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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5_BF_E6_B0_91_E5_c57_645146.htm 1、湘西民居的美学特

征 每当人们谈及“美”时，总是过于强调“和谐”和“秩序

”，认为和谐是美的惟一标准。基于清晰明了、井然有序的

理性思想，人们试图以先入为主的唯“美”原则，用一套既

定的原则去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解释宇宙中所存在的一切

事物。然而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具有正

反两面性的矛盾统一体，除了理性的秩序美之外，必然也包

含非理性的反秩序美。建筑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它的美必

然是秩序美与反秩序美的统一。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

网站(100test.com)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人们走

进传统的湘西民居聚落，面对那些密密麻麻、无序的房屋，

曲折的条石街巷，纵横交错的遮蓬支竿，新旧不一的生活器

皿时，不是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视觉和心理压抑，而是情不

自禁地产生一种美感、亲切感和愉悦感。 在湘西民居中，平

时所感受到的被视为经典的空间秩序美已不复存在，被人们

津津乐道的空间等级关系也一再被打乱。普里高津曾说，“

混乱也是一种秩序”，这里所说的“秩序”就是“反秩序”

。也正是由于湘西民居所表现出来的从平面布局到空间意识

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才赋予了整个建筑群体空间的模糊性、

复杂性和反秩序性。因此，对这一真实存在的“不和谐”，

人们不能再用原有的空间认知体系来生动地描述它的形态特

征，而是必须放弃种种先入为主的认知模式，回到空间形式

所形成的本源之中去；不能再以和谐为特征的秩序美作为评



价建筑空间效果的惟一标准；不能再认为“风格”的统一是

形成建筑形式美的必要条件；不能再用“秩序”的理论解释

“反秩序”的现象。 2、湘西民居的具体特征百考试题论坛 

湘西民居的街巷是作为生活与空间形式的发生器而存在的，

它完全不同于现代城市街道所扮演的“快速交通承受者”的

角色。由于街巷所容纳的生活方式的复杂性决定了空间与形

式的复杂性，从而也就表现出了对理性构图原则的叛逆形式

，即形式与空间的反秩序，这就是湘西民居的具体特征。 2.1

围合街道空间的建筑界面的复杂性 空间和实体是相互依存、

不可分割的整体。建筑对于人类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其围

合的空间。同样，街道对于人类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也是由

建筑实体围合的空间，正是由于这种空间的存在，才使人们

的各种活动得以发生和延续。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建筑实

体的关注，因为，没有实体也就无所谓空间。适宜的实体会

对空间中所容纳的活动产生增值效应，反之则会使活动衰落

，甚至丧失。湘西民居界面的复杂化正是对山地复杂生活方

式的反应。 2.1.1顶界面的自由性与层次的丰富性百考试题－

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高低起伏的天际线源于山地

地形的变化。建筑则因地就势，以适应基址，从而使得建筑

的屋顶层层叠叠、前后错落、似断似连，同时因商业及生活

需要而在原建筑上附加的“蓬”也使整个聚落的天际线更加

随意、复杂。 2.1.2底界面的多层次性与统一性 地坪标高的多

层次性表现为不断变化的连续性，它源于对山地层次性、立

体性地形的适应，其在围合无数的、多变而模糊的空间界面

的同时，又采用了具有相近色彩和质感的青石板，并以大小

相间的组合方式，在复杂中求得统一。 2.1.3垂直界面的反秩



序性与复杂性来源：www.100test.com 湘西民居从设计和建造

上看都是一种非连续性的个体行为。人们并不注重建好之后

风格是否统一，以及是否延续了历史文脉等问题。经济性、

功能性、实用性自始至终是湘西民居设计的出发点，人们往

往先营建主体房间，然后再逐步修建附属房间（如厕所、牲

畜棚等）；选用材料的标准也不以美观为主，凡是能获得的

材料（如石块、木板、小青瓦、茅草、竹竿、废旧油毡、塑

料薄膜等）都可以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建筑自身的这种从上

