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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乡村的非官方的民间的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的以居住类型

为主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它是我国建筑大家族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特有的建筑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自

然等因素影响的综合反映。 一、中国传统民居的概 ⒈ 类型 

中国民居有许多种.刘敦桢先生在>一书中按平面形式把民居

分为九种,其中横长方形住宅是民居的基本形式,中间为明间,

左右对称,以三间最普遍.四合院住宅在我国分布很广,北京最

为典型.窑洞式穴居（见图）分布在我国少雨的黄土高原地区

。有单独的沿崖窑洞土坯或砖石的拱式土窑洞, 以及天井地坑

院落式窑洞,还有少数民族种类繁多的民居式。 陕北窑洞 ⒉ 

民族文化传统 中国民居所表现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各异的特

点,显示了许多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各地民居明显

的差异是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地方材料和传统的构造技

术与方法的不同环境的不同防御要求带来的特点经济条件的

差别宗教因素对建筑形式的影响等等,在中国民居中可以看到

多民族的特征,蒙古包以及藏族朝鲜族维吾尔族西南少数民族

和福建广东的客家民居⋯⋯等等,都强烈地表现出各民族的传

统风格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也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安

排和方位。 只要是物质条件与社会方位改变了,它原有的那些

含义就不复存在了,但适合后人生活需要的传统形式却被继承

下来。 ⒊ 布局 中国传统民居有着：明确的流线，完整的格局

，明显的主体建筑，建筑组合体和渐进的层次。 ①明确的流



线好似画在人们心间的一副导游画，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到

要去的地方。例如北京这样的历史名城，城市分为几个主要

区域，如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和西单，每个区又有大

街中街小街，街道再通过胡同小巷，胡同中才是住家门户，

有明确的流线层次。 ②格局是组织建筑群体构图的关系，中

国民居的三合院、四合院形式正是以庭院为公共中心的向内

的家庭组合体，建筑的组成有严谨方整的格局。单看建筑之

间的关系，是围绕纵横轴线形成前后左右对称的布局；单看

庭院空间，也自成完整的格局；单看建筑群之间的相互连接

的檐廊、转角回廊、院墙与垂花门等，也是自成格局的。因

此一座完整的民居不论规模大小都组成严谨清晰的格局。 ③

主体建筑在城市中控制着道路网和其他从属建筑，居民都希

望自己居住的街坊有个明显的标志。把一组建筑或一座建筑

中的一部分作为主体处理时，就形成了村镇、建筑群或家庭

住宅中的核心部分。例如中国传统村镇中的佛塔、庙宇或戏

台，住宅中的起居室或堂屋。要精心选择建筑组合中、人们

生活或活动的中心部分作为主体建筑，把它布置在最重要的

轴线部分，安排高大的房顶，显眼的外行体量。例如在西藏

民居中，把经常放在房顶上；在河北民居中，正房和堂屋在

全组院落中体量中最大；在福建土楼中，正房堂屋的部位有

显眼的层层下跌式重檐房顶，主体建筑是非常明确突出的。 

④中国传统民居不仅注重组合体自身的布局变化，更注重街

、坊、院落相互之间的划分与联系,成组成区地布置具有社会

生活内容的建筑社区组合。这些组合可以表现出组织邻里生

活社会化的思想。在低密度地区，建筑组合可以用小型房子

以回廊、小路、小桥、花架、围墙等互相联结组成。再高密



度地区，单幢建筑本身应作为组合体对待。即使是一幢小型

住宅，宅地内部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多种房间的相互关系

的组合体。 ⑤建筑的安排要其使用的公共性的程度，形成一

个有层次的布局，按人们的亲疏关系布置宅院。在住宅中需

要这种由公共性逐渐过渡到私人性的渐进的层次布局。如果

不考虑渐进的层次，把许多房间混杂地罗列再一起，就不能

反映社会与家庭生活中的交往关系。因此在规划布置一幢宅

院时要创造一个这样的渐进层次，从入口公共性的部分引进

至半公共性的部分，最后达到最私人性质的部分。 二、 中国

民居的现状 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以住房为主,其类型都以此为基

本形式,中国传统建筑在封建礼制的影响下,建筑为木结构,都

是以院落为单元.当今建筑材料的迅猛发展,城市建筑的创作生

动体现出这一点。传统建筑材料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各种各样

的结构框架材料,都影响到了远离城市的乡村,在新建的农宅中

已很少见到传统形式的住房,能见到的只是些“古宅”。这些

年,由于建筑业的发展,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也极为密切城市的建

筑发展改变了多年遗留下来的传统建筑风格,取而代之的是砖

混结构的“方盒子”组合成的“新宅”,这样的民居失去了建

筑的精神和文化性。 一个地方的建筑与当地的自然,社会文化

等因素的矛盾运动本身所需要并产生了这个区域所特有的建

筑形式和风格.人们常说地区主义建筑的发展应该是以传统民

居为基础的,因此传统民居是地方主义建筑的“根”。新的农

村住宅以“方盒子”为主流形式单一呆板,这正是历史虚无主

义存在的结果,这些虽然符合当今建筑的步伐,但是在文化方面

并无创新,相反它抹杀了传统的民族文化。徐敬直指出“有着

流畅曲线和塑性美的古代造型将是应用新材料,新构造的中国



未来建筑创作的基础.”中国传统民居在高度发达的建筑技术

的冲击下,已渐渐被遗忘。民居在城市古代建筑中占有重要地

位,它可以成为城市直接的景观资源,因而在许多城市中特别是

历史名城中,城市规划都包含着历史街区和古建筑保护的专项

规划。 但90年代的大发展中,各城市中的所谓“点-线-面”的

保护模式都已破坏,只有一些列入文物保护的作为城市孤岛被

保留下来了,而且越来越多是以“新”的民居逐渐改变了传统

民居,破坏了传统遗留下来的质朴的,融于自然的建筑风格,这

一现象正体现了传统文化对民居影响作用的忽略问题。 建筑

应当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人们的意识观念想适应,

人类发展的灵魂是文化,而建筑本身又是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

文明两方面体现,它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

地方性建筑风格。 传统民居的精神和文化应当被继承和发展,

也应赋予传统民居以生气,使之富有生命力,是其成为真正安全

舒适,适应环境及使用方便的各类建筑空间环境,建筑文化不是

封闭的,而是继承创造延续的产物,我们在建筑创作上应该借鉴

民族的传统文化,吸取外来的精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