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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都周边的成绵路、三圣乡、都江堰市，这里正以川西特

色，扮靓成都裙裾置身鳞次栉比的高楼间，同样的钢筋水泥

、鸽子笼，究竟在哪个城市?分不清时，难免会有怅然若失之

感。小青瓦、粉白墙、花格窗、雕梁画栋，飞檐斗角⋯⋯传

统的川西民居，在工业文明的裹挟和欧陆之风的肆意下，已

在蓉城人的视线中渐渐消失，仅残存为老相册里的记忆。在

“旧城改造”的喧嚣声浪里，成都市锦江区、成华区、都江

堰市等又做起老川西民居的怀“旧”文章，简简单单一番“

穿靴戴帽”，就让幢幢农宅散发出了浓郁的川西风情，引来

一片关注的目光。川西民居，为什么重返人们的视线?人们为

什么要为它重兴土木?4月，为寻访川西民居的影踪，记者走

进“中国花木之乡”三圣乡、成绵高速路两侧的青龙乡、都

江堰市成灌公路旁，目之所及，恍若时空交错，既陌生又熟

悉民居俏然点缀成都“裙裾”民居，建筑的方言，浓缩了一

个地区的地理风貌和历史文化。川西民居，如同川西坝子上

和煦的阳光，肥沃的紫色土，与这方水土上的人早已形成了

融洽的亲密关系。在钢筋水泥的时代重现，它很容易让人亲

近，生出好感。漫步红砂村水泥硬化后平坦的乡间小道，散

落在龙泉山麓的川西民居，青瓦白墙、飞檐斗角，清丽雅致

，难以置信这些曾是昔日灰不溜丢、火柴盒式农宅.汽车驶出

成绵高速路收费站，川西民居在绿树和翠竹的掩映中，古朴

又富有生机，从车窗一闪而过，宛如一幅幅赏心悦目的田园



风景画.而过去这段路，人们宁愿闭目养神，也不愿让一大堆

杂乱无章的砖瓦房挤入自己的眼睛.都江堰市成灌公路旁，改

建中的农房脚手架尚未拆除，但老川西民居风格已经凸显。

农舍的水泥灰墙或瓷砖墙体，既不传统又不现代，远远滞后

于现代人的审美趋向。城郊农家乐旅游的发展，更需要川西

风情，川西民居因此成为点睛之笔。去年3月，三圣乡率先在

红砂村进行“花乡农居”改造，先试点后推广，如今已形成

“绿荫葱茏掩竹篱，花香悠然入院墙.堂前品茶听鸟叫，水榭

荷边赏月光”的田园美景。房子漂亮了，客人也多了。红砂

村“百姓人家”老板彭元福兴奋地告诉记者:“每到周末，我

这里都是爆满。”紧随其后的，是成华区青龙和龙潭两乡。

去年10月，由区乡两级政府出资改造成绵高速成都收费站至

青龙立交桥两侧农舍，成都北大门从此旧貌换新颜。俄罗斯-

中国合作发展中心上海代表处副主任周剑飞，途经此地，一

路惊叹不已:“没想到成都还有这么漂亮、有味道的民居。”

据三圣乡“花乡农居”设计者、文博研究员谭良啸介绍，“

我是学历史的，一直希望把传统建筑中最能体现地方特色的

东西和现代建筑之间找到结合点，所以，便将一些旧式民居

中可以吸纳的元素运用到农宅改造中，契合花乡的背景。”

