对沁河中游地区乡村实

地深入阔查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相关资料搜集的基础上的

笔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跟随导师参与了沁河中游诸多古村落调查研究及

保护规划工作。在调研过程中，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另一方面也亲身

体会到沁河中游乡土建筑的独特魅力。出此触动了本人一次次的思考：这些乡土

住宅如何爿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新乡士住宅如何才能传承乡土文化?这些思考

引发了笔者的兴趣，研究动机也由此而生。

1 2既往研究综述

1 21 国内研究现状

1)关于传统民居的研究

表1

时间 研究 研 研究视 研究成果 研究地位

机杜J 究 角

人

品
20卅纪 浩华 刘 文化本 《云南一颗印》：《四川住宅建 最早学术研究成果

40年代 人学 致 质 筑》

营造 平

学社

20世纪 清华 刘 建筑史 《中国住宅概论》： 掀起全国K居研究高潮

50年代 人学 敦 《浙江虬居》、《福建K居》、《徽

到1964 营造 桢 州明代住宅》等分省K居系列：
正 学社

1989年 清华 陈 历史、社 《中国村腊》； 开创了研究乡十建筑的

以米 人学
I?

会、文化 中华遗产·乡十建筑系列—— 先河．在1989年以来进

乡十 韭 的多元 《CiJtt华片K居与安贞堡》、《孛|j洞 行的乡h建筑峒赉基础

建筑 李 珀度 村》、《楠溪江中游》、《请器村》、 上完成，，L柯历史档案

研究 秋 《婺源》、《高倚村》、《荚麓 价值车¨极强的观赏性

所 香 村》、 《新【ll村》：

精品村落系列——《梅县三村》、
《J村》《十里铺》，《楼F

村》；

成果总结——《乡十瑰宝住宅》
2007；《乡十【t居》2009

科普系列——《中国比居五I 5》

包括《北方KJ葺》、《浙江【t居》、
《福建K腊》、《赣啤¨居》、《【婀

南K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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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民居形态演变的研究

表2

华中科技入学 鄂尔南地区 《鄂鄂东南地|ji【东南多+建筑气候适应性研究》：
《鄂东南传统峙居现状及保护》：

《鄂东南传统比居气候适应性研究》

湖南人学 湖南地区 《湖南汉族传统吣居改造中的视知世分析》

两安建筑科技大学 戈中地区

《黄中地区现代KJ苦建筑类14化基础研究》；
《戈中乡村建筑热环境与节能设计研究》

华侨人学 泉II地R 《泉州十楼及其类住宅设计模式》．

《泉州传统居K基本类耻的空间分析及其类醴计研究》；

《泉州沿海“厝K居初探》；

《泉“f近代与当代骑楼比较研究》

3)关于新民居的设计实验

表3

时间 研究机构 项目 研究视角 说明

主持

人

2 0itt 朱良 材料、技 云南傣族新K括实验。1997：
纪90 云南I’业 文 术、施■ 】刚随新酒～局部更新设计：
年代 人学建筑 文化 通过实验研究，从而确定种适台傣族地区村寨推

学系 J建造的功能改善、材料更新、施I．方便X保持传

统特色的住宅体系方案上
2 003 清华人学 徐p 材料、技 山尔蓬莱农宅殴计，2003；
缸 建筑学院 国 术、施I’、 要富有l苛意地建造，使¨j地方的材料、施l‘技术，

教授 文化 尊重地方的历史、文脉，通台当地的气1l雯、环境，
满足地方人的需要。这是我们选择收比住宅的初

衷。
2 005 台湾乡村 谢英 生态角度 f J-I⋯⋯1⋯⋯ ⋯⋯●⋯u‘
年 建筑I：作 俊 号■2005

宝 主观r——-，动力村【t协助造鹾

客观上——晟人限度的使川了当地生态的、可再生
的建筑材料

农K价值观念与设计师不同导致摊J上面临|jl；I境

2罂5
中国 现代材料、 由]’政治，经济、文化原冈
建筑 技术 研究滞后．行动先行
师 千赫一律，丧火乡’t性

4)沁河中游地区高校研究成粜



表4

高校 主持 研究论文 研究著作

人

华中科 何依 《沁河中游古村镇聚落文化研究》；

‘——历史文化名城镇篇》技大学 等 《沁河中游占村镇空间构成解析》．
《沁河中游古村镇保护与发展帑略研

究》；

北京交 薛林 《沁河中游传统聚落研究——以山两省 山硝占村镇系州丛¨

通大学 平等 泽“【县怕黄4】古村为例》； 《上庄占村》

《沁河中游传统聚落空问格局研究—— 《窦庄古村》
以山两省高平市人周古村为例》： 《小河占村》

《沁河中游传统K膨研究——以山州省 《人⋯泉占村》

浑¨l县晰黄_l占村为例》： 《尔沟古镇》

《沁河中游占十寸镇基础设施嘲舟研究》； 《阿黄4】占村》等

2 2 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国情不同．国外关于乡土建筑

更新方而的研究成果难以被国内直接效仿，拥对而言，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

(HassanFathy)以及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Charles Correa)在埃及和印度

等拉展中国家的成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埃及建筑师哈桑·法赛

技术角度——高纳新村的规划设计，采用本土建筑语汇与建筑技术，通过多

种手段创造延续原有村落传统同时适应现代生活的新型村落，不仅延续了传统建

筑形式、柿局组合、保持村落的个性，更为熏要的是延续了建造技术、建筑材料、

建造方式和生计传统。

2)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晕亚(Charles Correa)

生态角度——非常注重对气候的研究，甚至提出“形式追|；lfi气候”的u号，

他对印度气候和当地人的生活模式进行了深八分析，设计了“露天空问”住宅和

“管式住宅(TubeHouse)”等多种住宅设计形式，为居住者殴计符合生活逻辑的空

间序列。他主张使用适宜技术，丌】简单的住宅平面与形式并提供n：户及工匠参与

建造过程；他执着于为社会贫困人群建造与设计住宅，被人们称为“人民的建筑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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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研究评述

(1)研究数量——研究乡土住宅、乡土住宅更新的理论较多、方法成熟，新

乡土住宅创作实践方法的较少：

(2)研究广度——各建筑高校多就近选择研究对象，故老八校所在地域较受

重视·而乡土住宅同样丰富的沁河中游地区研究较少

(3)研究深度——新乡土住宅设计并没有成熟的创作体系，过于笼统或为孤

例

(4)研究角度——无论国内外，多以乡土结构、材料、技术的继承或革新为

主，文化方面的延续较为欠缺，导致乡土住宅与现代农村住宅削出现文化断层

1 3 研究地域的基本概况

民居建筑研究一般应从聚落研究入手，圈为绝大多数的乡民，生活在特定的

封建等级制度的社区中，聚落是民居建筑存在的基本形式。。因此，经历了民族、

民系、地域这由稳定到定型的发展过程，影响聚落整体发展的自然环境、社会

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也直接作用于民居的形成。

大阳镇是晋东南沁河中游地区2保存较好的古镇聚落之一，2008年被列为中

国历史文化名镇。古镇选址讲究，景观优美，格局完整；古迹迪存丰富，建筑形

式典型，建筑装饰精美；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是明清家族文化和商业文化的重要

体现，具有重要的科学、艺术及历史文化价值，故有“三晋第一镇”的美称。

‘mM民居．J?套’r．馀强．#11成，中同建筑T业}⋯K¨P11

：*州为mN*自倥m十汾w的越{l町第一人止流晋东南地K的母亲河。*洲中游地E方网约500*∞

E域内一集中侏留柯30余处1r常特蔓的古村镕．』E中持地村、口i*村、自；峪村、Jt中村、寞庠村、良户

村、^m镇，№峙村、郫壁村等1 0女*古村艘W为中目Ⅲ史女化名村或耷目Ⅲ^女物隙护单位，』En$之

集十-＆蔚之众$．Ⅸ俘之完好宴日￥m，H肯极，≈∞％护n"f宛价值。



韭壶奎亟厶生亟±堂垃i佥童——————————————』L监

I 3 1 自然环境

¨地理位置

大阳镇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境西北部，距离市区约22公里。东接巴

公镇，西邻下村镇，北靠马村镇，行政区域总面积B2。58平方公里。镇区东

西长约5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总面积15。58平方公里a

图1-1丈阳镇匡位图

21地形地貌

晋东南沁河中游地区，东倚太行山，西邻太岳山，区内地彤复杂，主要包括

山地(石质山区、土石山区)、丘陵、平川区(衙地)三种地貌，纵横交错。海拔

大部在800～1 500米之间，最高的太岳山北台顶，海拔2453米。中部丘陵起伏，

川有靛地，通称“上党盆地”3。

大阳镶属丘陵地貌，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自西向东倾斜，西北部的香山，是

全镇最高点，海拔1080米，最低海拔795米。具体而言，古镇三面环III，吾神山、

高庙UI等山脉连绵起伏，环抱整个村落：两面临水，前河与后河分别从南北将古

镇环绕，曲折向前，汇于村东。古镇位于中间地势相对平坦、丌阔之处，形态似

一只灵龟。

山脉与河流为大阳镇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山脉如一道屏障，有效地抵挡冬季

西北风。流经古镇的前河与后河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i!i妻度，缓解了春季气候的干

燥。其巾|j，『河地势较低．在夏季暴雨束临之时，i口河起到了很好的排水作用，是

天然的防洪河道。

r☆|，等■ⅫRB。北京：中日娃筑T业⋯Ⅸ孔，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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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1—2大P日镇地形图

3)气候条件

该地区所在的晋东南气候温和，属暖温带冷温半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年

均气温11。5摄氏度，年均降雨量550毫米，较其它地区降雨量充沛，阿照时间

偏短，为山西气候最为温和的地区。大阳镇年平均气温1I℃左右。年降雨量550～700

毫米。无霜期175天4。

4)当代变化

fili河是大阳镇一条重要河流，历史h是大阳的景观河，同时也受其灾。目前

西段已掩埋于盖板之F，东段露_『地表。西段由于过水断面小，不能满足泄洪需

求。其上建设为大阳新主街——新街。新街因为河道的缘故地势非常低，东西向

为西高东低．南北向为最低，两删则逐渐升高。

1 3．2 社会环境

明清时期的沁河中游地区，交通便利，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形

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圈，孕育了众多价值极高的古村镇，大阳古镇便是其中一个。

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大阳古镇曾为高平、阳城、沁水四县交界地区的商品

集散地。手工商业发展至明清时期，已接近鼎盛。据《重修关帝庙中院碑文》记

载，乾隆三十年(1766年)境内富商大贾有“世隆号”、“永旭号”、“滋盛号”等

12家。据道光三十年(1851年)《翻修关帝庙照壁碑~己》以及《重修万楼碑I己》

载，境内出名的富商大贾有“泉生钱庄”、“合顺钱庄”、“大有典当”、“嵩林银”、

“悦柬商店”等60家商号，大阳商业于这一时期到达顶峰。至今大阳老街依然店

*州n科，所+#m般亡_=



铺林立，生意兴隆，商号旧址保存也依然完好5。

官宦发达，重视文化。大阳镇还深受儒家官宦文化的影响，重视科举教育t

西大阳镇现存祖师庙以及段家大院书房院见证了当年的景象。历史上不乏出仕为

官者或是巨商大贾在当地大兴土术置办产业，形成了独特的官商一体的居住空间。

随着商业的繁荣以及当地官宦文化的兴盛，大阳镇逐渐形成了几大家族姓氏体系，

家族成员比邻而居。这些规模浩大的家族院落的形成对于古镇整体结构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家族势力的强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民居中现存的古旧家具

中也不难看出当时居住者地位之显赫

防御性强。陡流不息的沁河水与当地丰富的煤铁资源，为沁河中游地区带来

无限的生机与繁荣，也带来无限的忧患。晋东南地区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素有“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之随(故古称“上党”)。到了叫木，社会动荡不安，

寇匪横行，沁河中游各地所遭灾祸尤为严重，人们不得不以村落为基本单位，纷

纷组织起柬，谋求白保，对外防御。另外，由于晋东南地区常"t#Jxl沙较大，出于

气候及防御的需要，大阳镇民居建筑多为二层四合楼院，十分封闭内向。

1 4研究对象与内容

4 1 研究目标

本文研究的目标在于将大阳镇置于全球化的视野巾，置于中国快速城市化的

条件下，原有的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精粹如何通过建筑彤态这一表现形式在当代传

承下去。

首先，WHAT fl‘么是传统?

“传统”(tradition)的定义，是指历代传承下来的具有本质性的模式、模型和

准则的总和6。传统的内在特性为恒定的奉质，外在特肚又恰恰是流于历史的动态

过程，主窖体不断的双向作用中。这十I'N互作用，可以简单地理『晔为主体的行为

与客体的形式之州的双向互动——形式体现行为模式，并反过来影响行为模式。

相应的，民居建筑中的“传统”，是指居民的行为模式与民居的建筑形式之间

的稳定演进脉络。民居的建筑形式即“传统民居”的实体形态．而居民的行为模

‘№n主|：缟．洋州女盘盗科锖七辑．经啦Ⅲ阿，2009￥．第63～65“

。单德船从传统民月到地B建筑北京：中田建材l业⋯版讥200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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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受到心理、信仰、道德、审美、思维方式及风俗、}L肯FI等观念形态控制，表现

为“民居传统”，二者构成“传统”的双重内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仍

然保存下柬的有形的建筑客体，至今还作为乡民住宅在使用着；后者则主要是一

种主观世界，包含人对居住环境、建筑空间的认识和理解、习惯要求和审美情趣，

以及代代相传的风俗文化等。

如果在新设计中要继承传统保持认同感，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识gII'H‘么是

传统——包括传统民居与民居传统——并能够激发认知媾。

其次，WHICH建国后哪些传统在传承?

对传统因素有了基本的认知后可发现，有的还在传承并适应历史作了调整，

而有的已经纯粹“蜕化”为文化记录。那么，我们需要发掘的便是那些具有超强

生命力依旧在传承的传统因素。

最后，HOW传统是如何传承的?

传统不是暂时的、静态的，而是历时性的。最美的设计不是创作新生的、夺

目的，而是最自然贴切、最适合的，那便是让传统继续有效地传承下去。为了实

现这个目标，我们最应当思考的，应该是它是否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承方式，

即传统是如何传承的。

因此，稠查必须解决阻下三个问题：

一是大阳镇的传统民居和民居传统是什么?

=是建国后哪些传统在传承?

三是传统如何传承(包括传承规律、动因等)?

