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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6_B5_85_E

6_9E_90_E5_90_89_E6_c57_645112.htm 建筑文化不是封闭的，

而是继承、创造、延续的产物，就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而

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只有不断的从老祖宗给我们留

下来的非常宝贵的现实遗产中，不断发掘它对今天发展的积

极一面，并且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做为今天设计的

源泉。只有这样才能使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被丢失，从而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设计道路来。 1.谈中国民居建筑的现

状及意义 当今建筑材料的迅猛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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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的“新宅”，这样的民居失去了建筑的精神和文化性。当

今世界经济一体化，随之也带来了外来文化，在西方国际主

义设计运动为主流的形式下，为形式而形式的思想潮流下，

给中国的传统建筑的形式带来了毁灭性破坏，这些虽然符合

当今建筑的步伐，但是在文化方面并无创新，相反它抹杀另

外传统民居在高度发达的建筑技术的冲击下，已渐渐被遗忘

。来源：www.examda.com 住宅类设计模式的存在意义在于使

传统的居住模式，能适应新时代的居民生活，它的作用不仅

丰富了当前颇为雷同的居民模式。传统居民模式，推陈出新

的结果，为住宅设计增加了新品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存



民居是我国的丰厚的文化财富，它们的衰危与消失，将是一

笔不可估量的损失，住宅的类型设计模式的出现，给民居保

护与更新以启迪，给民居在新的时代下开启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空间。传统民居模式，常受地域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限

定，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属性，住宅类设计，易于表达住宅

地域特征，而这种类设计模式也最易体现建筑师们追求的人

文主义精神。 就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而言，继承地方建筑

的传统文脉是住宅设计创新的一条有效的途径，这是从过去

到现在的持续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民居都是这种

发展前景，有的悄然推出历史舞台，有的幸存至今或成为文

物，或继承为人们提供一个“勉强”空间。因此，在继承优

秀建筑文化传统时候必须了解和研究传统文化的内涵。只有

这样，才能使幸存的“勉强”空间得到根本的改善，使历史

的文脉得以继续发展。 2.吉林概况及民居建筑的演变本文来

源:百考试题网 吉林全境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中心，东半部山

岳起伏，长白山山脉屏障其东，地势甚为高耸。西半部分平

原坦荡，是松辽大平原的一部分，松花江北流纵贯其间，构

成肥沃富庶的地区。吉林境内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全境居

民汉族、满族最多，朝鲜族和蒙古族次之。汉族大部分是清

中叶以后由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一带居民来吉林开垦的

农民，散居本省各乡镇，构成为本省主要居民。 吉林地方寒

冷，除在房屋构造上采取保温构造外，并在室内装设取暖设

备，使之发散热量以保持室内一定的温度。当地居民创造了

火炕、火墙、火炉、火地以及火盒等等的防寒设备，增加室

内的温度抵抗冷空气袭人。 吉林广大地区处于东北中部，在

那里很早就有人居住，据考古发掘得知全境存在大量的石器



时代文化，她属于北方的细石器文化。吉林顾乡屯何家沟，

曾发现人类用火的残迹。当时，吉林地区居住房屋主要都是

深穴（竖穴），后来又发展半穴居。以后的各时代由前期的

小聚落，渐渐结成大部落，也都以穴居为主要居住方式。 蒙

古族建立元王朝后，在居住建筑方面都利用当地材料建筑土

屋，构造不坚固，因此今天的实例很少。十七世纪中叶明朝

兴起后，吉林是女真人所居住的地区，他们居住情况应该和

清初吉林民居一样，不过不如清代完备而已。明代中叶以后

，女真的后裔，在东北地方扩大势力，至努尔哈赤于建州建

立政权，向四面发展，征服少数部落，领土日广，形成后来

的清代封建王朝。吉林地区正是清朝的发源地，三百年来，

住宅建筑不断发展，并且由于汉、蒙、朝鲜等民族的杂居，

在建筑上互相影响，又增添了许多内容。清时吉林设有将军

，为最高统治人物。与京师之间，各有营运。所以因为政治

上的原因，而增长经济上之繁荣，所以给吉林的建筑上带来

了京师的风格。 3.吉林民居建筑的布局来源：考试大的美女

编辑们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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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组合体和渐进的层