有文化特色的包装不可否认，川西民居有着深厚的农耕文化

烙印，一些落后的建造方式被淘汰成为必然，但其风格上的

传统意蕴，又为外来文化所不能替代。在城市里，传统民居

已失去了适宜生存的土壤，只是近年怀旧情愫的滋生，让现

代建筑师们纷纷在旧日的图纸中去翻捡一些传统的“边脚料

”来装点门面，唤名曰“复古风”。而在成都周边，现代农

家的生产生活天地，却依然为川西民居保留了一份适宜的土



壤。俏然立于这片背景中，川西民居给我们“讲述”的，不

仅仅是美学的享受，而且是文化的传承与影响。像所有的“

方言”一样，川西民居建筑特色浓郁。在建筑单体上，讲究

因地制宜，以中轴线布局，通常采用穿斗式木结构，墙体多

用篾笆夹杂着泥土筑就，屋顶采用青瓦坡式屋顶处理，以解

决四川多雨季节的屋面排水问题。住宅外墙多采用白色为基

础色调，利于反光，弥补川西地区采光不足的缺陷.门窗以浅

褐色或是枣红色为着色基调，与白墙相配，显得清新而淡雅

。雕梁画栋，飞檐斗角是川西民居不可或缺的元素，表达了

巴蜀之地的婉约美和内敛气质。最具精华之处是民居的院落

，它在给人以领域感的同时又密切着邻里关系。可以说是中

国几千年来儒家文化和华夏民族包容精神的象征，与现今流

行的电梯公寓、花园洋房相比，多了一份邻里亲情，所体现

的群体文化心态特别率真而质直，这也是不少现代人怀念的

。但是，川西民居也难以逃脱方言在现代社会的局限性，它

的存在价值因此也受到了质疑。本土建筑师刘家琨说:“传统

民居建筑的土壤已经不再，而目前所用的这种方式整修农宅

，让人看到的是一种布景化的东西，显得肤浅。而以这种布

景化的东西作为补偿，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认为这是群

体性追逐消失的记忆所引起的一种正常反应，这种对表面风

格的模仿，并没有解决生活中人性的需求。 山水之城悄然“

变脸”来了成都，台湾文化人龙应台说:“见了都江堰特别开

心。它不只有神奇的水利工程存在，还有非常美的山，活着

的百年老树，山没有破坏，水边民居也保存着，沿江也没有

大红大紫的人工建筑，特别让我感动，假的古董就不会让人

感动。”都江堰市正在小心翼翼地为山之城、水之城上妆着



色。去年，都江堰市规划局从同济大学、省城乡规划院等单

位请来专家制作风貌改造方案通过对现有沿街建筑的立面改

造、包装、整合及街道环境的综合处理，用川西民居特有的

建筑语言表达山麓水滨之城的特色。通过多方筹措资金2000

万元，对5条城市旅游通道实施临街建筑风貌改造。为统一城

乡风格，3月，都江堰市又决定启动农房风貌建设工程，市规

划局为875户农户住房提供了全套改造方案图纸，指导村民改

善居住环境。农房风貌建设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新商机，聚源

镇100多户农户纷纷搞起了苗木种植经营，幢幢漂亮的川西民

居，在花草苗木的映衬下，格外亮丽，引来众多休闲客。川

西风格装点“北大门”“成绵高速公路出入城道路确实变漂

亮了”，频频听到这样的赞美，引起了记者的好奇。8日，来

到成都成华区青龙乡政府，副乡长胡生亮正好接到一个从金

堂打来的电话，打探民居改造的操作事宜，胡生亮一一作答:

“由区城市环境综合管理办公室提供改造方案，其中包括房

屋的色彩、样式和格调。”“区乡两级出钱，村社出力。”

“对工程队进行招标，由区政府指定监理公司进行监理。”

“所用小青瓦是从郫县、彭州那边购买的。”⋯⋯据悉，成

华区川西民居风貌整治工作，从成绵高速成都收费站至青龙

立交桥，全长7.9公里，包括青龙和龙潭两乡，投资近1000万

元。从去年11月底开始至今年2月底结束，历时90天。对472

幢房屋进行了立面粉饰和平顶改坡顶，实施景观化围墙2080

米，拆除房屋顶部非法广告牌51块、违章建筑664平方米，清

运生活垃圾及建筑废渣15吨。汽车七弯八拐，来到成绵高速

路边的青龙乡狮子村。高速路两侧的房顶都进行了“平改坡

”，加盖了小青瓦，增设了飞檐，墙体上刮了数道腻子，抹



上白色的涂料，又妙用枣红色或褐红的油漆进行木梁线条勾

画，使原本平淡的楼房变得有型有味。然而，方案实施之初

，并非所有村民都能积极配合，“当然是怕自己出钱。”狮

子村4组贫困户覃选民直言。据村支书钟培成透露，有几户人

家甚至把工程队安装的脚手架都拆了，担心“秋后算账”，

通过多方做工作，最后才同意整治改造。覃选民自认是整治

工作的获益者:“我家的平房变成了两层的楼房，自己又没出

一分钱，全靠政府噻。”就这样，一幢幢崭新的川西民居被

打扮出来了，曲曲折折散落在道路两旁，串成了成都北大门

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与都市流光溢彩的现代建筑遥相呼应，

彰显出蜀风、蜀韵。醉在花乡农居“花乡农居”，这个远离

尘嚣的名字给了红砂村花乡，因位于素有“中国花木之乡”

美誉的三圣乡境内.农居，因恢复创新独具格调的川西民居建

筑群。春花烂漫时节，在鲜花的簇拥下，座座川西民居风格

院落尽显古朴和清丽。去年3月，锦江区三圣乡以筹备首届花

博会为契机，按照“市场带动、基地生产、企业经营、政府

服务”的模式，“农户出资40%、政府补贴60%”的原则，对

红砂村农宅进行环境综合整治。改造农宅203户，面积达2.5万

平方米。平顶改成坡顶，盖上小青瓦，涂抹粉白墙体，对农

宅三墙两边作仿川西民居装饰，勾画木梁线条，或添加女儿

墙、飘檐等，每户院落设计都不尽相同.而新建的3.9万平米房

屋也沿用川西民居设计方案。同时还将污水管网对接到每户

民居，增设了卫生设施，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吸引民间资金

投入达3000多万元，有效地保护和恢复了观光区生态自然环

境。红砂村一户一景，与万亩花卉相得益彰，营造出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融，旅游业因之红红火火，观光客络绎不绝。在



赏花、买花后，游人的目光往往会被别具一格的川西民居牵

引，驻足停留，或许，索性到院子里小坐，一边品茶一边消

磨时光，感受那份悠远的恬静和惬意。据悉，自去年9月花博

会开展以来，红砂村“花乡农居”共接待游人139万人次，旅

游收入2025万元，实现税收100多万元，直接吸纳劳动就业人

数503人，间接提供劳动就业岗位212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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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