1 4 2 研究对象

客体的形式——包括大阳镇传统民居及建国后民居，其中传统民居以大阳镇

保存完整、特色鲜明的典型院落为个例，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对建筑要素进行

归纳总结。主要包括张家大院、裴家大院、棋盘院、段长官院等。建国后民居则

为大阳镇镇区新建民居较为集中地的区域二分街。

主体的行为——包括建造者兼居住者的本性、动机、社会组织、世界观、‘L

活方式、社会和心理需求、个人和群体的需要、经济束源、对自然的态度、以及

个性展露和时尚追求等．以及在此观念形态支配下的居住行为、居住现实。



1 4 3 研究内容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建国后大阳镇民居建筑形奄在传统民居基础上发生的

演变过程、演变动因，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居住单元层面的大阳镇传统民居建筑形态进行深入分析，提炼其建

筑特色及特色背后的建筑文化。

第二，分别从空间与形式、比例与尺度、结构与材料、色彩与文化四个方面

对建国后犬阳镇民居发生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其在传统

盹屠基础上的演变规律。

第三，从演变规律中得出，现有的民居形态中，哪些传统依然在传承，哪些

传统在演化，又有哪些宝贵传统蜕化为历史。

篼四，从物质因素及非物质因素的角度分析演变规律背后的根本动因，并以

此客观评价演变发生的成败。

第五，在对演变过程、规律及成因全面认识的基础上，思考传统乡土文化如

何在当代的民居设计tp延续与发展。

1．5研究方法与框架

I 5 1 研究方法

(1)口头走访是多用于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因为乡土民居建筑的大背景是中

国根深蒂同的封建乡L社会，所以从社会学角度调查乡土建筑，更能全面、深刻、

立体地理解乡L建筑、乡土文化，对问题的判断依槲及解决问题的思路、灵感源

于民问调查。故本文将口头走访走位主要调查方法，走访对蒙包括领导干部、普

通常住乡民等各阶层，以便在分析问题时，

(2)资料收集包括以下三种：

理论资料——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了解国内相关研究动态，经过信息的整

理、比较分析，进而归纳、总结出普遍性规律，为下步做准备。

文献资料——包括大阳镇地方志、地留家谱碑文、人u普查资料、土地普查

资料等。文献资料tⅡ作为|仑据进行分析，与口头走访相结合得出结沦。

照片资料——作者依据内窑所需进行现场拍摄，可图文并茂进行论述。

(3)蛮地测绘。iF面、立面、剖面测绘图最准确地呈现民居建筑形态，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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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比例、尺度大等的分析探讨。大阳镇现当代街区的代表——二分街7，其宅基

地现状图准确的呈现各个阶段民居院落的格局现状。

5 2 研究框架

第一章
绪硷

第璋
传统民居I，建目后

住宅调查

第三帝
建圃后民居建筑

'口态演变

第必帝

演变动W探析

第五帚
新配居朱米发展趋<

势及设训策略

研究范用及内容的确定

山竺兰型
臣垂圈

驯雕⋯翡 雏

蛭l
仆女2洋⋯县^m镇所辖∞个{T政村，自★m镕镇K重女∞m成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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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统民居与建国后住宅调查

2 1 传统民居调查与分析

2 1 l 大阳镇传统民居总体特征

11基本院落形制

从民居空问特征及民居中人的空间活动模式角度讲．中国传统民居可分为院

落式、楼居式、穴居式三种。其中院落式民居是中国最普遍的一类民居，也是民

居形态中材料使用和结构技术最先进、构成因素最丰富、“礼”的层次最复杂和装

修装饰最多样的一种类型8。

大阳镇所处的沁河中游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类型便属于院落式的一种，其基

本原型为“四A／V']、-o所旧四大八小，“四大”即是币房、东西厢房、倒座四个

主要房间，“八小”是指位于院落四角的八个耳房。

▲

图2．1 四大八小”院落平面布局 图2·2“四大／k,J,’院落乌瞰图

然而，在大阳古镇睹多院落叫1没有任何两座形制是完全一样的，大部分院落

目镕目从传统民BⅫ地K建筑北京：中同畦村T业⋯版礼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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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小异”，在“四大八小”基础上根据地形等客观条件限制，做了灵活丰富的

处理，方式多以加法为主，总体而言，基本可概括为以下七种形式：

①四大／kd,+偏院。紧邻主院厢房加建一座偏院，偏院由北屋、南屋及围墙组

成二合小院，与主院可东西并联。

②四大／k,b+filf院。在主院南侧加建一排倒座，围合形成小前院。一般用地允

许的情L兕下增设的偏院或小前院，通常为佣人、牲畜居住之所，等级较低。

@四大／k,b+后院。在主院北侧、以同一轴线加建正房及两座厢房，形成南北

向的二进串院，其中一进院为“四大／t．d,”式，其正房采用过厅形式(房屋的正

面与背面正中均有丌门)，过厅房主要用作接待、举行重要仪式等活动；二进院落

常为三合院，相对私密，家庭内部生活起居之用，因此这种串院又被形象地称为

“前厅后舍”。与§口两种情况不同，附属的后院更为正式一些，是院落等级的升华。

④簸箕院。簸箕院没有倒座，仅在J下房与厢房之问各布置四个耳房。大门常

丌在与正房『F刘的位置。大门的东西只有院墙或盖单层小房，形成“三高一低”

之势。佣人院或平民独院多采用这种形式。

⑤八卦院。八卦院又增加了东西两座厢房．院落纵深加大，故中M用垂花门

或矮墙相隔为两座南北串联的内外院。外院接待客人，举行活动；内院相对私密，

为家人生活起居之用。

@棋盘院。由四个独立院落组成规整的阳字格形式，一般前排为“四大八小”．

后排为“簸箕院”，台称棋盘院。院落群内部形成“十”字形通道，备院落互相独

立而联通。

⑦非棋盘组合院。由数个“网人八小”、“簸箕院”、“八卦院”南北串联、东

西并联另加少数附属院落组合而成，往往规模较大，总平面相对自由。各院落之

阳J设有垂花门相互连通．形成完整的交通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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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2．3院落聪制分类凰

2)交通流线

“四大八小”式院落内部流线清晰统一，分竖向交通与水平交通两部分。竖

嘲懒盈叠蜒越淄瓣◇惫氇．篝熏渗拳舷口旺口一固门口辱。m∞



向交通集中分布在院落四角的耳房处，由此放置的石梯或木梯即可通往二层。水

平交通分为首层与二层。首层的交通流线通过中心院落来组织人流集散，故为中

心向四周发射的交通流线：而二层采用环状交通流线，一房两门，前后贯通，便

捷无阻。

二层平面

幽2—4“四丈儿小”式院落内部交通流线示意围

3)以庭院为核心的院落空间

院落式民居最大的特征，是封闭而又有内庭，中轴对称而主次内外分明。封

闭是为了呼应Jxl水上所讲的“减风纳气”，将“生气”聚在庭院之内，因此．传统

民居中，庭院是整个居民生活的中心，主导整个院落。由入口进入庭院后．围合

建筑轴线对称，南北方向的『F房、倒座装饰突出，东西厢房及耳房均采用统一的

立面元素。庭院多采用“工”、“T”字形平面形式，由中心庭院及四角的扶空间共

同组成。四角狄空间一般为储存、变通空间，中心庭院内往往有绿树、古井点缀，

为庭院增添许多生活生气，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图2．5庭院平面形式一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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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传统民居院落中的核心庭院

一个完整的院落出四部分建筑组成，f房、厢房、倒座及耳房。『F房是整个

院落中等级最高也是最讲究的部分，厢房、倒座次之。耳房地位晟低，但它承担

竖向交通，是重要的生活辅助用房及整个院落的过渡性空间，最具灵活变通性。

4)正房与倒座

『F房与倒座位于南北向中轴线上，都是建筑序列中重要的单体建筑。

正房平面——大致有普通厅房、过厅房以及檐廊式厅房三种。其中作为过厅

的『F房正面及背墙都Jl-I'3，同时打开便可穿常向过，是为“过厅”。檐廊式厅房首

层设廊柱，二层设走廊，也可采用二层通高的廊柱形式。萨房一般三丌问，个别

血丌问(如张氏主宅正房)。

a普通厅房

口
b过厅房 c檐廊式厅房

图2．7正房平面圄示意

『F房立面也相应地分为三种：

普通厅房——立面以实墙为主，仅在各开削丌矩形门窗，条石压过梁。虚实

对比强烈，立面敦厚朴实。厅房高度为两层或三层。

过厅房——立面柱子结构一般外露，柱州以木格栅镶嵌，门窗面积较大且可

灵活拆卸，必要时可将过厅房前后门窗打丌，转变成为灰空问便于举行活动．完

毕后装E门板又封闭为起居厅房．非常实用。

檐廊式厅房——挑出木板檐廊可以充当二层阳台，扩大活动空I'BJ．大大地提

][口



高了二层居住的舒适度：檐廊又作为首层由室内向室外过渡的生活地带，增加了

空间层次。

这三种厅房比较而占，普通厅房保温性能最好，采光最差；过厅式及檐廊式

厅房立面形式活泼，装饰性强，但木材耗费较大。综合而言，檐廊式厅房最具气

势。

图2-8正房立面形制

倒座形制——倒座一般为二层砖木结构，面阔三间，其形制一般视正房等级

而变化。如【F房等级较高，倒座立面一般也较复杂。若正房等级一般，倒座则与

厢房一样从简处理。

图2-9倒座立面彩制

51厢房

厢房与倒座彤式较为简洁，通常为二层砖木结构，而阔三丌怕J，形式方』下。

建筑高度『F房高于厢房，厢房高于倒座。装饰较少．主要集中于房屋两侧墀头、

屋脊花纹等，寓意与健康长寿、人丁旺盛密切相连。较为讲究的人家，厢房二层

通常采用通排木窗．将术柱暴露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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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2．10厢房立面形制

61耳房

事实上，大阳镇数百个“四大Jkd,”院落中，没有两座是完全相同的。除比

例尺度、立面装饰等细微差别外，诉房、厢房及倒座基本相似．位于角落处的耳

房则最为灵活，形态各异。

耳房包括四个厢房耳房与两个正房耳房、两个倒座耳房，八个耳房各司其职。

①厢房耳房

院落楼梯一般位于面积局促的四个厢房耳房处，坡度陡峭，为拐角木梯或石

梯。为了不影响正房耳房的正常采光，尺度较小，对外丌敞，仅上设屋顶。楼梯

下部空间意堆砌农具等杂物。有的院落因厢房耳房位置过于局促不便设楼梯}白J，

则将术梯置于诉房耳房室内，个别简陋院落则直接依靠厢房外立而砌筑石梯。由

楼梯髓一k---层平台后左右各有门通向厢房或正房耳房二层，二层也因此组成连贯

的坏形流线。

图2—11厢居耳屑

②正房耳房

诈房耳房叉称厘房，紧贴J下房山墙而建，背面与『F房齐平，正面略有后退，

高度较低，凸显证房地位。厦房通常两丌问，与正房三问共同构成“一明两暗两

次”的彤制。一层厦房通常作厨房或储藏问，一层作储减，同时连接楼梯及Ⅱ：房

一层，相当于J下房的外套房。有的院落厦房高Hi正房一层，称看楼，用以挡住“北

煞”，形成独特的Jxl水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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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倒座耳房

东南角的倒座耳房风水极佳，常设为入口大门；相反，西南角的倒座耳房可

谓是全院风水最差的地带，一般作为储藏之用。

71入口大门

太阳居住宅邸极重入口处理，重视传统居住文化中“门第”观念，故入口极

为讲究，一般雕梁画株，极尽装饰之能事。

古代风水理论的核心是“减风纳气”，而门充当的重要角色便是气口。

八厂l朝向——《相宅经纂》讲：“宅之吉凶全在大门⋯⋯宅之受气于门，犹人

之受气于口也。”：风水地理学家张宗道9云：“大门者，气口也。气口如人之口，气

之口正，便于顺纳镬气，利人物出入。”宅门位于东南角“巽”位，将天地之华由

此纳入居所，同时于此处丌门讨出入平安的彩头。大阳镇院落一般坐北朝南，故

入口一般设于西南角或东南隅的倒座耳房处。较为次要的院落如佣人院等，入口

则不甚讲究朝向，布置方式依据所处位置、宅院规模等因素灵活变动。

囝2—12君太号三个院落入口均为东南位置

入口形制——入口门楼通常位于倒座的耳房位置，高大挺拔，占据其一个或

者小于一个丌问。一层大门一股为矩形门洞(个别拱形门洞)，门洞上方有装饰精

致的木雕月粱及额枋，颧枋上方为门隔，上书院名；二层设有眺阁，I}-方丌窗，

与下方厚重的门扇虚实相应，防御时可在二楼便于观察院外隋况。门下左右两侧

立有拖鼓石，大多呈“如意”形“’．有些抱鼓石上面还会有狮形石雕，叫做挨狮砷：

9*{道，【W代风水地Ⅸ学象．善柯《地理=会集》．为形势*传业之怍．将山m性情论述十拙皱。

”即自f到l：由=W仆Ⅲ幢仆Ⅲ为盖有方Ⅳ锦j|J的须炸＆、仿锥鼓。i方l】绀台城的如磨mU艟妊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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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排水等的需求，院落内地坪高度通常高于外界道路平面。因此，院落入口

处通常会有台阶拾级而上，大约占据前面一半进深。门洞的透视感加强，比例尺

度也更适宜，更显门楣高大。

臣2-13^口门楼

入口照壁——照壁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经典的传统建筑形式。照壁可以遮蔽视

线、保持院内的私密性。民问则有用照壁遮挡晦气的说法。《鲁班经》的《造作门

搂》中有所记载：“新创屋宇开门之法：一自外正大门而入次二重较门，则就东畔

开吉门，须要屈曲，则不宜太直。内r1不可较托外门，用依此例也。是凡人家外

大门，千万不可被人家屋脊对射，则不祥之兆也””。“须要屈曲，则不直太直”

讲的就是进门路线一定要弯曲些，不直太过直接。大阳镇照壁的设立多与入口相

结合，位于入口正对的东厢房Lh墙之上，一般为石质或砖质，上赋雕饰，题材多

取予孙延绵(如王家大院麒壁)、节节高升、万寿如意(如赵知l府院)等。

图2—14^口照壁

8)其它

厕所露天，通常位于院外。另不同院落之问常有空地作打谷场或安置碾磨等

粮食加工用具。

2l 2 大阳镇民居传统

W)下荣iL编．易仓木详注．鲁班#．北京+#立⋯版m 2007年9门．m 122硪



韭塞窑垣厶呈熊±生垃监奎 盏箍巳昼当建国丘焦主翊查

民居传统主要研究的是人的观念形态及行为模式。人的观念形态即受到当时

所处的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又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差异。大同社会．“百

里异习，千里殊俗。”因此民居传统表现在三个层次，宏观的封建意识形态、中观

的传统习俗及微观的同常行为习惯

1)作为设计者的村民受到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

①宗法礼制观念

主要包括封建社会的礼制思想、宗族意识和等级制度。

礼制思想——“礼”建立在中囡古代宗法思想基础之上，它涉及c}1国古代生

活几乎全部内容的伦理规则。礼的约束范田上至天人关系、人伦关系、统治秩序，

下至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生活行为、思想情操，囊括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

此，礼制思想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形态(如院落形制、平面布局、室内布置等)

及外部空间(广场等)均产生最深刻的主观影响，大阳镇也不例外。

宗族意识——不同于一般的单一血缘村落，大阳镇因其商业之缘故，种族庞

杂。依据中国传统大家族聚居的习俗，院落多依照单一姓氏宗族聚集建造，院落

之间贯穿流通，形成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如裴家大院、常家大院、张家大院、关

家大院、霍家大院、段家大院、王家大院等。强烈的宗族意识使得备分支成员的

宅居地往往相对集中，并常没有祠堂等祭祀场所，形成团团相套的组团空阳J。院

落依据北高南低之势火部分坐北面南、纵向排列，相夹形成南北向蜿蜒的小巷，

与老街垂直对接。

等级制度——在封建社会中，传统民居同衣冠一样按等级而制，是历代统治

阶层试图创设理想社会秩序的物化形式。民居建筑等级直接取决于房屋主人的社

会地位。大阳镇居民下至林林总总的经商之人，上至服侍朝廷的员外大将，社会

地位参差不齐。这对大阳镇传统民居的建筑形态产生对定性作用。

②风水观念”

中国古人有着“天人台～”的高度信仰，风水观念便是在这一信仰下对良好

人居环境高度的总结，对整个中华民族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

居处M水事关子孙繁衍、家族兴旺，因此古人设计房屋时，从选址到建造到

细部，必然尽可能地附和风水，祛除邪恶，张显吉祥。民u便现在走在犬阳镇的大

街小巷上，常可以看到门镜、泰山石敢当等风水学中的“镇物”

”所W日水依月晋t℃#璀拒《菲书》中斫述 “井打．乘生气也，气乘HⅢ教．抖水别止古人％之使小

数，}T之使有止，敞1W2R水。”“生气”乃i物生比Z气．是能够焕＆生命山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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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为建造者的村民受到传统风俗文化的影响

