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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摘要：本文介绍了庭院作为一种传统的建筑空间，蕴

涵着传统的价值意义和文化内涵；他的空间围合形式和空间

构成，以及他在建筑中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展望庭

院空间在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关键词：传统 庭院 

空间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作用庭院，作为被

人们习以为常的建筑空间，广泛出现在现代建筑中。他是一

种传统的空间，也是作为文化载体融合于传统建筑和现代建

筑的各个侧面。无数古典诗词，文章画像中都对庭院作出了

生动的勾画。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太过于平常，过于自然

，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对庭院本身的思考。“什么是庭院？”

他有什么样的形式？“为什么传统民居建筑中，他的气候控

制性能这么好？”他究竟有什么样的功能呢？下面让我们来

一起认识一下庭院这个传统的空间。 一 、人们对庭院空间的

需求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从古到今，人们似乎总是离不开庭

院。庭院的起源，是一个被历史湮没的年代，从可供考证的

历史来看，从商代的遗址中可见一斑，他已经有3000多年的

历史。大至宫廷建筑，小到地方民居，庭院都是一个构成建

筑空间的主要元素。随着时间的流逝，城市化日益发展，但

人们始终也割舍不了对庭院的眷恋。苏州一带的园林就是最

好的例子。“足不出户可享受山林之趣”就是这种园林观念

的写照。现代城市，被比喻为“石屎森林”。经济的飞速发

展伴随着城市化的急速推进。城市土地过度开发，人口过分



拥挤，居住密度过大，绿地减少。加上缺乏合理的城市规划

和设计，使得人与自然逐渐地被隔离，要拥有安静的生活环

境，优美的大自然，清山绿草和新鲜空气成为了现代人的奢

望。庭院，这种人为的自然空间，再次成为我们的依赖，他

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对自然的需求。 二 、“庭院”释义 

“庭院”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玉篇》中：“庭者，堂阶

前也”：“院者，周坦也”。《玉海》中有“堂下至门，谓

之庭。”；李咸有诗曰“不独春花堪醉客，庭除长见好花开

”。晏殊诗曰“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庭院

”在《南史。陶宏景传》中有“特爱松风，‘庭院’皆植，

每闻其响，欣然为乐”的诗句。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理解庭

院为用墙坦围合的在堂前的空间，这是由外界进入厅堂强的

过度空间。有植物，石景等。庭院四周有墙坦围合，形成比

较私密的空间，他的尺度以堂的大小决定。起初庭院只由四

周的墙坦界定，后来围合方式逐渐演变成以建筑，柱廊和墙

坦等为界面。形成一个内向型的，对外封闭对内开放的空间

。 三、 庭院的形态百考试题论坛 我国传统建筑中的庭院空间

经过数千年的沉淀，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明清两代的江南私

家园林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其建筑空间形态丰富多样，建筑

艺术和园林意识融为一体。这种内向的空间反映了我国特有

的空间意识，他把庭院空间看做是建筑空间的一部分，是建

筑功能空间的外在延伸，随着庭院承担的功能，位置和意境