次的布局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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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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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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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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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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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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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民居建筑的布局中国古代民居的类型，由于各地

区自然条件的不同，材料的差别，民族习惯的因素，以及社

会生产力的影响，而产生各类的形状和式样。式样之多，不

胜枚举。在广大的住宅房屋中，吉林地区民间居住建筑具有

独特风格。因为地区情况复杂，虽然类型变化简单，但是，

材料的运用、建筑设计手法，局部处理，却是很丰富的。特

别是由于各民族长期居住所积累的经验，具体的处理和变化

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些建筑手法今天仍可适用。来源：考

试大 吉林满族民居建筑分为居民街坊、城镇大型住宅、乡村

居住房屋三种类型。其中以“城镇大型住宅”最具有代表性

：住宅的总平面大部分是前后长两端窄的矩形，也可以说是



纵长方形，一般的面积在1500平方米左右。宅和宅分隔均用

大墙（宅墙）相隔，大墙每面都和房屋建筑有较宽的距离，

房屋在园子中间布置松散。厢房布置躲开正房，而不遮挡正

房的光线，一但正房间数多，则院子更空旷，因而普遍来看

院子较为宽大。它采取这样松散的布置，一是因为东北地区

土地广大人烟稀少，建宅时可以多占土地，另外也是因为冬

季寒冷，厢房躲开正房可以使正房多接纳阳光，如果厢房挡

住正房则室内无光而阴暗寒冷。同时它布局松散还可以起到

防火的作用。 根据当地住宅现存的情况来划分，主要可以分

为三合院和四合院两种类型。以三合院为例：如上图所示，

三合房是以正房为中心，由两组厢房来组成。两厢房的距离

是根据正房的长度为标准，形成中间的院子，称之为前院或

内院。在内院，正、厢房之交接处用拐角墙相连，即构成完

整的内院了。三合房式住宅布置，因前端无房，开单间屋宇

型大门，或者是四脚落地大门，面对宅的正房。四周用大墙

（宅墙）围绕。这类布局的优点是：院子的前方开敞，采纳

阳光，院子内部又可以通风，而使院子成为主要的活动中心

。例如上图，内院的三合房各做五间、称为五正五厢，构成

完整的内院。外院两厢惧为三间，作佣人居住，院子成横方

形。 吉林地区的汉族居民绝大部分是来自山东、河北、山西

等省，多半从事工商业或农业生产，分散居住在城镇和乡村

。同当地的满族人民杂居在一起，修建了许多与满族民居相

似的住宅建筑。在很大部分有与满族住宅相似的地方，所以

在本文就不再多加以研究。采集者退散 朝鲜族是吉林境内的

一个少数民族，也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在吉林省

居住的约有七十于万人。朝鲜族盖房子曾受到汉族影响，首



先看房场，看方向是否符合风水之说，后来一部分人反对迷

信不相信风水，就开始任意布置了。每户人口一般在3至6口

，平均每家人口约在5人左右，房屋的建筑面积根据人口数目

作为依据，以一幢房屋为一户。在城镇住宅有间有简单院墙

，而农村则全部不设门墙也没有院子，也不设厢房，为单幢

独立式房，这是朝鲜族住宅的特点之一。他们的生活方式，

不以院子为活动中心，而是以房屋内部为中心。因此对于朝

鲜族的布置就着重对其房屋内部平面布置进行浅入探讨：居

室是住人的房间，昼间用做居室，夜间则作为寝室。朝鲜族

房屋居人房间的面积大，间数多，一房之内除掉厨房，牛房

，草房，壁厨等房间外，全部为居住的房间。这些房间多半