①建房与结婚

大阳镇旧时对红白喜事、盖房建屋等这类重要的事情都极为讲究，一定会花

重余聘请有名的吹打乐队为其演奏助兴”：而在农村的习俗，家里娶媳妇时必须要

建新房方可开办喜事。因此，建新房与娶媳妇便逐渐合二为一，圈得双喜临门，

锦上添花．更增添一份红火之气。经济实力较差的家庭，则选择两代人分房而居。

②建房与花粱、石敢当

花梁——中国古代历来将建房看的非常重要，破土动工总怕触犯各路神仙，

因此建造一所房屋．从入山伐木之时起，每个阶段都要择吉同行动，如破土立木

柱、动土平地基、立柱上梁、以至粉刷房屋砌地等．而立木上梁是最后一道也是

最主要的一道工序“，在古时的大阳镇，建筑落成之后，往往要掸黄道吉日“上脊

檩”，上挂九尺红幡，书以年代信息(有时包台祖孙三代名字“，寓意“自从今同

上梁后，子孙越发越兴旺”)，表示着建筑的正式落成，固不可摧。北墙砌筑之时

需将“泰山石敢当”放入其中，用以辟邪挡煞，图求福荫子孙。

③建房与暖房

图z．15张督堂院倒座梁上的题字

图2-16嵌入墙体的莽山石敢当

“畋¨乐是中同传统8m乐种的一种，山畋管、“击M类乐≈滴娶，民目俗称锣鼓或鼓《．一啦饪会顺

*游行，一边消鸯一边行进，Bl此州边邻q村民看热Ⅲ的人根多．场叫异fⅣ喜庆．

“■^1．#是搬廓屋的整体屋架完T口，特意选定黄道古I【将撒梁＆十崖*的脊谍怔2下，帻№儿寸偏

十一*十承$。

”Ⅻ*小#7孙=代．但HqM代的g f。舛讣，许家中性*JuT．权侄＆一』U-¨¨H虽然讲究很$．

怛g№女m{艮*镕

碡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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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分家立业，或者建成新房迁居，亲朋好友们带食品或钱物等礼品前来祝

贺，谓之“暖房”。届时主人设宴酬客．有的还请“八音会”吹打、唱圈鼓戏“阉

房”。

3)作为居住者的村民受到日常行为习惯的影响

①日常起居

R常起居受宗法礼制观念和风水观念的控制，严格遵守长幼有序、男尊女卑

的伦理制度——院落群中有主院，主院中有主房屋。

院落群中主院天门宽阔、庭院方『F，次院(如供仆人居住的服务院落)大门

低窄、园地制宜，不讲究完整性。依照鹾幼次序由北向南排布，长辈居于院落群

北端。

院落中北屋正房高大宽深，厢房次之且东高西低，四角耳房狭窄阴暗，既表

现了伦理上的尊卑有序，又显示了建筑上的高低有致。J下房一般用作客厅燕长辈

卧室，『F房两例厢房则为晚辈的居住之所，位置不利的倒座、耳房通常为服务空

间，如西北角的耳房通常用作厨房，东北角的耳房通常用作前后两进院落的联系

通道，而方位最不利的耳房一般设为茅厕。东南角风水最佳，一般为院落正门。

二层一般为储物空间(如粮食)，兼做通Jxl隔热防潮，故层高较一层低了许多，

只要够放物品即·，r。不过在特殊情况下，二层也用来临时住人。

②室内布局

中国传统建筑并不以直接的空间形态来划分内部的功能，因此传统民居各个

居室的使用功能没有固定的模式，仅仅通过内部家具的摆放、装饰即可定义内部

的空间属|生，且常有多重属性。同样，大阳镇民届内部空间也没有具体的划分，

如正房既作起居室，也作为长辈卧室、餐厅等多种功能空间。

正房采用一明两暗的建筑形式，客厅位于明间，中M墙根位置放长几．几的

中I白J摆大挡屏(玻璃、术、石、玉等材质)、自呜钟。K几两头各放一压几柜，柜

上放压几瓶。几前放霄书桌，桌两边各放个靠背椅。几桌中央墙上挂中掌、对

联。



兆珏至道厶生熊土兰i!』立监Z 篮荭鹾崖生缱目丘住宝坦直

图2 17常翰林院室内布局

两侧暗问通过本质格栅与客厅相隔。其中一个房删山墙边另放几桌、椅子，

上置祖先牌位和神位，有大框(多为一对)，上置木箱。罗汉床(或暖阁床)。或

摆书架、书柜、小柜、抽屉桌。另一房间多筑前炉后炕或放置睡床。冬季取暖用

煤火。炕大多靠dU檐槛窗，称“顺窗炕”，窗上多贴窗花，题材也多和养育子女有

关，不过大多用隐喻，如“鱼戏莲荷”，鱼和莲荷都多子，同时又可谐音“连年有

余”)。家具多被漆成红色或紫色。70～80年代后多被新式家具逐步替代。

③农业势作

农业时代的封建社会，农业劳作是农民主要的生活内容，因此，农具、农产

品等的储减空问是传统民居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阳镇传统常用农具有犁、靶、耧、

靶、锄等劳作农具：粮食储存器具如缸等；粮食加工如石碾、石磨等。其中农具、

粮食储存_股在院内．粮食加工则在空地广场进行。解放后趣步推行新式农具及

农业机械，不少传统农具成为“古董”，只有少数锹、锄等仍继续使用。

2．2 建国后民居调查与分析——以二分街为例

以大阳镇二分街区域作为建国后研究实例，原因主要有以F三点：一是二分

街民居建筑大部分分批建设于建国后的各个阶段，有完整的演进脉络；二是二分

街领导干部长期连任，大部分历史可还原；三是街区自成体系，舰模适中。

2 21 二分街概况

地理区位——村庄东与三分街相连，西靠一分街，交通便利，区位条件良好。

二分街地势以新街为最低，两侧依次坡状升高，同时西高东低。其建村时问无从

考究，从现存建筑M貌以及历史遗迹束看．村庄历史较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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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二分街地理区位

建设现状——二分街建筑类型主要为民居建筑，时问跨度包含少部分保存完

整的明代张家大院等传统民居，以及大部分阶段性建设的现代民居。现状村庄建

成区以新街为界，北部为传统住宅区：中部和南部住宅布局较规整，建筑大多为

近年新建，以二层为主，质量较好；公共设施主要布局于中南部，建筑质量较好。

现状道路网已基本成型，三条主要道路(新街的一段、迎宾路、致富路)基本已

经实现硬化，其他均为利用房屋间隙形成的小巷道。2010年建设用地面积达28 94

公顷。

图2-19二分街建设现状圈

人口经济——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农村住宅民居产生变化和发展的重要线索。

农村经济的发展依托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惠农政策的实施。

2009年术二分街总人13 1590人，其中农业人口510户、1541人．非农业人

口49人，村庄现有劳动力788人，近年来村庄人口增长基本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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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二分街村庄经济总收入为13374万元。其中，农业收入280万元，工

业收入9398万元，建筑业收入为53万元，运输业收入1698万元，餐饮业收入为

1 577万元，服务业收入为326万元，，二分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31元。

2 2 2 阶段划分依据

本研究的阶段划分是以农村社会、经济、人口等变迁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

农村发展中对农村建设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如新农村建设。

11人民公社化以前(解放到1956年以前)

关键词：L改、土地私有、分房

土改——1945年4月28日，晋城市宣告解放。1946年到1948年，土地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消灭封建占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罔的改革。

土地私有——当时的土地制度为私有，社会生产和生括均以“家”为单位，

对外封闭，土地是生存和生活的主要依托，甚至唯一来源。

人口——解放初期．人口较为稳定。

居住状况——土改中，泽州县全县从地主、富农手中共夺回耕地31万余亩，

房屋l 3万余问，耕畜1 2万余头，粮食20余万石，还有大量的家具、农具等。经

合理分配，实现了耕者有其阳，住者有其屋，被斗的地主【|=I留有份。

民居建设——由于土地价值相对较高．基本没有占用耕地建宅活动。

2)人民公社化时期(1956年至1980年)

关键词：生产合作化、政治动荡、人口增加、居住恶化

生产合作化——由于生产和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农业经济落后，家庭经济水

平低下。 1953年到1956年，大阳镇开始实行一化三改”，农村走上合作化道路，

生产集体化、按股、劳比例分红：1958年，大跃进运动。7：同年，全民大炼钢铁

运动”：60～70年代，农业学大寨运动”．生产掀起了浮夸风。

16晋城县完脏r收no作化、十件Frnm资奉主义T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幸县共自i织起于T业合作

tl 184个，建№高级农业礼461个．^¨P 78278十．占牟县总农P∞96％，幕丰实现r日纽收业台作化。

I 7脱离实‰、、旨I：1冒进．槲十偿失的±产运动．生产指标十％自码、产量^报浮夸-蛤人民事业造成T

一《撇失。

1 8晋城县作为蝶铁之；．到n±十高妒．甚{“％、№火妒烁铁．严i耗贽^』J日资源t

19受W“左”的≈≈蟮响小顾客“条件地枇食“P．使j}自再业Ⅲ到№响。| 月=中々台以口m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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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荡——解放后大阳镇阶级斗争不断。如镇压反革命(1950年～1953年)，

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肃反运动(1955年7月～1957年底)等，1966年到1976

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一度使生产生活工作陷于瘫痪。

人口——至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前，人口开始无约束增长。

居住状况——农村家庭依然以农业为重心，家庭所得主要用于解决温饱，无

暇顾及居住。但出于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居住条件恶化。如大阳镇张家某老宅1965

年生活状况为例：当时这样一座普通的四合院落，却居住着大小四个家庭二十口

人，每个家庭自起炉灶、独立生活。村落周边丌始出现少量建设活动。

民居建设——

1975年，由于住房紧张，二分街生产大队20划定第～批地基，眭14 5m，宽

lOm。1980年，lJI于住房紧张，_分街生产大队划定第二批地基，民16m，

宽lOm。

3)农村经济社会改革时期(1980年至1996年)

关键词：经济增长与衰退、人口流入与流失、搬迁与拆迁

经济——增长与衰退。

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以后，农民积极性空前提高，实现了农村经

济的第一次突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农业经济收入提高。

1985年到1993年是大阳镇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农业丌始产业化，

涌现一批养殖大户和农副产品加工户：商业复苏，采煤、炼铁成为支桂产业，除

此之外还有生铁铸造厂、煤能利用厂、犬理石厂等新兴产业。

1995年以后山于环境污染过于严重，煤铁产业受到重点整治，私营煤矿被取

缔，原有矿洞被土地复垦，经济增长速度急剧降缓。

人口——流入与流失。

1980到1993年间，流向大阳镇的人口明显增多，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

晋城县(今晋城市)人口密度为1545人，大阳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早475～573

人，而周边村落人口仅为40一-70人。1985年一1996年的i2年中，大时]镇前5年迁

入大于迁{_r}，后7年迁出大于迁入，迁入迁出相抵后，净减少8264人，卅见人口

逐渐丌始流失。

居住状况——拆迁与搬迁。

“f。

z61958年s n‘，普城县填#政扎台一的{L队斟t朴队州¨一县馥若干农村人民＆札一个凡R§}t设

若十管理区，口将管理嵯改为生P人n，人从T鞋±产队．±产M为毕术生F灿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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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大阳镇商业活动丌始复苏，因交通不利发展经济，故填埋前河并新

修商业街道——新街，并将前河周边的原住居民陆续向南拆迁。古聚落中有一些

家庭因老宅住房紧张，经济好转后便废弃旧宅建设新居。

民居建设——

1986年，山于住房紧张，二分街村委会21划定第三批地基，长16 5mt宽llm。

1988年，由于住房紧张，二分街村委会划定第四批地基，长16 5m，宽1lm。

1993年，出于修路筹资，二分街村委会划定第五批地基．长16 5m，宽14 3m。

4)农村社会经济的转型期(1996年至今)

经济——

这一时期，经济总体增长．速度降缓，农业经济效益滑坡，经济发展目标转

移。因大阳镇原有的本土产业比较萧条，大批18～25岁的年轻人基本全部外出打

工，大部分在外省。25～50岁的年轻劳动力则一般在周边城市如晋城、临汾煤矿打

工，为了顾家方便。

人口——

增长趋于缓慢，人口流失加重，2005年底，镇区总人口17735人，二分街1788

人，但是常住人口不足1／5，多为老人与小孩。

居住状况——

老村废弃宅院进一步增多，聚落空废化现象严重。环境f|勺恶化、交通不便、

基础设施的落后也催化了搬迁到速度。80后的年轻人到了适婚年龄，在外打工挣

钱后纷纷回家建房结婚。

民居建设——

2003年，由于住房紧张，二分街村委会划定第六批地基，砼16 5 m，宽14 3m。

这是村委会至今的最后一次划地。

5)新农村建设埘村容村貌的大幅影响(2006年后)

2005年12月31同．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建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按照“生产发展，生

活宽裕，乡风文明，村窖整沽、管理民主”的要求，№调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大阳镇按照意见巾所提出目标进行

了觇划建殴。

2010年，二分街委托泽州l县村镇规划设计龟、太原方叶1规划设训有限公司编

2I lq83年撤销^民0钆后实{T}村制，1984年改称^m镇，一jr街为镇Ⅸ直接下日仃政单位杖n

☆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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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规划了《泽州县大阳镇二分街新农村建设规划》，选地建设了一批商品房。

2．2 3 新建民居发展阶段

时问段的界定依据农村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水平、土地政策以及民居

建设状况等综合情况，咀大阳镇二分街为例，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诞生后至改革开放|ji『，农民物质生活稳步提高，住房稍有

改善，但整体经济发展缓慢；第二阶段从改革丌放后至8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发

生了巨大变革．农村进入飞快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80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

大阳镇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建|殳活动较多；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后期至进入21

世纪初期，农民的居住要求从“住得下”提高到“住得好”，构成质的飞跃；第血

阶段是新农村建设时期，一部分为农民自主建房．另一部分为专业设计师设计图

纸建房，本文研究的是自主建房。

表5

平面 宅基地单
阶段 时间跨度 划地时间 建设原冈 宅基地面积

形式 价

第一 1949年 1975年、1978
住房紧张

二平 750元／块

阶段 ～1980年 年、1980年 lOm×16m 两楼 基地

筇二 1980芷 1986年、1988 拆迁与住膀紧 五问 750元／块

阶段 ～1988年 张
llm×16 5m

楼膀 基地

第二 1988年
1993正

为修路磐资： 套间 750元，块

阶段 ～1996年 住脐紧张
14 3m×16 5m

楼房 基地

勰
1996年

2003舡 住膀紧张
套词 3000元／

～2006拒 楼膀 块基地

飘
2006年至 套问 3500元／

2003年 新农村建设
楼房 块基地

注：由于地基划分完以后村民可能会分批盖房，本表中第四阶段与第直阶段

地基相同，建筑则两种M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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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国后民居建筑形态演变过程

民居建筑不能把它当作僵死的样式，无论内容与形式、技术与艺术，它的生

命力在于要随时代发展，从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生活习俗、技术体系

渚多源流来多方面地寻找其规律，发挥创造，不能流于形式的模仿或一些符号的

提取，应从创新的角度使其更加茁壮，不能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任其枯萎。22

3 l空间与形式

31 1 建国后院落空间的演变

建国后大阳镇所建现当代民居依然保持院落式柿局，但是庭院却发生了实质

性变化：

图3-1建国后民居院落空间的至1￡

11第一阶段(1949年-1980年)——庭院的分裂

建固初期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整个中国社会百废待兴，建设活动较为缓

滞，鲜有新建民居。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土改后所分得的地主家老宅院中。几户共

异】一院．每户分得一房，或正房或倒座或厢房，一层住人t二层储藏粮食，紧邻

房门口临时搭建厨房(为使用方便．大部分厨房搭建在出门右手一侧)。耳房由于

阴暗_|}}|挤，且距离住房较远，大部分仅用作储臧。

一栋房子+一个搭建厨房便构成了一个家。院落当中人员嘈杂、私密性差，根

本无法与传统民居中庭院的地位相提井论。庭院中心性丧失，但庭院界面依然完

牲。

2：*n镭，《批判件地域王义——辛球化lⅡ*中自匀业筑＆lC特忡》中蚶d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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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土改时期多户分房措建的厨房