不同，庭院在建筑中或建筑群中的位置不同，也有各种特定

的称谓如“中庭”、“前庭”、“后院”等。同时以诗词文

学赋予其一定的意境。“满院春色”、“松竹杏染”、“网

师园”等。 综观我过传统建筑中，庭院的围合形式有以下几



种：来源：考试大 一是以院墙围合建筑或建筑群的形式。由

院墙和建筑构成这种围合形式的单元，当建筑规模增大时，

以单元并置的形式，院墙成为建筑群的边界。 二是以建筑围

合而成的室外空间形成庭院，这是在传统建筑中比较常见的

一种围合形式。代表建筑有北京的四合院。 三是以建筑为主

体，周围以柱廊，墙坦等围合的形式。传统的园林建筑多采

用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 四是以建筑围合建筑，形成庭院。

这种形式往往为了突出向心性，建筑与建筑之间以庭院为过

度。有很多宗教建筑和宫殿建筑采用。 四 、庭院在建筑中的

作用来源：考试大 庭院本身是一种空间形态，同时又受到文

学文化上的限定。但作为建筑的庭院，他的作用大致可归纳

为两大类。 4.1首先是景观作用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庭

院作为人工的自然空间，他使自然和建筑相结合，在庭院中

设置景观，如庭院绿化、假山、水池等，使得人在建筑中得

到自然的美和艺术的美。一般来说庭院空间，都经过精心的

视觉组织安排，通过各种手段形成中心，通常以山石，水体

，建筑（构筑物）为庭院的主要内容。 以观赏我主要功能的

庭院，都离不开以下几种必要元素： 叠石来源

：www.100test.com 山石是庭院中必不可少的，传统的石景处

理手法是模仿自然界中的山势。有“瘦、漏、透”的说法。

江南一带的园林中，石的用量很大，能够仿真山的脉络气势

，作出峰峦丘壑，洞府峭，曲岸石矶；或作为空间的划分屏

障，或倚墙而筑。现代建筑中的庭院空间多依照古代叠石手

法，也取自然的意境。 水体 俗话说山水相依，以山泉或池水

作为庭院空间的视觉中心也是传统手法之一。水给人以宁静

的氛围，又具有流动的形态，水声悦耳，为庭院带来自然的



生气。庭院里的水体必须有一定的形。在传统园林艺术中有

“理水”之称。尤以模仿自然形态的水为得法，较少出现规

则形的水。池岸有用山石卵石，形成自然曲线的驳岸。 水体

的应用一般附以建筑，廊子，或观景平台等，使人可以感觉

和触摸水体。另外水还有调节局部气候的作用。 4.2 庭院的生

态作用 假山和水体，加上各种植物和建筑，他们都是构成庭

院的主要元素。庭院除了景观的作用外，他在建筑中的另外

一大功能就是生态的作用。 庭院中的植物，植被以及水体都

有调节下气候的功能，此外，庭院的平面布局形式也对小气

候的调节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例如广州西关地区的住宅，

（俗称西关小屋）他是构成“广州西关大屋”和“竹筒屋”

的基本单元。他的庭院布局和形态就对建筑本身的气候调节

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西关小屋的平面布局形式来源：考试大 

建筑以纵向发展，并垂直于街道，除正立面外，其他三面与

邻屋相连。同时必然设置前后天井各一个，面积前大后小，

他们之间是以穿越建筑内部的一条“冷巷”（内廊）相连的

。这里的天井可以理解为面积不大的庭院，是又建筑和三面

的墙坦围合而成的。后天井比前天井要深（即围合的墙比较

高），平天台紧靠前天井。 由于设置了前后两个平面形态和

剖面形态不用的天井，使得西关小屋的自然通风散热效果比

较理想。他实现通风的形式有以下三种： 1. 风压通风采集者

退散 当建筑外有主导风作用于正面，建筑的正面就是形成正

压背风面负压从而形成风压差。风从前庭院进入室内，通过

内廊由后庭院排出，形成穿堂风。其风速一般大于0.8M/S，

在次风速下人能明显感觉到风吹，使得建筑通风散热效果理

想。由于广州地区夏季主导风多为阵风，且建筑进深较大，



空气流阻也大，所以风压通风是不稳定的。 2. 热压通风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由于前庭院面积较大，而且