偏在左端。居室房屋有大间913平方米，也有小间47平方米，

大小不等。各室用拉门相隔，前后门和拉门较多，出入甚方

便，这样的设计富于变化，比较灵活。例如需要大房间时，

室内就不必做间隔墙，需要小房间时，可以用轻体间壁墙分

开。草房是朝鲜房屋内的一个房间，它往往是和厨房相连接

，尺寸和房屋单间相等，实质上就是一间空屋当作储藏室使

用；草房这一间屋的设置很有必要，在住宅中有实用的意义

。例如汉族一般人家总有些杂物无处可放，都有仓房一间，

用这个房间来安放。朝鲜族住宅在设计时，也考虑到了这样

的房间。 但朝鲜族的房屋内部布置在有些地方也有不足之处

。例如牛棚的布置多半设在草房的旁侧，如无草房则将牛棚

设在厨房的近旁，或者是将牛棚设在草房的前端成为拐角形

的房屋。牛槽设置在草房和牛棚之交，这样布置牛棚和居住

房屋连接一起不甚合理。这些也正是朝鲜族居民在其室内设

计的布置当中需要改变的问题。 在吉林地区居住的蒙古族历



史悠久，他们向以游牧生活为主，经过长年的游牧而逐步走

上定居。又因人口稀少，地域广大，散居较多，集居的村镇

比较少，一村有几户至数十户人家。在蒙古游牧的地方没有

房屋，他们都居住蒙古包，后来逐渐学习汉族，建设固定房

屋。百考试题论坛 蒙古族居住建筑分为旗王住宅、民间居住

房屋两种，现以旗王住宅为例：旗王住宅的总平面布置采用

汉族房屋的式样，根据地方习惯沿用农村地主大院的传统布

局方式，在房屋构造上则吸取北京王府等四合院建筑式样。

如右图所示，房屋在院子内布置松散，院子广大，房屋由各

花墙接连组织在一起。院内以正房五间、厢房各六间、门房

三间组成，并以垂花门和墙分隔成为前院和后院（内院）。

前院较小，没有什么特殊的布置，后院做为住宅内的重心，

四周做走廊和房屋前廊相接，包围成完整方形的院心。在大

门以内二门以外栽植树木和花草，使得进入院中的人对宅院

有深广的感觉。 4.总结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从吉林民

居建筑布局的研究中可以窥见吉林民居建筑的民俗文化特色

。吉林民居建筑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结合，但仍以汉文化为

主体，是汉文化为主吸收了多民族文化的成分。大家知道湖

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谐共处，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

，是宏村区别于其他民居建筑布局的特色，成为当今世界历

史文化遗产一大奇迹。而吉林民居却发展了自己的建筑布局

特点，其最具自己特色的代表是满族的“城镇大型住宅”；

族建筑平面布置是前后长两端窄的矩形；蒙古族则采用农村

地主大院的传统方式，其境内众多的建筑布局的形成和发展

与吉林当时的人文、经济状况是相契合的。 吉林民居作为中

国古代东北地区最具特色与影响的建筑，尤其是民居的平面



布局形式为吉林古城传统民居的保护和继承提供理论依据，

同时对现代建筑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并具有重

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总之吉林民居建筑，内容很丰富，建筑

构造上也有些特殊手法，同时也可以看出各民族各地人们为

了生活需要，而发挥了巨大的智慧和创造性。它和全国各地

民居建筑一样，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如气候、材料资

源等，都是决定建筑形式变化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也受经

济条件的一定限制，若是经济力量强，则房屋构造装修也随

之而讲究，如经济条件改变，则建筑标准也随之变化。 传统

民居的精神和文化应当被继承和发展，也应赋于传统民居以

生气使之富有生命力，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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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对于新的住宅建筑，也

不能在各地统一使用一种固定的标准设计。应结合当地的固

有经验，继承民族的，传统的，乡土的做法是很必要的。 相

关推荐：一般高层建筑设计原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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