到了197s年，大阳镇二分街有了第一次现代化意义上的村民自主建房。平面

经民问工斤简单地进行设计后，地基定为长14 5m，宽lOm。其中分配给建筑的进

深是5m，剩余5m作为庭院。

由于地基面积所限，村民无法【}【没有能力建起一座完整的“四大八小”式院落，

厢房、倒座、耳房因此消失了。当地村民根据传统民居形式及土改后的居住习惯，

建造了简化版的大院 座lF房、一座相邻而建的耳房、一座简易厨房、一座

大门及围墙围合而成，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没有厢房、倒座及耳房，正房、正

房耳房及加建的厨房立面构成界面的主要内容，并且由于南高北低，整个院落及

『F房都是坐南朝北。

闼j尊E兰拦刿
国3．3院蓓平面布局及乌瞰图

图3—4七八十年代搭建的平屋顶厨房

这一阶段所建诈房为三歼问，但只有一层高，耳房两开问、高两层，萨立面

与『F房平齐，成为iF房的一部分，正房及正房耳房一层用以居住，二层用以储喊，

活动本梯位于耳房室内。这一形式被形豫地成为“三平两楼”。厨房紧邻1F房耳房

修建。厕所位于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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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庭院界面中心丧失、界面不和谐。耳房由于制高点的缘故，喧宾夺主t

超越正房。正房、正房耳房传统的立面与厨房现代样式的平屋顶形成反差，二者

之问没有很好地过渡。庭院空间也比较狭小。

i刍I E■g■鄹圈鬻猢曼!函
。’+～+刚孵}l司阳诓障F]一

囤3—5庭院立面展开示意图

2)筇二阶段(1980年-1988年)——庭院的突变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地基变为眭16 5m，宽1lm，整个院落进深加大1m．面

阔方向比上一时期多出将近2m，^上要用于修建院内厕所等附属建筑。这时期正房

也修建成两层，与两间耳房完全合并，形成五开间楼房，称为“五问楼”形式。

整个院落布局呈现出与传统截然不同的“L”型．厨房、大门与楼梯对侧没有加建

房屋，只有院墙和露天厕所。由于底层而积有限，二层可使用面积增大，楼梯挪

至室外，且与厨房、大门整合为一体，位于正房一侧，通过楼梯可登上用作晒台

的平屋顶，继而进入二层。

圈3-6院落平面布局及鸟瞰图

“血问楼”门窗与厨房门统，院落界面丌始恢复连续，怛并不对称，显得

不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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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萋

图3-7庭院立面展开示意囤

图3 8第二阶段庭院内部

3)第三、四阶段(1988年～1996年、1996年～2006年)——庭院的重塑

上世纪八十年代f|_l期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第三、四阶段，地基划定为长16 5m，

宽14 3m a『F房进深加大至8．3rn，剩余6m作庭院进深。『F房面宽占据12 5m，剩

余4m空闲地用于灵活加建附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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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第三阶段院落平面布局及鸟瞰圈

图3．10第三阶段庭院立面展开示意图

厨房的对侧、紧邻J下房山墙开始加建一层平房，为了使诈房两侧尽量对称，

即当地居民所蜕的“两边对称好看”。可见，村民惯有的审美不自觉中支配着其行

为方式。这一时期．大阳镇新建民居的整体院落基本达到对称，站在庭院当中，

币房与加建的厨房、平房等建筑融为一体，界面得到重塑。

譬夺一
图3，11第四阶段院落平面布局及乌啦图



匿

图3 12第四阶段庭院立面展开示意图

东侧的厨房与大门 西侧的加建房屋

图3-13九+年代以后修建的厨房殛其对侧房屋

4)第血阶段(2006年至今)——庭院的没落

2006年以后的第五阶段，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村民建房越来越多地受到

建筑师的影响，院落布局变得更加简单明了，证房整合了不同功能的房问，除厨

房外不再加建过多的平房建筑。这一时期的院落布局，变得简单而又乏味，体现

出向城市化靠拢的趋势，农村特有的地域特色减弱。

囤3 14第五阶段院落平面布局殛鸟瞰

面喜



图3．1S第五阶段庭院立面展开示意图

31 2 建国后正房形式的演变

院落空问发生转变后，传统院落中的厢房、例座及耳房基本消失。因此，本

节着重讨论口：房形式的演变。

”第一阶段(1949年-1980年)——特殊时期的变异体

这一时期『F房为“三平两楼”的形式，共五丌问，内部隔开，“三平”为三丌

间正房， 层高，“两楼”为两行间正房耳房，二层高。与传统耳房不同的是，耳

房丁F立面与正房平齐。一层住人，没有客厅与卧室的概念，全部的起居生活都在

其中．二层层离较低，用以储藏。耳房一层门外一侧修有楼梯，紧邻楼梯有平屋

顶的厨房与大门，用作晒台。由楼梯可上至晒台或耳房耳房。

鼍鼍■lF {贰． 蔫I

缝鹜龋幽蝴随b甾

图3 16第一阶蹬正房耳房首层平面圈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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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第一阶段正房耳房立面图

这一形式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居民为了节约用料将正房只建成一层，同时将耳

房开【臼J、进深增大，提高其使用性。

第二，山于地基有限，当房屋进深为5m．庭院进深也为5米时，只能建造一

层房屋才会不影响后面院落的采光。

第三，由于居民习惯一层住人，二层储藏。一层空间全部用来生活起居，故

将丌阳J较少的耳房建成二层用以储藏粮食等。事实上储减空间仍

然不够，这些院落后期都在院落中加建了平房用以储减。

综上所述，便出现了“三平两楼”这一亘古未有的形式。隰|”i。鬻蒜≤生’耋舅烈

酸麟险溢
图3-18二层储物空闻

2)第二阶段(1980年～1988年)——传统的协调

这一时期．1Ii于村民经济能力提高，J下房立而变为“血川楼房”形式，即是

将一层正房建为两层，与耳房合并，外立面统一，内部仍用隔墙划分为两丌IbJ与

三开间，功能如局同上。由于紧邻耳房一删加建有斟房，故其中一丌问窗户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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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只能丌向厨房内部。二层储藏空间变大，故室内楼梯移向院外。通过厨房屋

顶的晒台进入二层。通过自我协调后，正房立面显得更加对称。

面■妇函龌型蛐岫倒蝉

图3．19第二阶段正房耳房首层平面图

强露鞣露圈赫雌随辫脚群赫琏琏琏睦睦鞋

图圈亘匿囤

时严斟。Pfl面
囤3-20第二阶段正房立面图

31笫三阶段(1988年一1996年)——城市化的冲击

这一时期正房受到城市化的强烈冲击，建筑形式变化较大。

第 ，套矧的形成与打破封闭。由于结构、材料等发生改变，正房进深加大

并且分为前后套问，双向采光：JT问增大，丌削数量便随之I威少，由原束的“3+2”

五丌削变为“1+2+1”凹丌问形式。由于套间必然需要多向采光，因此各个房问不

再像传统的封闭院落中只面向庭院采光，而是谨慎地向外”较小的高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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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开向院外的室内高窗

第二，正房与平房相结合。难房一侧与厨房相连，对侧则加建平房与其相对

应。为了不影响采光，平房沿着正房山墙而建．紧紧依附于正房。

第三，平、立面巧妙地对称。开『白J虽然为四，T问，但由于一捌丌间凸出与厨

房相连，另一侧加建平房建筑进行遮挡．反而掩盖了建筑立面不对称的事实。建

筑平面枷局中，客厅占据二丌间，两侧卧室各占据I丌问，基本左右对称。

留3*22正房两侧加建平房

第四，卧室空削增多，储藏空削又大量减少．尤其是二层布局变得与底层相

同，出现悬挑阳台并丌设门宙，立面上下一致．可见二层使用率极大提高。因此

有的房屋将楼梯重新挪回室内并设单独楼梯M。楼梯由木制变为预制板结构。

第五，客厅与庭院双核心。此阶段套I'Hj虽受到城市化的冲击，但与城市住宅

最大的区别是，整个平面尽量左右对称，客厅位于核心地位组织内部空问，由客

厅可通向所有房问，类似于“四大八小”中的庭院。可见庭院的没落与正房的强

化，促成了客厅与庭院双核心的形态。然而，厨房、厕所、储减仍在院内加建，

并未包入诈房之中。

第六，室内家具昧设体现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性。如个别房间像传统房问

样，功能复合，既有床，【El有招待人的桌椅，起居生活囊括其叫=I；客厅iEx'J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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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仍然放置“一桌双椅”

图3．23第三阶段正房平面

箧霈鬃熏
l画划四回
由荆出
图3-24第三阶段正房立面匣

4)第四阶段(1996年-2006年)——城市化与传统的协调

这一时期的萨房形式罡对上一阶段的进一步的深比。

第一，TF房山“l+2+l”凹丌恻转换为“3+1”四丌间形式，客厅变为三开问，

端部一开问凸出为常住卧室，并与加建的厨房相连。另一侧加建的平房则可与『F

房内部相通，功能形似讵房的耳房。

第二二，丌窗更为大胆，内部房问只见面向后面的院落丌窗而不再丌高窗。与

之前蚶闭的『F房背墙截然不同。同时建筑立面一层阳台披密封，二层使川率增大。

第三，厨房、厕所、大门、楼梯等整合至lF房～侧，更加规控。对侧加建平

房与iF房二层相连．两边平台基本对称。

单列，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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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出现室内卫生间，但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基本闲置不用。

室内家具陈设．除厨房、厕所等外，基本与城市无两样。

图3_25第四阶段正房平面图

慝霪鞫鼷瓣 I

l匝l㈨口l工l呵l I l l

l丽

]团“圆。团l团
咧3‘26第四阶段正房立面图

5)第五阶段(2006年至今)——城市化的加剧

这一时期的正房已经占据绝对统领地位，城市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与上

阶段相比发生的变化如下：

第 ，正房重新恢复五丌问t不是初期“3+2’’丌间形式，而是以“1+3+1，，

的形式，建筑平面及立面实现了真正的轴线对称。客厅居于正中央三丌问，两侧

|)Tf,J为卧室，楼梯问位于客厅后方。

第二，内部已经划分出足够细化的空i叫，上下两侧共十四问房，内部使用空

留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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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报大，外部加建平房建筑越来越少。可见，正房功能达到晟大程度的强化，城

市化加剧。

图3．27第五阶段正房平面团

图3 28第五阶段正房立面图

31 3 建国后入口空间的演变

1)大门形式的演变

由于楼院已经不复存在，第一阶段的入口大门也不再采用门楼的形式t而是

仿照传统的“簸箕院’’修建随墙门。一般单独修建，为拱形门洞、黑色门板，少

数有题字。到了后期，山于大门与厨房屋顶合二为一，故门洞内凹，门额暴露山

冒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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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但大

固3—29第一阶段大门形式

到了第二阶段．新材料水泥丌始兴起，因此大部分院落入口采用水泥砂浆抹

面，门洞变大，大门上方有足够空间题字。大门开始采用红色铁皮门代替黑色木

板门。大门两侧的墙体丌始突出于墙面，大门形式得到强化，但高度依然低于院

墙，显得较为矮小。

图3-30第二阶艘大门形式

第三阶段大门形式进一步加强．门洞表面采用白色瓷砖贴面，格外显眼，门

洞上方丌始呈现两种趋势，一种继续与墙体保持统高度，埋没在墙头装饰之下，

另一种则门头上方突出于院墙之上。

图3-31第二阶段大门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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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五阶段，大门两侧增加了方石，如传统院落中的门墩石，供人们茶余

饭后坐在门洞内聊天体憩。大门逐渐成为各家经济实力的象征，以高大、华丽、

新颖为审美取向，门头高出院墙，外立面由白色瓷砖换为大块的红色瓷砖，多用

当

囤3．32第四五阶段大门彩式

21大门的二次装修

村落内部存在大量由于子女结婚成家而产生的二次装修房屋a作为民居重要

表现之处，大门最为首当其冲，装修的重点所在。如果按照农村青年20—25岁结

婚来算，房屋装修的频率一般也是二十年一轮回。如七十年代的房屋常常有九十

囤3．33大门的二发装修

31彩色照壁的“昙花一现”与门枕石的“弭生”

随着入口大门对装饰的注重，照壁也丌始重新恢复。但是由于院落格局同传

统已经大相径庭，照壁【!=l无法安置在入几处的厢房山墙上。八r年代术，照壁开

始以独立的形式L出现，一般砌筑在庭院当中，n：对入口处，材料为砖砌或者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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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砂浆抹面，基本无装饰内容；到了九十年代，彩色瓷砖的出现，使得照壁开

始“复兴”，大量这一时期新建或者装修的院落内都有照壁。照壁绘画内容以蓝绿

色系的风景图案为主，外包深红色边框。为了避免阻碍机动车(如拖拉机等)驶

入院内，有的院落采用方便移动的铁制照壁或者直接将照壁砌筑至Ⅱ入口对面的平

房正面，略显粗糙。到二十一世纪初，尽管大部分家庭院内已经不再停放农业机

动车，但由于独立的照壁始终占没有找到台理的附着形式，使得本来就紧迫的庭

院空州更加狭窄，照壁再次被遗弃了。

图3—34昙花一现的照壁

门枕石的命运却不尽相同。在建国后的第一二阶段，由于农业器具运送的方

便，一般大门都没有门槛，因此门枕石也随之消失。到了改革开放后，民届内部

空间逐渐丌放，村民多有茶余饭后坐在门口闲聊的习惯，于是门枕石又重新以方

石的形式立于大门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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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比例与尺度

图3 35大门两侧重新出现的门枕石

建筑，所营造的空问，潜移默化渗透出柬并刺激感官，成为我们对建筑的心

理感受．这种感受通常无法直接定性。而对建筑比例的系统、理性的研究，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具象地体验建筑．把虚幻的空削感受转化为真实的建筑尺度。

通过这种不同的比例系统分析比较，探讨其中暗臧的规律．即便这种分析方法远

不能统一到一种或者几剃恒定的模数，但是仍然能够普遍反映出一种建筑现象。

3．2】 传统民居对比例尺度的控制

本节结合实地测绘结果，对太阳镇传统民居建筑平、立、剖面进行深入的数

字量化研究之上，尝试构造～套与西方古典建筑相呼应的建筑比例与尺度规律体

系。

1)建筑平面比例尺度的控制

大阳镇传统民居多为清代建筑，属小式建筑，因此它的平面尺寸主要山开问

面阔、进深与丌问数量三个因素决定。

丌问面阔、进深又取决于“模数制”的术作尺度规律，这种规律是工匠们对

建筑材料的结构特性长期摸索实践后总结山束的科学、合理的受力模式，同时受

到定的礼制等级思想影响(如对“材”的选择方丽)。

丌问数量则完全是建筑等级的重要体现，与房屋主人的身份地位息息相关。

《阱j盘-舆服制》巾叫确i己载：“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削扛架，

禁州斗}j±、饰彩色。_F=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M少者，不在禁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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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清乾隆年问《风台县志》、清康熙年间《泽州府志》以及家谱、碑文等其他史

料，可知大阳镇在明清时期形成互分五里、人聚万家、店铺林立、商贾云集的大

集镇，镇上所住族人多为经商“庶民”；做官之人虽从“三升三斗芝麻官”到一品

大将不等，但明清时期实行异地任官， “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官人只有卸

任归故里后方会建房，因此．大阳镇现存明清建筑中．除张氏主宅外。绝大部分

院落正房都只有最低等级的三丌间。

图3，36建筑平面比例尺度研究示意

大阳镇民居建筑单体尺寸及比例调查如下：

表6大阳镇传统民居建毓单体尺寸及比例

『院蕃名 院i形|类型l房腥 面间『进深1 w，L l开问面l建筑而
W(mm)L(mm) 阔 l积(m2)