四周围合的墙坦也较低矮，所以他受到太阳的照射面积要比

后庭院大，且时间也较长，使得前庭院空气温度比后庭院高

，而空气密度却较小。当建筑处于静风环境中（平均风速不

超过1M/S）时，前后庭院空气密度差就形成热压差。空气从

后庭院通过内廊流向前庭院。气流速度一般是0.2M-0.5M/S，

这种速度对人体没有明显吹风感，只会觉得有点“阴凉”。 

同样的道理，在传统园林建筑布局中，一般由厅堂和两边的

廊庑围合成庭院，大的建筑群左右还有偏厅和书房；以这为

基本单元往进深方向叠加而形成一条庭院建筑庭院的轴线，

类似于前述西关小屋的布局。庭院受到太阳热辐射作用使空

气上升，带走室内空气形成热循环，这也是为什么在传统建

筑群中人们会感到“阴凉”的原因。 由于这种热压通风的成

因是由前后庭院的空气温差形成，而前后庭院是由建筑设计

所确定的，他不受外界主导风影响，因此这种热压通风是稳

定的。 3. 风压通风和热压通风同时作用 西关小屋的热压通风

是经常存在的，等室外同时存在主导风时，两者就同时作用

。这是比较复杂的情况。而风压通风和热压通风的方向是相

反的，同时由于室外主导风一般比热压气流速度大，所以这

时热压通风让位给风压通风。 这种热量交换的通风经过数学

模型和实测得到证实。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提出的

庭院式建筑热环境数学模型得到的庭院空气温度。 通过实测

，在夏季外界炎热高温的情况下，庭院的确能够起到“自然

空调”的作用，院内空气温度比外界有明显下降；庭院热稳

定性良好，院内空气温度波动明显低于外界，最高温度出现



时间也有延迟。 4.3 提高和改善建筑空气质量本文来源:百考

试题网 庭院除了对建筑热环境有明显调节作用外，还能提高

建筑空气质量。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建筑机械供热、通风

和空调系统的使用频繁，并且在技术上日趋完善，但人们生

活在这种人为的“舒适”环境中却感到越来越不“舒适”。

于是人们开始抱怨空调工程师们设计不好，而空调工程师们

则归咎于使用者心理作怪。还有很多相关的调查和研究证实

，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呼吸道不

舒服或干燥、鼻塞、头痛、容易得感冒；还有关节酸痛，易

得风湿病；思想不集中或昏沉无力，健康状况不断下降等。

这些症状还有一个生动的名字：“空调症”。或“建筑综合

症”。 而生活在传统院落建筑中的人们，多年以来却没有这

种“贵族”病症。庭院式建筑在选址、朝向、平面布局、空

间组合乃至建筑材料的选择等方面都体现了人们适应与利用

自然的思想和经验。最近有报告表明，新鲜空气气味的不足

，是全空调建筑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传统庭院建筑却能很好

地解决他。 在有机械通风或空调的建筑内，新鲜空气的供给

量常常大于自然通风，室内含氧量也大大超过卫生要求的量

。这时即使增加新风量也无助于减轻这种建筑综合症。关键

的是人们其实并不需要更多的氧气，而是需要新鲜空气的气

味。而在空调系统中，当新鲜空气被系统吸入后，要经过过

滤、热湿处理，然后通过风道系统（包括风机，盘管，出风

口等）送进室内，新鲜空气在通过这些设备的过程中其气味

早已消失。如果这些设备如过滤器有积尘，加湿水有气味或

者淋水室发霉等因素，更使进入室内的空气带有异味，人就

会感到空气不新鲜。 室内许多污染物如尘埃或二氧化碳等比



空气重的燃烧产物一般沿地面扩散，而污染物的浓度一般是

随高度增加而减少的，在较高处的室外空气比较低处的空气

来的清洁新鲜。而正由于庭院建筑的开放性天井，能从天空

中引进较清洁新鲜的空气，同时庭院内因热压通风而聚集的

二氧化碳、尘埃等有害气体在重力作用下镜庭院内的排水系

统排除，比空气轻的有害气体从庭院上空逸出，使庭院内空

气通过天井上空与较高处的新鲜空气产生交换，庭院内始终

保持比较好的空气质量。同时由于院内有植被绿化，能对院

内空气、土壤和水进行生态循环处理，吸收二氧化碳，放出

氧气，从而大大改善庭院空气循环效果。 庭院建筑由于他良

好的热环境性能和空气净化性能，形成一个适合人们居住的

自然环境，故此庭院在建筑中的生态功能尤其重要。 除了上

述两大作用外，庭院当然还有很多方面的作用，例如在建筑

设计中的空间处理作用，也可以是建筑功能的外延，同时他

还承载很多文化和观念上的作用，这些都但是可以作为一项

专题深入探讨的。 五、 充分发挥庭院在城市环境中的作用来

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我们认识了有关庭院的历史背景，

形态，以及功能作用，然而如何将传统建筑中庭院的处理手

法巧妙地融合到现代建筑的设计中，去改善城市的整体环境

，改善我们的建筑设计，特别是现在随着城市建筑密度大增

，高层建筑的发展中，如何解决传统庭院建筑和现代建筑在

空间处理上的矛盾，将会是建筑师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可持

续发展的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理论的提出，人们对居住环境

质量的日益重视，建筑师和环境工作者们必须更重视对庭院

空间的研究，他作为我们中国建筑文化的精华部分，必然为

城市建设和景观设计带来新的气息。 相关推荐：在绿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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