W1fmm)『

|张!堂 四人八J土人院 IL房 8500 5400 1 57：1 2833 45 9

小 I厢房 7750 5450 1 42：I 2583 42 23

『嚣 簸箕院『士人院l止膀 8700『5850 1 49：1 2900 50 89

『厢膀 6400 5550 1 531 21 33 35 52

I张竺院 四人八J主人院 』E房 8050 5500 I 46：1 2683 “27

小 I厢房 7900 4600 1 721 2633】36 34

张兰院
四凡八l主人院l止脐 8400 5400 I 56：l 2800 45 36

小 I厢膀 7850 5500 1 431 2617 431 8

|张箩 四人八 t人院 止膀 8350 5500 l 52：1 2783 45 93

小 厢房 7500 5650 1 331 2500 42 38

_张言院 艇箕院l仆人院I正聘 7800 5850 I 33：I 2600 45 63

l厢膀 6400 4800 l】33：1 2I 33『30 72

由上表可知大阳镇传统民居常用尺寸及比例特征为：

①正房面阔“两丈五”，进深“一丈七”，每开问面阔“八尺半”。主人院『F

房总面阔分布在7 8米～8 5米之问，一般尺寸为8 5米左右，民间所|兑“两

丈五”；房屋进深分前J在5．4米～5 85米之间．一般尺寸为5 s5米。

②厢房面阔小于il-房丽阔，但进深同正房保持～致或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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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无论正房还是厢房，每阃房屋的开间面阔有微调，但是比例基本保持在】5

左右。一些房屋比例降至1 33，每开间面阔减小．进深变化并不大。

④平均每开间面阔尺寸分布在2 70米五90米之问，最常见的尺寸是2 83米，

民间所说“八尺半”，仆人院等级稍低，正房每丌问面阔仪为2．6米。

2)建筑立面比例尺度的控制

中国传统建筑的立面形式虽然经典，却无法独立设计完成，而是必须与平面、

结构同时考虑，此乃一大特色。

大阳镇传统民居为砖木结构，柱子全部包在砖墙驻面，剧此迁面高度从上到

下分为两段，一是屋顶高，而是屋身高，即檐高。屋顶的高度是由剖面梁架决定

的，而剖面梁架又与进深关系密切；檐高则是由柱高决定的，在小式建筑中。柱

高通常与明制面阔存在一定比酬关系。出上一阶段的讨论可知，太阳镇房屋进深

差别不大，故屋顶高度基本相同。因此，本节重点讨论檐高与面阔的比例关系。

图3-37建筑平面比#4尺度研究示意

大W]镇民居建筑立面尺寸厦比例调查如下：

表7大阳镇传统民居建筑立面尺寸及比例

院 院 鹋 檐高 而阔 H1，Wl 『J高 f』逝 H2，W2 宙高 窗览 H3脚3
落 落 岸 Hl(film) Wl(mm) H2(mm) W2(mrn) H3(mm) W3(mm)

彤

制 _——
张 四 止 1：l 37 2980 1 500 l 99：l 1400 l 451

督 人 聘
堂 八 呵

院 小 房

棋 簸 止 5880 j400

盘 箕 晓

尔 院 厢 5280 2600 L80：1 1857 1400 1．33：1

院 脐

张 凹 止 6475 2980 l 86：l 2065 1450 l 45：l



|重
人

八 厢 5770 7500 2600

小 房

|{|
四 止 8400 2740 l_96：l

大 膀
八 厢 I：l 28 2600

小 房

张 四 正 l 1 33 2790

家 大 睁i

院 八 厢 2655

● 小 房

张 熊 止 2 26：】 2170

家 箕 房
院 |完 厢 l l 12 2605 】400 l 26：l

四 房

由上表可知大阳镇传统民居建筑立面常用尺寸及比例特征为：

①iF房檐高分布在5 8m到6 5m之间，多为6 2m一6 4m。

②厢房檐高较低，分布在5 2m到6 2m之IⅥ，多为5 6—5 8m。高度随正房而

变化。

③正房檐高与面阔比例分布在l 24~1_48之问，多为1 25～l 35：厢房檐高与

面阔比例分如在1 12～1 30之间，多为1 26～1 30。

④正房门高一般在2 8m～3m之间，宽度多为l 4m及1 45m，高宽比通常为

2：1左右；JF房窗户高度一般为2米左右，窗宽l‘2m或1 4m居多．高立

比约为1 51。

⑤厢房门高一般为2 6m左右，宽度多为1 4m及1 45m，高宽比例通常为l 85：

1：厢房窗户高度一般为1 75m、1 80m及1 85m，宽度一般为1 35m或1 4m，

高宽比多为1 33：I。

⑥建筑檐高与面阔的比例与窗户的高宽比皆控制在1 3-1 5之间，浮动不大，

整个立面较为和谐；门的高宽比接近2，打破平衡，因此，虽然建筑真宴

高度不高，但是纵向感较强。

3)庭院比例尺度的控制

庭院，是与室内空间相互因借，又为建筑创造小自然环境准备条件。因此，

从某种角度来讲，庭院的比例影响着居民的生活品质。

庭院的尺度受两个困素控制：一是建筑单体尺度，这里不再赘述；二是建筑

单体的间距，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过白”的处理，即“要求后栋建筑与前栋建筑

的距离要足够大，使坐于后进建筑。p的人通过门樘可以看见前一进的屋脊，即在



韭鏖奎煎盘芏亟±生擅：|盒套 窑旦丘垃堡建菹显盔演变盟理

朋影中的屋脊与门樘之间要看得见一条发光的白光””，形成框景。相应的，当人

由入口进入庭院后。也挺舒适地感受到建筑主体的整体立面和天际线。

田3—38丈阳镇传统民居庭院尺度

大阳镇传统民居中，无论是“四大八小”还是“簸箕院”．适当的庭院比例总

能完整地展现建筑主体的形奄美。因此，本节重点讨论大阳镇传统民居庭院的平

面及剖面比例尺度关系。

篱掣颦
图3-39庭院平面、纵剖面比例尺度研究示意

F表为大阳镇传统民居庭院的平面尺寸及比例关系：

表8大阳镇传统民居庭院平面尺寸及比例

院落名 院落形 庭院宽度w 旌院深度L 庭园面积 庭院平面

称 制 (ms) (mm) 形状

张督堂 四大儿 7000 9200 1：1 3I 644 纵K方形

院 小

棋盘采 麓箕院 6400 6750 l：l 05 43 2 K方形
院

张家院 四人八 6600 纵幢方形
一 小

|张兰院
四人八 8350 缄臣方形

小

|张箩
四人八 8775 l：1 30 纵长方形

小

|张：院
继箕院 6580 1：1 02 92 44 K方形

东西向距离为w南北向距离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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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四大八小”式四台院落，庭院东西向距离分布在6．5m～7m之间，南北向

距离则分布在6m--Im不等(由于“过白”处理的需求，南北向距离视『F

房、倒座高度而定)。院落长宽比一般为1 3左右，庭园面积平均58 52 111：。

②“簸箕院”为三台院，庭院东西向距离分布在6．5m～7m之怕J，南北向距离

则分布在6,5m～7m之间，院落长宽比为1 05左右，庭院平均面积43 inz，

略小于“四大}tjJ,”式。

下表为大阳镇传统民居庭院纵剖面尺寸及比例关系：

表9大阳镇传统民居庭院纵剖面尺寸及比例

注： H为正房檐高L为院落进深

从上表可得出如下结论：

①“匹|大八小”式四合院落纵剖面比例一般为1．35～1 5之间，院落平面呈纵

长方形。

②“簸箕”式三合院落纵剖面比例般为1 l¨1 15之间，院落平面偏向正

方形。

4)扩大尺度的方式

传统民居的尺度除了天然材料与结构的约束限制外，主人的身份地位是影响

院落规模的决定性因素。扩大尺度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单体建筑的体量，进

而增大单体院落的体昔，由于建筑丌间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严格限制，可实施性

较差(犬阳镇现1字所有民居中除张氏主宅难房为血开问，其余全部为三丌问)：__二

是通过增加院落进数．形成院落群，这是灵活处理尺度的最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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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网
图3．40通过增加院落进数来扩大院落规模示意

以大阳镇为例，诸多民居中最为庞大的官宅府邸，当属明代万历丁丑科户部

右恃郎张券蒙都章的府第。其房宅占地逾百亩，几乎横跨了大阳的两条街巷。明

代嘉靖年问礼部尚书裴宇的府邸，传蜕是九宫八卦布局，一进十八院。其它院落

规模各不相同，如下表所示：

裴家人院

臀 噙
常家人院 镰嘲

吨型
君太号

、醐 诊臣=址口晒】
囤3-41扩大尺度后的大阳镇传统民居示意



韭压g地点芏亟±生位迨毫 建国丘臣屋建篁璀态演变过程

3．2 2 建国后建筑单体比例尺度的演变

11平面

建国后建筑单体(包括早期的正房和后期替代的套间楼房)平面具体尺寸及

比侧如下：

表10建国后建筑单体平面尺寸殛比例

阶 院薄 正房 房 总面阔 进深 开问面阔 底层，-地面积
段 名称 形式 屋 W(mm) L(mm) Wl(mm)

张艳 =平 5000

峰家 两楼 亚

两

楼

张卡 五间 一

女家 楼 间

两

间

苗腊 套间 楼

根家 鹋

彝 3025

Jf

四 采粜 套间 楼 12350

贵家 肼

客 9450

厅

五 王喜 套间 楼 15500

根家 膀

释 4500

厅

lid上表可得到如下结论：

①第一阶段的“三平两楼”和第二阶段的“五问楼”形式，其面阔采用传统

正房面阀．哿问“八尺半”(2 83m)，合“两丈^”(8 8m左右)；进深取

厢房较小进深．～丈五”(5m)。出于房屋进深减小，故平面比例变为1 7

左右。

②第三、四、血阶段出现套间后，主体建筑的面阔、进深绝对值增大，平面

比例在1“1 8之¨浮动，基本呈长方形，建筑占地而积逐步增高。客厅

的尺度却基本保持了传统建筑中正房的尺度，犹如“套州中的正房”。

@套问的结构虽然与传统结构完全不同，“JF问”、“进深”的概念也随之模

糊，但是客厅及其对应的外立面依然保持“三丌叫”(第三阶段客厅为两

开问，比较特殊)，其每丌间面阔仍为2 8m一3m之间。由于不同功能的房

问分化丌来，客厅已经不需要过大面积，故进潍减小至4 5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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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面

建国后建筑单体(包括早期的正房和后期替代的套问楼房)立面具体尺寸及

比例如下：

表ll建国后建筑单体立面尺寸及比例

譬
建造 房 檐高 宽度 Hl，W1 fj高 门宽 窗高 窗宽

年代 原 HI WI H2 W2 H3 W3

第 】975 “二
芷

房

第 1986 ¨：
控 膀

第 1996 楼
正 房

旃 1999 楼 7410

四 年 膀

第 2009 楼 2950 l 890

五 年 瞒

山上表可得到如下结论：

①随着面阔、进深的急剧增大，檐高逐渐升高。第一阶段的正房为一层，故

檐高较低。第二阶段J下房恢复为两层，檐高与传统建筑接近。第三阶段出

于二层由储藏变为居住，二层层高加大，故整体檐高变大。第三阶段及笫

四阶段后，檐高持续增高。

②而阔、进深、檐高增大后，建筑高宽比始终保持在1：2^·右，远小于传统

建筑中1：1 3的比例，破坏了形式美感，显得单调压抑。

③门窗尺寸增大，高宽比降低。第一、二阶段为术质门窗，门高、门宽及窗

宽基本延续传统建筑的尺寸，窗户高度增加较大；第三、四、五阶段，门

窗高度基本不变，宽度增大，其中门的高宽比由传统的2：1降低到1 5：1，

窗户高宽比则由传统的l 5：l降低到1：1。

下表为正房窗地比表格：

表12建国后民居正房宙地比

阶段 肼犀 面积(m’) f J亮子采光面积 窗采光面积(m’) 窗地比

第 正错 3417 015

第一 止房 34 28 019

第二 牟打： 23 O J 0．24

第四 客厅 42 99 0 22

第五 客厅 3915 0 24

由上表_『知，建国后民居建筑对采光的要求逐渐增大，窗格不断变大，日门

窗共同采光，采光系数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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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r攀 日
传统 一、二阶段 三、口、五阶段

图3—42窗户尺寸厦样式的变化

商商[园L!虬 U蛐

图3-43门尺寸厦样式的变化

3．2 3 建国后庭院比例尺度的演变

1)平面

建囡后庭院的平面尺寸及比例关系如下

表13建国后民居庭院平面尺寸及比例

阶段 院落名称 篙镒?l“ 琏矧面积l庭院平面
(m2) 形状

第一 赵蚩坝家 10960 4760 2 30：1 5217 }横妊方形

第一 张丰女家 9895 4760 2 08l 47lO 横K方形

§；
曲腊根家 52 8 横K方形

采米贵家 8850 5790 】531 51 24 横K方形

第K I·喜撤家 8550 5605 1 53：1 49 6I l横k方形

由上表可得出如下结沦：

①建国后各阶段建筑单体面积不断增大，庭园变化却很小．平均面积50 58

m2，规模介于“四大八小”和“簸箕院”之问。

②与传统庭院晟犬的区别是．宽度加大，进深反而减小。第一、二阶段，庭

院形状由纵K方形变为横长方形，庭院长宽比约为2：l；第三、四、五阶

段．庭院仍未横长方形，长宽比约为l 5：l。但由于建筑单体体量过于大，

站在庭院之中难以看到主体建筑全貌，有压抑感。

团豇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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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纵剖面

建国后庭院的纵剖面尺寸及比例关系如下

表14建国后民居庭院纵剖面尺寸殛比例

阶段 建造年代 院落名称 庭院深度 正膀檐高 Ⅷ
L(mm) Hhnm、

第一 1980芷 赵贵锁家 i 22：l

第一 1986芷 张圭女家 l：115

第三 1996年 苗腊根家 l：L11

第四 1999年 束来贵家 1：1 28

第五 2009年 干喜根家 1 l 34

由h表可得出如下结论：

①建国初期的第一阶段，『F房仅为一层

小”与“簸箕院”之间，比例适中。

②第二、三阶段庭院深度与檐高比约为

与传统民居比例逆转。

庭院深度与檐高比例介于“四火八

5左右，檐高大于庭院深度．恰

③第凹、血阶段，庭院深度与搪高bL,011大至1：1 34，庭院相对于建筑主体

略显局促、压抑。

3 3结构与材料

3 3 I 传统民居结构与材料

1)结构、材料的真实性

材料的选择——大阳镇传统民居所采用的主要建筑材料为就地取材的木、石、

土三种，明代后砖瓦的生产大量增大，民居建筑中用砖也非常普遍了。

结构的真实——大阳镇居住建筑单体多为“四梁八柱”的抬柒式结构。在牲

顶或杜网上的水平铺作层一k，沿房屋进深方向架数层叠架梁，逐层缩短，层问挚

短柱或木块，虽上层梁中问立小柱或三角撑，形成三角形屋架、两翼辅以砖墙承重。

各层梁的炳端和最上层梁中间瓜柱L架檩，檩间架椽，构成双坡顶房屋的空问骨

架，从椽、檩、梁、柱到基础传力关系清晰的结构体系。



图3-44暴露在外的术梁架

2)不同部位的材料选择与处理方法

传统民居材料选择的原则，是充分发挥材料与结构的合理性能。本节重点分

析不同部位的材料选择与处理方法。

结构构件及可灵活拆卸的部位一般多用术材，拆卸性强、施工速度快。承重

结构主要是指木粱架，由于抬粱式所需木材较少，并且不受原木长度制约，就地

取材，仅对其略作打磨．保持木材原始的生睦形态，上清漆之后便可作为成品，

形制灵活：其它结构构件通常与装饰结合，如门额、雀替等，以术雕的形式出现：

可灵活拆卸的部位主要是指门窗、木楼梯等。

固3-45传统民居中灵活拆卸的木构件

围护结构墙体采川“砖包土”的形式，即空斗墙内部填充泥土，并且将承重

柱也包在墙体之中，厚实而·轻固，保温隔热性能极好。所有砌筑用砖表面都要依

次用砂石和细砖打磨光甲。屋顶一般覆盖扶色筒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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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3．46围护结构墙体与屋顶

院内地坪铺地一般用方砖、条砖相错铺设而成，有高差的阶梯处、檐下滴水

的部位一般辅以条状石板，材质变化而空间相应变换，这是因为斗H对砖而占·石

圉3—47庭院铺地中材料的交接处理

民居中的“三雕”装饰的部位砖、石、术三种材质都有。如墀头为砖制，拖

鼓石为石制，雀替为木制。

综上所述，传统民居材料的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材料就地取材，且功能与其结构性能相匹配a

箱二，材料种类不超过三种(土包在墙体中问，故不计算在内)，色调较为统

一，均为原生灰色调。

第三，材料交界处的拼接处理较为细致和重视。

第四，材料经济实力越强，装饰越多，木材、石材的使用量也就越大。

3 3 2 建国后结构的突变与材料的频繁更替

11第一、二阶段(1949年一1980年、1980年～1988年)

这两个阶段建筑结构依然为抬梁式结构，新建民居中建筑材料最大变化是出

现了水泥与玻璃。掘《洋卅旧科》I己载．当时大阳镇所属f|{J泽州县只有两座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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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晋城市水泥厂24与天友水泥公司”。水泥主要应用于正房旁边加建的一层平顶

厨房，用以屋顶防水：玻璃则主要用于新式窗户。庭院及檐下、入口等室外铺地

多采用方形缸砖。另外．房屋北墙之上依然筑入“泰山石敢当”用以辟邪。

2)第三阶段(1988年-1996年)

这一时期泽州县建筑材料发展迅速，种类及产量大幅提高，主要产生的新材

料有塑钢、预制板、红砖、瓷砖、高标号水泥等。据《泽州百科》记载，当时规

模较大的建材厂有西峪塑钢门窗厂拍、李寨乡预制厂”、李寨乡联办机砖厂”、东

风水泥厂”。塑钢材料全部用于新建楼房的门窗，预制板用于楼板，墙体材料出旧

的青砖改为红砖，并目外立面一般贴竖向长条瓷面砖(25×6．3cm)柬防水防潮、

增加美观【白色为主，红色点缀，两种颜色尺寸一样)，水栊则依旧用于平屋顶防

水(个别用丁．房屋外饰面)。室内铺设地板瓷砖，室外依旧铺设方形缸砖。大门换

为铁制。木村仅存在于室内门窗装修。

随着材料的改变，建筑结构也友生了突变，墙体承重、预制板水平受力的砖

混结构大量产生，正房也随之变为“套问”的楼房形式．创造出更大更细化的室

内空间。

3)第四、第血阶段(1996年～2006年、2006年至今)

这一时期是埘上一时期的深化发展，建筑材料的类型增加较少，质量有所提

高。如塑钢门窗的玻璃由上一阶段的绿色换为透明色：瓷砖由竖长条形换为较大

的横长方形，白色尺寸为】4×25cm，主要用于主体立面，红色尺寸为40×55cm，

主要用于大门及平屋顶檐口部位。室内装修多用木材。室内外铺地同上一时期相

同，个别庭院铺地采用水磨石。建筑结构|司上一时期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i平两楼”或“五间楼”中长大的八零后，纷纷到了农

24垃十晋城市城Emn外1公单蛙。FH离凡闭镇二讣街26＆m．芈小时牛程。该J硅十I958年．生产

325#425#日"渣硅酸＆水泥．1993年±产商标0水扼。

。位十晋址市会村镇，镕离大m镇站0$，半小时以f．乖程。谈J建于1984年，l 9964水％生产怀q

由原米的325#提高{425#，525#．市场小*心求。

“位F洋州县商村《，距离^m镇3001H．芈小时以I："CN。矬十1993年，年±产能力10万r米。

2
7位十车寨乡乡政肘南侧+距离人m馊48＆$．一，J、时下程。韭1—1996年．年产12"60预制扳3200i

-r方米。

28位十$察乡#UH·村，m高^m镇48§*．⋯』、时半程。矬于I 996年．年产砖500Ⅳ块。

’证于罱城mL女铋东¨R村，”离人Ⅲ磕1 2*$．f i*钟午程。&J十1994年5月t止投P．±产

^标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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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适婚”年龄，按照农村习俗，结婚要建新房，但是经济条件一般的则将自

家原有房屋(甚至是明清老宅院，二者共同之处在于结构都比较灵活，门窗拆卸

较为容易)重新装修一翻，因此出现了多种时代的材料齐聚一堂的景象。这种不

『刊

3 4 色彩与装饰

图3．48材车斗的共时性

大阳镇的装饰艺术以术雕、石雕和砖雕为主，主要分布在段长官院、张督堂

院、赵知府院、君泰号等宅院中。这些院落中的装饰雕塑种类齐全·做工精细且

保存较为完好。普遍采用雕塑的部件为门枕石、抱鼓石、雀替、墀头、照壁、柱

础石、门窗及周边、屋脊等。

3 41 传统民居中的色彩

对于色彩的分析，一方面就色彩自身展丌，如色彩的色相、明度与彩度(HSL

体系)以及不同色彩的面积比例和组合关系： 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将色彩还原到真

实的空间rp展肝分析，我们可称之为分析建筑色彩的空问逻辑，亦即色彩在建筑

位置上的分布特征，包括位置关系、组合关系、主次关系等”。

l。∞茬“《迎媲n韶的々目埋mⅥhncr Spillmann和德圊小琐Kirchsteigfeld＆#汁Ⅷ》建筑学报，2007



1)传统色彩体系

如果说西方近代所形成的色彩学说及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证基础上，

那么我国的传统色彩学|兑则更多建立在文化的伦理基础上。在中国的传统色彩文

化中．统治阶级确立了“正色”与“间色”的“五色体系”。所谓正色即青、赤、

黄、白、黑；所谓问色即绿、红、碧、紫、骝黄(黄黑之色)，间色是由正色混合

而柬。五色体系的产生，揭示着色彩学的基本规律”。在现代色彩学中，原色与中

国古代五色中的正色同类，复色与问色同类，而黑自两色不属于原色。

统治者将没有含义的色彩赋予到建筑上便有了等级的意义，阜家建筑与民居

建筑色彩截然平同。明代规定如下”：

第一，宫殿屋顶的色彩以黄色琉璃瓦为最尊贵，为帝王特准的建筑所专用：

第二，宫殿以下如坛庙、王府等按等级分别用黄绿混合、绿色、绿扶混台；

第三，民居等级最低，只能用灰色陶瓦；

第四，主要建筑的殿身、墙身可用红色，次要建筑的木结构可用绿色，民居、

园林应杂用红、绿、棕、黑等色。

大阳镇民居建筑色彩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约束，基本没有“正色”， 只有建

筑材料木、石、砖的原始本色。砖、瓦呈现大面积灰色调，门窗为栗褐色点缀其

中，砖雕、石雕为砖石本色，木雕色彩与门窗包彩⋯致，整体显得轻淡朴素、古

朴大气。

大阳镇的传统公共建筑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墙体、木柱施以红色，室内彩

画蓝绿相问，屋顶覆盖彩色琉璃瓦，颜色纷呈。

图3 49传统民居与公共建筑色彩对比

2)现代色彩理论分析

现代包彩理论中色彩的三要素指色相、明度及纯度。色相是色彩的相貌和名

称，是最基本的色彩特征。明度指色深浅明暗的程度，分9个明度阶，从最暗的

”々“，}程等巾外逃筑。_z化北京科学技术女献Ⅲ№玑2006#

31陬E虎《建筑色彩学》[们北京：中国建筑『。业山版卡l_，2007



黑色l 0到最亮的白色9。其中Jq为低明度；4-6为中明度；7～9为高明度。纯

度指色彩纯净、鲜艳、饱和的程度。明度对比中，相差3级以内为弱对比，又称

短调t相差扯5级为中调：相差6级以上的为长调。

另外，色调”指传统民届色彩倾向的主要性格特征。颜色最饱和、纯度最高的

色调叫鲜艳色调。在鲜艳色调中加入不同比例的白色，会出现亮色调、浅色调、

深色调。加入不同比例的黑会出现深色调、暗色调和暗黑色调。

我们用国际上标准色系之一，盂塞尔体系进行对大阳镇传统民居建筑色彩进

行。下图N为盂塞尔标准体系示意图。

图3．50孟塞尔标准色彩体系

犬阳镇民居建筑色彩中，屋顶呈现砖扶色，砖制墙体呈现土黄色．门窗呈现

栗褐色，庭院铺地一般呈现中扶色。其它点缀颜色如对联为红色．虢栽为绿色。

对比盂塞尔色彩体系可知，建筑主体由于表面材料粗糙，漫反射作用使颜色纯度

普遍偏低，相对而占，民『日J内部的附加物如对联、绿檀等纯度反而较高。故较为

突出。备颜色之削的明度关系是：石材铺地>墙体的土黄色>庭院的中扶色>屋

顶砖扶色>门窗的粟褐色，其中石材铺地属于高明度，墙体、屋顶、砖铺地属于

巾明度，门窗则属于低明度。墙体、屋顶、砖铀地彤成短调对比(弱对比)，门窗

则与其它形成强对比，较为突出。综上所进．传统民居中的建筑色彩是基于纯度

较低的扶色调上的明度对比。

’3¨1日4筑纰0为建筑群．也彩m辅戊地组☆为“乜#群”，蛤人H整怍桃觉的感受，这种包彩科辛部

巴彩昕绯成的总的也霉效果恒是也Ⅷ。

34目n**hap-，7⋯hudong com／wikli％Eg％99％B2％E5％BD％A9

o=伊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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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传统民居SRt5GB色调分析

i#铺m墙律

高q＆E—而匠i—面而面一

圈3 52传统民居色彩明度分析图

3．4 2 建国后色彩的明亮化

1)第⋯、二阶段(1949年～1980年、1980年一1988年)

这一阶段，出于延续传统建筑形式，建筑色彩变化较小。主体建筑色彩种类

只有五种，同上一时期相比增加了两种，一是门窗的淡黄色，二是庭院铺地采用

的橙黄色缸砖。当两种或两种咀上色相的颜色出现时，就会由于对比关系而互相

加强或改变，使各自的特征更加突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明度及纯度都较高

的缸砖铺地反而在大面积的扶色建筑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建筑主体的力度则被

削弱，这从墙体明度在整体排序中降低可略见一斑。

吾!型鬟羽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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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3第一二阶段民居5R—SGB色调分析

j日＆B ÷目＆E *m&E

图3—54第一二阶段民居色彩明厦分析倒

21第三阶段(1988年～1996年)

建筑色彩的变化与建筑材料的采用息息相关。这一阶段由于材料种类的增加，

主体建筑色彩的色相种类、明度、纯度及色彩对比度都大幅提高。首先t色相种

类剧增至九种、三个色系，占面积比例最大的墙体，由冷砖灰色变为红狄色，朝

f甸庭院内部的iI：立面则饰以白色瓷砖贴面。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有色物体·其

纯度与物体的表面结构相关，因此表面光洁的白色瓷砖，全反射作用使其色彩明

度及纯度大幅提高，显得更为明亮，室内也粉刷白色改善采光。其次，檐口及大

门面饰瓷砖采用了明度中等、纯度较高的深红色，砖制墙体为明度较高、纯度较

低的浅红色，而门窗玻璃则使用纯度较高的绿色，照壁采川蓝绿色系的瓷砖，这

三种色彩之州形成红绿补色对比。补色对比是冲击最强烈的对比，但山于二者之

M色块面积、明度驶纯度等都存在较大差异，对比不够协调统一，稍显孝R俗一晟

后，这一时期灰巴调、冷色调、暖色调并存．色彩种类较多，但并末形成统一的

霹味thIL,．显得生地、杂乱。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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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S5第三阶般民居5R-5GB色调分析

墙体 锚地

高口度E 中％度E ]面茬i

图3·56第三阶段民居色彩昭度分析图

3)第四、五阶段(1996年-2006年、2006年至今)

这时期建筑色彩得到整合，色彩明度基本又恢复至墙体>铺地>屋顶>门

窗的排序，暖色调的红色成为主要装饰颜色，个别交界处采用明度同红色相同的

绿色点缀。整体而言，相对传统建筑，新式民居色彩种类、明度都有所提高，装

饰色也一般采用较为柔和的中等纯度色彩，建筑色彩实现了从本色到彩色的转型。

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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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3．57第四五阶段民居5R-5QB色调分析

÷目＆B 1Em＆E

图3-58第四五阶段民居色彩明度分析图

3．4 3 传统民居中的装饰艺术

大阳镇传统民居的装饰艺术是虽具文化性的建筑表现。装饰以雕刻为主，分

木雕、石雕和砖雕三种，其中木雕主要表现为大门的额枋及雀替、门窗等：石雕

表现为照壁、门枕石、拖鼓石、柱础石、压窗石、过粱及门槛石等：砖雕表现为

墀头、照壁、屋脊等。较为精茭、全面的装饰艺术一般分布在建筑等级较高的宅

院中，普通民居院落中主要为术雕，石雕、砖雕装饰较少，主要表现为大门的额

枋及雀普、门窗、墀头、照壁、屋脊等。

总体而占，传统民居装饰艺术的特色是：装饰手法以立体雕刻为主，装饰的

内容咀吉祥愿精为主，装饰部位通常为建筑结构构件与入口大门，由于古代中国

内敛含蓄的性格，院落外墙面一般不作任何装饰极其朴素。门第观念影响下的大

门除外。此外，装饰与院落主人的身份地位与经济实力发审美情趣iFl‘{{1关。

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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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建国后装饰的平面化与色彩化

1)第一、二阶段(1949年～1980年、1980年-1988年)

由于经济能力所限，这一时期装饰种类数量极少。砖质屋脊装饰因坡屋顶的

沿用而得到保留，墀头只保留了晟简单的形式：屋身部分只有木门窗作装饰，但

窗格已相当简化；石雕类装饰因费工费材，基本没有。

2)第三阶段(1988年一1996年)

这时期装饰发展较大。

第一，装饰手法以平面装饰为主，雕刻基本消失。如照壁内容由带有图案的

瓷砖拼接替代雕刻：门头部位则是以采用红色瓷砖贴面为装饰；窗户

上下沿刚红色瓷砖条作线性点缀；平屋顶檐口用红色瓷砖。

第二，装饰内容除大门题字外，基本不再有实质性地文化象征意义。

第三，装饰部位丌始由结构构件过渡为建筑界面，装饰面积变大．建筑本身

的纹理反而消失。与结构相关的装饰只留下梁头与屋脊。大门依然是

装饰的重要部位。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建筑立面部有贴面，只

有朝向庭院的立而才会有装饰，其它立面仍然为裸露的红砖外墙，反

差极大。

3)第四、五阶段(1996年～2006年、2006年至今)

这一时期，装饰逐渐有转向“装修”的趋势。越柬越多的新建民居依赖建筑

材料自身的色彩或图案进行装饰，由于材料的批量化生产，缺点是千篇一律，优

点是施工速度快，材料更新也快。同时，装饰的部位除了庭院内的建筑界面(如

房屋J下立面、庭院铺地等)外，丌始向室内过渡。室内外色调统一，即白色为主，

深红色为辅。由于材料的“雷同”，农村新民居面貌丌始形成独特的“风格”。

3 5小结

本章重点从空lⅥ与形式、比例与尺度、结构与材料、色彩与装饰等外在形式

的表现方面，对建国后民居建筑形态的阶段演变过程进行了分解和细化，为下一

章演变规律的总结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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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演变规律及动因探析

4 1 演变规律

41 1 空间与形式

1)院落式布局的继承与庭院的没落

建国后民居虽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的院落式布局，但是庭院形式与地位却发生

了较大改变。传统建筑中庭院是院落的中心。建筑单体之问虽然有等级差异t但

在图底关系中依然表现为匀质地围绕在庭院周围，庭院界面完整封闭而协调统一，

居住者的各种活动也围绕庭院展开。建国后的民居依然由建筑围合庭院，但四周

的建筑却是不均质的，表现出来的庭院界面不完整。不和谐。在图底关系中，币

房与庭院相抗衡，其它建筑则以附加的形式存在。

居住者的各项活动更多地在室内进行，正房中的客厅逐渐成为新兴起的核心，

仿佛成为室内的庭院。客厅占据最中央地位，其它房间围绕其均匀分布。

2)对称靠局的延续与轴线序列的消失

传统民居中的对称句局强调的是“轴线序列”，这种序列是建立在封建论理宗

法制度之上的，建筑形制表现为“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的排列次序，

家庭成员的住所安排上，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M区别明显。表现在院落

群椰局上则为纵向发展的趋势，后～进房屋等级高于前一进。

建国后民居不再有轴线序列上的约束，却延续了传统民居的“轴线对称布局”。

第一、二阶段，建筑形式为极不平衡的“3+2”丌削形式，轴线偏移视觉中心：篇

三阶段。建筑形式为半平衡的⋯5’丌问，平面依旧，立面虽对称．但轴线上视觉
巾心不是门而是窗，不够平衡：第四阶段，建筑形式继续演化为“抖l”开『可，(客

厅对称，立面不对称)最终重新达到“1+3+1”血丌阳J的平衡。在室内靠局方面，

客厅为了体现对称的思想，电视机的摆放位置甚至不与沙发对应，但也没找到合

理的处理方式。对称思想促使村民一次次地对建筑形式进行修_F与改进。

民居建筑扩大规模的方式由纵向序列的院落群发展转变为啦体院落的膨胀。

山此院落及建筑尺度也丧失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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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屋顶形式的继承与屋顶美的消失

大阳镇采取坡屋顶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传统梁架结构所致；二是敷屋顶

有利于底层住人时通风隔热：三是降雨量大时有利于排水。屋顶作为大阳历史建

筑中的重要造型组成元素，可将其比做建筑的第五立面。轻盈挑出的屋檐、富有

弹性的曲线、略带有弯曲曲的屋面、微微起翘的屋角，使建筑物产生独特而强烈

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大阳镇建国后民居继续沿用了坡屋顶的形式，主要出于排水的目的。但是山

于建筑尺度的增大及院落柿局的改变，屋顶形式表现单一，与平尾顶没有很好的

和谐。

*一目№ *=m日 *=n＆ *日n＆镕inH

图4-1建国后民居屋顶美的消失

4)厨房与厕所的影响和限制

对院落布局的影响——虽然『F房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厨房及厕所无论面

积、形式还是布局改变都很小。厨房依然依附于『F房_F立面而建，厕所为露天，

通常置于院落距离『F房较远的角落。

下表为正房与厨房建筑面积比较

表15建国后民居各阶地正房与厨房面积tE较

阶段I建造年代 院落名称 『建筑l建筑面积(m2)
第一【 19,75年 张饱峰家1止肼1 44 23

l厨房I 8 99

第一I 】980年 赵贵锁家『止膀l 43 76

厨肼 8 78

第三 1986年 张k女家I楼房 804l

l厨房l 8 93

第四I 1999年 曲腊根家『楼房l 104 0

l厨房1 998

第五 2009年 ’F喜根家l楼膀I 127 9】

『厨房f 1042

由此可见．_F房而积逐步增大，厨房面积却基本保持础：8--10吖

羹‘鹾‘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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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2建国后民居厨房与厕所在院落中的位置分布

对『F房形式的影qq——由于受到采暖方式(当地为煤炉取暖)的约束，厨房

距离正房报近，且连接厨房与客厅的卧室代替客厅成为征房内部最为积极的起居

空削，并且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室内空问虽然受到城市化的影响，室内m局向城

市靠拢，但使J_|}】率却较低，反而成为最消极空倒。这也从一个侧丽反映了农村基

图4．3采暖方式对正房形式的影响

斡斡婚鼎窜●⋯⋯⋯■
●^

囤4 4最积极与最消极室内空间示意

51门第观念的传承与空I刨性质的变化

建固扁民居仍然狠注重大门装饰，门头题字依然保翻，饰面也是采用当季最

流行、高级的建筑材料。门第观念已成为居民经济实力的象征，以及邻甩之问交

往、交流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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囝3—59入口空间成为邻里之问的交往与交流场所

6) “和而不同”与“同则不继”

子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要求多样的统一而不是整齐划一

的单调。建立在礼乐传统基础上的华夏美学同样充满着实践理性精神，与欧洲古

典美学相比，缺少狂欢与情感奔泻，是非酒神文化，它既注重感情的表达，也注

重感情的节制”。虽然在封建礼制思想的控制下．传统民居体现出较为严格的比例

尺度等客观存在的规律及形式美学，但“和而不同”又是中国自身审美观的一个

重要体现。大阳镇传统民居虽然以“四大八小”为院落原型，但由于地形、主人

地位等条件限制．并没有两座院落是一模一样的，而是产生了很多变体后重新对

和谐秩序的追求，非常自然地体现在民居建筑群中，“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形

成“拓扑同构”。

图3—60张家大院院落群鸟瞰

”潘#两：《中闻n埴史》(第t版)．中田硅筑Tn⋯版社．2004年



古人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不同的东西彼此和谐才能生世间万

物．所有东西部一致的话，世界也就不再发展了，建国后民居院落分批次建设，

宅基地所有户院标准一刀切，每一批的院落形制、正房尺度、宅基地面积等基本

～样，微差消失，只有加建的平房产生差异，产生单调感。

41 2 比例与尺度

图3．61建国后民居屋顶聪式千篇一律

1)尺度的增大与比例的失调

传统民碍建筑比例都在l 3～1 5之州，如庭院比例、立面L'LI，0等。建国后民居

建筑界面尺寸绝对值增大，没有“三丌问”的限制建筑单休体量丌始增大。檐高

与面阔∞比例．门的高宽比，窗的高宽比浮动范剧较大，在l～2之问，4i如传统

建筑立面和谐；门、窗为尽可能扩大采光面积，高宽比降低，形式甚至接近诈方

形。同时，外立面瓷砖尺度的不台适，也将整个建筑尺度单一放大，但并不如传

统建筑比例适“，而是显得过于笨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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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建国后民居尺度不断增大

2) “三开划”的限制与影响

“开问”是对房屋体量及单个房恻比例、尺度的整体把握。传统民居建筑由

于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限制，单体建筑都保持在三丌间。建国后限制打破，但村

民自发修建建筑时，有自己的“模数尺度”，即“丌间”，村民对房屋体量也是以

“几间房”的形式来描述。如“三平两楼”、“血问楼”、等，都是以丌间数量命名

的。到了九十年代后的第峨五阶段，『F房出现套问彤式，整体平面布局仍用“丌
削”控制，最重要的客厅依然保持三丌『自J， ～明两暗”，中M开门两侧开窗，
犹如套问中的“正房”。

4l 3 结构与材料

1)术材、石材使用的减少

传统民届中采用的木材，在建国后民居中已经被新材料一步步的替代，质量

提升的同时，可拆卸眭和灵活性变差。加工比较费力的装饰用石材基本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光沽高产的瓷砖。墙体砖由于技术的发展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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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建国后民居建筑材料的周期性变短，基本二十年，建筑界面材料就会彻底翻

新。同时，建筑材料也表现为一定的共时性，即当新型材料出现时，村民总是能

敏锐地感受到并且积极地运用于自己宅院．故建筑立面常常多种村料混合，体现

不同材料的历时性。当然，这也是民居建筑风貌凌乱的主要原因。

4l 4 色彩与装饰

11“五色观”的色彩体系

中国传统色彩体系为“五色观”，但出于封建制度的限制，真『F的色彩并没有

运用到传统民居建筑中束。建国后民居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颜色体系，但常用色

彩仍处在五色范围之内，很少出现其它颜色。现阶段民居建筑无论室内还是室外．

基本采用白色和红色系，色彩偏向明亮，室内采光条件改善。

2)装饰的“实”而不华

无论传统民居还是建国后民居，其装饰口【格都是朝向庭院的一m1装饰完整、

华丽，而建筑外田界面则不加任何粉饰，这与中国传统的“内敛吉蓄”思想有关。

男外，依附于结构的装饰逐渐减少，依附于建筑界面的装饰成为主要部分。

3)装饰的文化性减弱

传统民居中由于建筑材料种类较少，常常通过雕刻天然材料柬表达某种象征

意义(主要为对吉祥的愿景)，足文化的三维体现。建国后民居建筑的装饰则主要

以人造材料的特殊色彩及质感进行修饰，装饰面积大幅增加，文化含义却降低。

4 2外部物质影响因子

4 2】 气候限定

“对人类柬T兑．庇护是最重要的。在人类求耿生存的不懈斗争叫]t寻求庇护

是蛙重要的一项内容，而n-是在千百年柬想方设法躲避恶劣夫气和气候的努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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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创造了很多住宅的类型，其中就包括合院式。”“

气候无疑对建筑形态影响巨大。位于沁河中游地区的大阳镇，为了抵抗春秋

风沙及多雨的季节，民居建筑院落一般修成两层砖楼，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屋顶

坡度较陡，有利于甫季防水。

建国后民居形式延续了院落式稚局及坡屋顶的形式。但由于墙体材料及结构

的突变，原有保温性能良好的“砖包土”墙体结构被烧结空心砖所替代，建筑保

温性能急剧降低。尤其到了冬天，基础设施(暖气)不配套的情况下，居民只能

像八九十年代一样，搬入距离厨房最近的卧室中生活。

4 2 2 材料、技术

不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选择了材料，而是作为经济基础的‘材料’造

就了“文化”。

——单德启《从传统民居到地区建筑》

虽然传统的筑屋材料构成了大阳镇民居传统特色的基础，但其材料的缺乏和

自身的缺陷，使它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蜘I木材材料无论是梁和檩或是椽跨度，都

不可能无限制加大，例如水结构建筑cp粱在简支时的跨度从来没有超过1 3米的，

檩没有超过7 5米的，而椽没有大于2 5米的，因而I训广、步架长及粱跨都不可能

永远按比例加大或缩小。

在经济、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完全可以运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手段

建造新的居住建筑。相对于土坯砖而言，现代建筑使用的粘士砖有很多自身的优

点：保温、隔热及隔声效果好，具有防火和防冻性能．承载力也较强，并且生产制

造简便。现代农村居住建筑中大量使用砖混结构，这种结构形式的施工简单易操

作，而传统的木构架建筑在施工工艺上极其复杂。粘士砖与混凝士楼板相结合，

可以创造灵活多变和较大跨度的室内空捌。这种结构形式还加大了墙体上门窗洞

口设罱的灵活性，可以采用大面积玻璃窗，获得良好的通Jxl采光。粘土砖墙体由

于自身材料特性，便于装饰，农户常在室内用滁料装饰墙面，经济条件较好的家

庭还用瓷片装饰墒研，这样来既美观又易打扫。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外墙特

色也就尉变成了装饰，而失去了原有功能作用。同时，传统民居中∞完全手工式

作业．不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出无法加以推广。高度节约、高度效率是现代

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建筑的目标和标志。

“N-施奈尔．S·两n憾J斗m宅》萤特利尔：壹^^、^学!|l版¨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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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演变必然带来文化的演变。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建筑之始，产生

于实际需要，受之于自然物理，非着意于创新形式，更无所谓派别。”这就涉及了

建筑的本质和起源。如果我们脱离了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材料的“自然物理”，

而只是关注于形式，建筑M格之类的流派文化。乃至为文化而文化，那么传统民

居也不过是一栎漂亮的立体画而已，从而就丧失了建筑的本质。“其结构之系统，

其型制之派别，乃其材料、环境所形成。”这就说明经过当代转换再生的新建筑，

不一定会导致原有乡土特征和地方特征的雀失。民众对于材料的更换更加敏感·

因为他们既是材料购买者，又是施工者，还是居住者。市场上能否买到，如何施

工、使用效果部对民众有着直接影l响。换句话酏，民众对于材料【|勺亚替是抱有积

极的态度的。

4．3 外部非物质影响因子

4 3 1 社会变迁

11土地改革

土改时期的影响是深远的。19铂年在政府的号召下，走合作化道路，生产形

成集体化形式。然而因为生产和分配的制度却带来比较消极的影响，经济落后，

工副业也发展不起来，家庭经济水平低下，首要问题是解决温饱，何谈建设。尽

管当时农村家庭子女较多(平均每户3~4个)，人口增加，但是却没有能力自建住

宅，父母和已婚子女同住，三代同章非常普遍，只能采用合院生活的方式，母个

家庭在家门口自起炉灶、独立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后来改革开放后新建民居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以厨房为中心．厨房+正房的独特宅院形式。

2)经济改革

中国的改革始于乡村，从20世纪70年代术到现在，以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

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已经走过30个年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连续高速增长，综合

实力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加速转型时期，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

速率加速提高。农村社会逐渐走出封闭的圈子，社会新兴产、lk增多，对农业及土

地的依赖性都降低。首先，一方面土地阶值降低，导致民居盲目乱建；其次，脱

离了原有f|勺纯粹农业生活后，居民的生活方式、行为习|：}!都发生了较大改变，因

此居住空问内部【!王发生较大改变：再次，民屑成为纯粹的经济实力的琢征，因此，

材料、入口、装饰等都相应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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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宅基地的批划

土地改革之后，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家庭拥有宅院土地使用权。然而农村

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与土地公有制之间本身就潜在一定矛盾，个体总希望将

公有土地据为己有。在宅基地无偿使用的情况下，抢占宅基地便自然成为钻空子

的“必然”途径。大多数人认为，申请宅基地一次性缴纳很少费用批准后，宅基

地便世世代代都归自己所有，站得越多越合算。因此，乱占宅基地是iL建宅院风

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宅基地配置面积标准不够科学：家庭小型化、核心

化，却仍然延续老标准：所有户院标准一刀切，缺乏弹性。

_大阳镇乱占地现蒙严重，村镇1二帮甚至带头违法占地，乱占地带束的效应就

是乱建设．极大地浪费了士地和建筑资源。乱占地现象一般发生在边缘地带的住

户，由于不受前面居民的限制和影响后面居民，一般靠近边缘的居民都会有乱占

地现象。

表16大阳镇建国后民居批准地基面积与实际地基面积对比

阶 建造年 院落 批准地基面积 总。_地 乱I o】面 乱l J原田
段 代 名称 (m1) 面积 积(m1)

(ffll)

第 1975 张饱 145 182 29

肝瑶擘黧筠：荠r房后一 年 峰家

第 1980 赵贵 160 164l 8 i．匠划姘地基历为扩人。I-地白行
一 矩 锁家 政了地基线
鞯 1986 张t 乱l L1最为严重．田前排村噩1‘记私

iE 女家 自lIl地较人，J亓排纷纷效仿
第 1996 曲腊 235 95 256 49 困椎近居住医边缘，且周边无其它
一 年 根家 建筑，敞私[1将院墒外扩

第 2009 f喜 冈靠近居住压边缘，且周让无其它

五 年 根家 建筑，故私自将院墙外扩

4 3 2 农民生活方式的变迁

11“阿栖“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的转型是社会转型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阳镇居民生活

习性逐渐脱离农业时代，越柬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去外地打工造成人口大量流失。

流动或进城打工做生意，意味着农民经济与社会选择有城市化趋势。然而，现实

的制度安排和大背景似乎又在不同程度上拒绝甚至排斥农民的这一倾向。封闭形

的认同和制度壁垒使得农民小借不保留着传统的行为方式，这一点突山表现在消

费方式上。例如，在城。丑打工和做生意富裕起来的农民，并没有对未来的城市生

活抱有太大希望，反而表现的很茫然。所以，农民挣钱以后，首先想到的是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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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栎比别人家更阔绰的大楼房。尽管他们～年当中很少在家住，也不知道什么时

候会回来，但还是会尽量将宅院建的更好些。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的第三、

四、阶段，居民在建设活动中对新型建筑材料尝试的积极性很高t并导致建筑材

料的不断更迭。

21城市化的冲击

大阳镇农村人的生活理念方式的变化主要柬自外部城市生活方式、意识的影

响。包括建筑形式、室内靠局、家居摆设甚至生活习惯等。在农村人的眼中t严

重存在“城市的一切都是先进的”这种认诎误区。人们生活方式、观念的变化要

求建筑空间形制、功能和质量随之变化，这是人们意谚溉念城乡互补的具体体现，
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了建筑形态和内部形式的简单城市化和现代化，加剧了聚落

环境地域特色的衰落和乡土建筑本土精神的遗失。如现代化装饰一新的客厅并没

有发汇通它本来的功能，反而是套间内利用率最低的空问被闲置。客厅内部的家

具摆设仿照城市，但出于农村“三开间”的客厅格局无法很好的统一，造成使用

功能上的不方便。

我国目阿的城市住宅中，绝大多数都是|三l客厅为中心，这种空1u形式无疑是

以电视文化为背景的生活方式所对应的产物。返是一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规律

性很强，多数是家庭人数少于5人的小家庭，人们白天工作．晚上到家，电视是

主要的休闲娱乐工具。于是对应产生了这种从功能出发，空脚界定明确，并且以

客厅为中心空间的住宅形式。多元文化趋向的今天。以客厅为中心的单一住宅模

式已经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了。

农村生活并不是以客厅为中心的家庭认识，更多地表现出以厨房为中心的住

宅形式，即便电视节目已然普及到每个人每天的生活当中，但是大家更倾向于在

靠近厨房与庭院的卧室中安排起居，客厅常常利用率不高。

3)家庭构成、婚恋与养老

八九卜年代，随着子女的K犬逐渐面临婚嫁带来的分房而居问题。经济实力

稍强的选择另建一座单独的院落(这种情况较少)，普通家庭一般会选择将房屋重

新装修一遍(用当下最时兴的建筑材料)，并且内部用隔墙分离．分家不分房，同

时上下两代人可相互照应。可见，同村结婚与房屋建设依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九十年代以后．经济实力提高的大15Ej村民，通常会在子女结婚前另建一栋新

宅，考虑到来求的养老支柱为子女，因此其家庭构成通常为三代同居，平均家庭

人口通常比城市多，再JJ【：|上大|：【!|镇居住传统， ‘般不习暇在二楼居住，因此居住

空州中常要求有巫多的卧室可三代同居。到了现阶段，人口流失比较严重．中青

年一般在外打_[，老一辈爷爷奶奶留：)帮忙带孩子，整株民居建筑全部靠长辈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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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此居住习惯、室内布局等必然会有七八十年代的遗风，这也造就了自U面所

提的“最积极空例”——位于厨房与客厅之间。

4．3~3 农民思想的嬗变

1)等级制度的崩溃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一方面演化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及行为

规范：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居建筑发展的僵化和停滞。然而没有等

级观念的“束缚”后，大阳镇新建民居逐渐体现出膨胀的趋势，无论是啦体建筑

还是院落整体尺度都急剧增大。另外，原有建筑的纵轴线序列发展消失，横向发

展默而代之。

2)家族观念的解体

家族制的瓦解应该始于土地改革时期。在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生产工具

出集鄹统筹，村民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传统乡土社会家族的地位被集体取代，

家族制度逐步瓦解，社会礼俗规范削弱，平权意_【}{增强，小家庭对家族的依赖性

随即减小，独立核心家庭趋向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宅院的分化随着家庭的分裂

成了必然趋势。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生产力水平、经济水平等一系列因素限制，

到了现代，家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生产、保护、教育、娱乐、信仰等各种功

能中的犬部分，这些职能大多已转移到别的制度和组织中去。另一方面政府推行

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家庭人口数。又由于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内容、

生活方式发‘L很大变化，思想观念和父辈们显著习：同。年轻的夫妇大多希望独门

独户，不与氏辈们住在一起。家庭小型化，以三口之家为代表的核心家庭火量出

现。

3)攀比m尚

相互攀比是乡村的一种普遍社会心理现象，在某利；程度上又是一种社会心理

病症，相互攀比会导致不必要的建设活动，引发非IF常的发展现象。如邻晕之间

攀比多表现在“数量”、“气派”、“高度”等方面．而非“实用性”和“质量”方

面，攀比具有盲目性，导致犬量宅院华而不实，大而不用，尺度过大，比例失调．

资源浪费。

4 4演变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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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积极影响

大阳镇建国后民居建筑形态的演变，是在没有建筑师指导下的自主演变的。

其积极影响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民居建构性外观选择性地继承并适应当

代的生活方式。如第一阶段的“三平两楼”

第二，演变的每个阶段，居民往往根据实际需求积极主动地对建筑形式进行

改进，按照“怎么方便怎么束，怎么好看怎么柬”的原则，尽管

常常显得盲目并混乱不蟮，但这种改变4是最“接地气儿”的。

第三，演变过程中对某种常用形式进行了统一的保留，从而形成新的“建筑

传统”。

第四，居民的自主演变的过程足真是自然的并且经过主观处理的，而不是将

“传统”进行符号化、形式化的表达。

4 42 消极影响

大阳镇民居的自主演变，有利必有弊。它的消极影响在于：

第一，居民缺乏主动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民居建设中过于注重建造技

术、建筑材料的表达，过于追求建筑的“高大”、“宏伟”，浪费建筑资

源的同时，完全忽视了文化的意义。

第二，受到域市化冲击后风格倾向变得模糊。有照搬城市的嫌疑．认为“城

‘R的就是好的”。殊不知城市的建筑形态，室内格局、家居摆设方式并

不完全适用，盲目崇拜而忘记了自我的生活、生产以及文化规律特点。

第三，传统民居中的生态性丢失。现阶段的民居建筑为砖混结构。砖混结构

存在很多缺点：需要二次装修、浪费资源，热工性能差、时常返潮，

结构安全性能低等，居民生活品质降低。

第四，民居演变中山于宅基地划分～刀切、面积不合理等原因，导致备户主

体建筑彤制过于统一，而居民为了生活方便又随意加建附属建筑，附

届建筑与主体建筑没有达到很好的蜘调。

第“，民居建筑形态演变受到厨房、早删等基础设施的影响，而这些需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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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出面组织改善的。

第六，
自主演变存在盲目性，建筑肛【貌较差。建筑形式时常处于摸索之中，

没有特定的、具象化的审美标准，材料、比例、装饰等方面随心所欲，

考虑欠妥。

整体而言，建构后民居建筑形态的演变有利有弊，但是正是从这种来自于基

层的真实演变，爿能帮助我们找到其中的规律，发现其中的问题，进而在建筑师

辅助设计的阶段，能够对面广量大的村镇住宅进行正确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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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对大阳镇乡土建筑的原型特征及建国后建筑形态的演变过程、演变规律

及原因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民居走向现代村镇住宅t其中交织着合理与

不合理，既有历史的辉煌也有现实的困惑，既有进步也有焦虑，利弊相髓。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柬认识这一客观存在的矛盾问题。

1)建国后民居建筑发展的起点并不能完全认定为传统民居，土改时期“合院”生
活方式对其影响更大、更直接。

一种乡土建筑从原生走到成熟．走向繁盛在走向没落，这是符合事物客观发

展规律的。1目的事物总会被新生事物所代替。大多数人认为，中田传统民居建筑

向现代化民居建筑演变期间，出现断层式发展，笔者也曾这样认为。事实上，远

在现代化建筑没有影响到中国之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已经随着封建社会的土崩

瓦解开始没落、消失始尽。从鼎盛的清朝到近代中国，再到解放前，中国传统民

居虽然得以保留，但因相应的传统文化早一步退出历史舞台。保存下束的建筑形

式早已在社会的动荡之问“物是人非”。“传统”本身是处于不断地前进发展状奄

的，F一阶段的发展必然受到上一阶段传统的影响，这样的演变才是连续的。建

国后的民居建筑形忐，只能从这一“物是A非”的建筑形式中汲取能嚣演变出新

的形畚；而民居建设的主体一生活在“台院”中的人。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则是以

“合居”的方式生活在传统民居当中所看到的～切，“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看到建筑形式的外在表现，但并不一定真正|董得其中的深刻岔义。这也许就是在

建国后民居中为什么会有强烈的“文化缺失感”，以及为什么村民对于朝夕相处的

老宅院并不如外人想象地那般有感情。

2)研究传统民居建筑与建国后民居建筑之问的演变关系仍然足具有深远意义的。

既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对建国后民居建筑的影响甚至小于土改时期几十年生

活方式的改变，那么．研究传统民居与建国后民居二者之削的关系还有现实意义

吗?答案是肯定的。上一段的论述，可以理解为，建国后民居建筑的无序演变、

断层发展的撤源，恰恰是对传统民居建筑原型缺失的表现。传统民居建筑原型“四

大八小”是真实存在的，但建筑实体中早已没有相应的建筑文化，对村民来讲，

这样的建筑原型存在感接近于零，而村民所熟悉的“正房+搭建厨房”的建筑模式

又恰好出现于合适的时机，自然而然“冒充”为原型，这其实是严重地“断章取

义”性质的发展。真【F的传统民居建筑原型，依然是“四大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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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居建筑的发展演变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建国后民居建筑的现代化转型与传
统民居退出历史舞台都是一种必然，但是优秀的传统元素不能任其消逝。

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集中体现，而生活方式的变化直接影响民居建

筑。因此，民居建筑的发展演变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当新材料、新结构、新功

能、新技术和新的建造模式出现的时候，建筑形态发生演变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因为建筑形态的演变血是整个社会演变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经过几千年

文明发展的传统建筑文化，曾经创造出璀璨的文化，却不能适应现代的社会环境

要求。于是，我们粗鲁地丢弃了传统，丢弃了前人的经验总结，轻易地接受了现

代建筑元素。殊不知，没有任何一项优秀的传统经验是可以直接继承的。风凰涅

檠。重获新生。优秀的传统元素、文化精髓必然要经历必要的“现代化转变”，爿

重新担负传承地域文化的重任。而无法找到新的表达方式的优秀传统，不可避免

地被淘汰了。因此，新生的建筑事物必须积极主动地从传统元素(如空问形式、

比例尺度、结构材料、色彩装饰等)巾寻找精髓，并将其转化为自身可用的一部

分。

4)重视建筑师对民屠建筑发展的引导作用。

生活在社会、经济、环境、技术、文化的多重复合环境中，村民表现出盲目

混沌地接受现代元素，而对传统优秀元素无暇顾及，电没有能力去提炼，相应地，

民居建筑也呈现出混论无序的现代化状态。建筑师作为专业人才，应当在民居建

筑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引导角色，引导村民挖掘传统民居建筑中的优秀元素，引

导村民将优秀元素在新建民居中继承与发展。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建筑师对～个

地域的建筑原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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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大阳镇传统民居调查样本

匮

位

不

意

剀

俯

瞰

幽 ，馘
院落群入口

趸耍否j面1财神巷墨旦l鱼堡苎垒卫 张督堂院尔

ii袁l：建筑群调书
建筑名称：张家院落群
备注：占镇规模最人的措住建筑群

A院落群背景

张家院落群是明万历兵部侍郎赠

尚m＆养蒙及其后人居住的院落。历
经明万历年问、崇剃1年间、湍乾隆年
间 百余年的二次人规槿修建。

B选址与布局
(I)选址

位丁尔人⋯中段，北高南低，纵

跨尔人口I，院落四十余庠。
(2)布局

由此向南沿纵向发展，以老街为

界，此侧以建兴巷为轴线．南侧以财

神巷、古楼巷为轴线。

C院落群入口

老街北删入口——建兴巷骑楼
老街南删入口——财神巷骑楼、占楼

巷骑楼、j＆督堂院尔侧拱f】

建兴巷 I占楼巷

张氏旺宅

雨斤两— 张家花l司

D院落外部空间

(1)街巷

北侧——主要街巷为建兴巷，连接老
街与异主要院落入口。

南埘4——较为复杂，内部有横、纵数
杂巷道、夹道，联系财神巷与古楼巷
Z问的笄个航落。

(2)J场

老街北删有一块被院落包嗣的空

地为J场。内有人树．尺度亲切-

J'场北m4还有--4'块条状开敞空间，

内有T{磨，服务日常生活。

E土要院落
(1)万历年间——建兴巷两侧的张氏

士宅等；

(2)崇祯年问——尔、刖厅院(合称
新h’人院)、绣楼院、张家花园、张氏

祠堂、哪宦皖等；

(3)乾隆年间——建兴巷与古楼巷南

洲的窦家疙垲、张督堂院、马房b!羔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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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格岗

附表2：建筑群滴吞
建筑名称：裴家院落群

备注：格局严谨，院院相通，户户相连

A院落群背景

裴家院落群裴家院落群为嘉靖年

间尚8裴宇及其后人宅邸。尚H腑共

计房屋二自余问，九进十八个院落。

B近址与布局

(1)选址

位于求人日I老街以北，M邻关家
巷，尔接裴家巷。
(2)布局

粘个建筑群依地并由南往北逐渐
升高，警九亩格式排列，通过二纵二

横的主要流线贳穿备院。

C院落群^口

院落群通过面向裴家巷、老街和

黄家巷的7个山入口与外界联系，山
部存院落通而不露。

D主要院落

中间一列的北中南二院为中院．
由此对称展开，心侧三院台称狮子院。

尔mI三院台称麒麟院，寓意文武相特。

院落轴线 I原蚕面丽甄———_广。j矗骗—L———I流线
主要】冼落

中院过n：院—币丽雨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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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来源索g

【1】 除以F图片外．其余幽片皆作者自绘．所有雌片皆作者白摄：

图1．3大阳镇地聪图．太阳镇规划项目组共同绘制

固2．20院落形％Ⅱ分类固．太阳镇规划质目组共简培制

图2 21庭院平面聪式．大阳镇规划项目组共同绘制

固2．22君太号三个院薯A口均为东南位置．大鹏镇规划项目组共同绘制

囤2．23二分街地理区位．大阳镇规划项目组共同绘制

图2 24二分街建设现状图．大阳镇规划项目组共同绘制

图3 63扩大尺度后的太阳镇传统民居示意，太阳镇规划项目组共同绘制

固3-64盂塞尔标准色彩体系来自．

h呻：／，wwwhu出“g com／wiki／％E8％89％B2％E5％BD％A9

I 2】 本文中所有表格皆为作卉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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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硕士学位之间学术成果及实践项目

【1】学术著作及论文如F

薛林平，TI玉等水沟古镇』b京：中国建筑T业山版社20lO

山西省住膀目l城乡建设厅主编山西风景名胜北京：建筑』。业出版社．20

薛林平√l玉中国近代火午站之沈R{老北站研究华中建筑00ll(10)：111一t15

薛林平，,iiYx中国近代火午站之静海站研究华中建筑，2012

【2】实践项日如F

l、山西省}】村镇保护利Hj与减贫方略研究——测绘与导则．项E1编号A10100030：

2、沁河中游诘村镇研究，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日编号50508004；

3、山州省风景名胜医深入调卉和深化研究．为横向课题．IⅢ耳编号AIOL00080

4、J灵县水神堂风景名耻犀资源评价，为横向课题，项目编号AIOL00090

5、中国近代火乍站建筑研究。项13编号A10．1800030

6、左云县摩天岭K喊风景名胜医资源评价，为横向课题，项目编号A09L00060

7、山阿省风景名胜区调卉评价，为横向课题，项目编号A09L00070

8、‘j武县于化沟历史文化名村保护与更新殴计，为横向课题，项目编号A09L00050

9、沁水县湘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1』更新蹬计。为横向课题，项目编号A09L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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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立窑遒厶堂亟±堂垃监童 一—』色』Lj生上堂—握—基

学位论文数据集

关键词· 密级+ 中囝分类号+ UDC 论文资助

¨居：建筑形态； 公开 国家自然科学基

空问形式：比例

尺度：结构材料；

色彩装饰：演变

学位授予单{{】j_名称+ 学位授予单位代 学位类*归 一学特级别+

码+

jE京变通人学 10004 学术型 硕十

1论文题名+ 并列题名 论文语种+

l建国J亓人日I镇畦蔚建筑形态的演变 汉语
＆成冈研究

l作者姓g+ f 4i3． 学号4

培养单位名称+ 培养单位代码+ 培养单位地址 邮编

l北M，卫啦八4≯ 北京市海淀医拍

直f J外上同村3

学科专业· 岍究方向+ 学制+ 学仇授予年+

l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建筑遗产保护与 2012正

更新

l论文提交El期+ 2012年6月11日

j导师姓名· 薛林平 聪称· 副救授

l评阅人 答辩委员会主席· 替辩委员会成员

fU，版i仝文提交格式文本() 幽像f)观频f)音频()多媒体()其他()

1推荐格式：applicallon／msword；applicafiotv'pdf

f电r版论文出版(发布)者 }电子版论文出版(发布)地 救艘声明

C论文总页数+

1共”项，萁中带+为必填数据，为22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