至下的无序组合，再加上建筑随地形的不规则布置，使其反

秩序的程度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种以自我为主，从内到外

都以功能至上为原则的建筑营造方法，从一开始就不以一套

既定的形式美原则来展开设计和营造，因而其形式也就根本

无秩序可言，这表现为整体上的自发的组织性（在无外在因

素的指引下，自发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及随意性。 2.2空间

界面的模糊化 在湘西，人们为在有限的空间内争取更多的使

用面积，以适应生活和商业的需要，普遍将临街的建筑开辟

为店铺和旅馆，通过延伸屋檐或加大窗户及门的面积，使得

室内空间延伸到室外，还产生了一个很有个性的灰空间，从

而也使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这种空间的模

糊化创造了满足人们多种行为活动需要的场所私密空间、半

私密空间、公共空间和半公共空间。同时，建筑因适应地形

的需要而形成的错位、错层、掉层也使得它所围合的空间不

仅在水平界面上模糊化，还在垂直界面上也产生了模糊化。

以上的空间变化根本不同于秩序原则指导下的理性空间组合

形式，而表现为空间上的反秩序。显然，形成各种反秩序模

糊空间的水平界面、垂直界面也必然是多义的、反秩序的、



模糊的。 2.3尺度亲切宜人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街巷是构成村镇意象的重要元素之一。一个清

晰可辨而又富有魅力的村镇意象和街巷的形态是有直接关系

的。街巷一般是村镇和小城的主要道路，两侧由店铺和住宅

围合，成为封闭的线性空间。湘西的街巷，地面多铺设条石

或卵石，其宽度与两边建筑的高度之比，一般小于1，尺度亲

切宜人。由于街巷两边的建筑随形就势，也就使得街巷的形

成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街巷空间是两边

建筑的剩余空间，因此，曲折、起伏是湘西街巷的特征之一

。在这里很难找到笔直的街巷，这不仅消除了较长的街巷的

那种漫无尽头之感，还增添了街巷的韵味和亲切感。 凤凰镇

的街景是最具代表性的，它具备了湘西民居聚落景观中最为

复杂、丰富的街市景观。其中涉及的建筑种类除了吊脚楼外

、还有城墙、城门、桥、过街楼、塔、阁等，城内纵横交错

的街巷，碧绿的沱江水，与沿江环绕全城的青山一道构成了

湘西小城的独特景观。在一系列景观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是石板街和沱江边的吊脚楼。 湘西小城的石板街宽度多

为3m-5m，建筑高度大约在5m-10m之间，D/H≤1（D：街道

宽度，H：建筑高度）。同时因为地形复杂，建筑随地形而

建，加上采用错、吊、伸、缩等手法，故商业面宽不可能太

长，一般都是W/D≤1（W：商业面宽）。这种宜人的尺度创

造了一种浓郁的人文氛围，形成了表面反秩序形式下的一种

隐性的秩序。 2.4街巷结构隐性清晰 由于受地形、地域文化背

景、人们审美情趣的影响，湘西小城的街道系统既不是横平

竖直、等级明晰的网状结构，也不像某些城市的放射状结构

，而是呈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复杂结构。但经过分析却会发



现，其复杂的表象下面结构脉络是清晰的，其街巷的秩序依

然存在，这些所谓的隐性清晰性就是反秩序性。 在湘西建于

坡地上的临街建筑多，且街巷随地形起伏变化，获得了较好

的街市景观，也使街道空间层次丰富多变。垂直于等高线的

“竖街”是阶梯串平台，而平行于等高线沿坡而建的“横街

”则是蜿蜒曲折，随不同层次的等高线延伸，这两种形式的

街道纵横交错，共同形成了湘西小城街巷的脉络。另外，街

巷本身竖向标高的变化，提供了多视点的视知觉。虽凹凸不

平但形、色、质相近的立面，使整个民居聚落的外观获得了

统一，创造了湘西民居所独有的三维景观。这是人们产生美

感、舒适感、愉悦感、亲切感的因素之一。 2.5节点的多样化

百考试题论坛 街巷是人们活动的场所，而节点是街巷的终点

或起点，是人们往来行程的聚集点。它们可能是交通线路的

连接点、交叉点、汇聚点或休息站，也可能是从一种结构向

另一种结构过渡的转换处，也或许只是简单的聚集点，由于

其具有某些功能或是物质特征的浓缩而显得十分重要（比如

：街角的集散地就只是一块空地或由建筑、树和其它构筑物

围合而成的一个空间）。而要形成节点，最重要的是能对人

们的视觉与心理造成强烈的冲击。强有力的空间形式、显著

形象（标志物）、集中的活动是获取明确节点的3种方式。对

于湘西民居来说，聚落内部的节点主要有广场、井台、戏台

、神庙与祠堂、书院等；聚落边界的节点主要有跳墩（小河

上立于水中的石块、石墩等）、拱桥、廊桥（亭桥）、码头

、凉亭等。观察湘西的城镇，不难发现，在街巷的拐角处经

常会有不规则的场地出现，只要对这个空间进行随意的不规

则的划分，就可留出空间安排餐饮、销售、修理等活动。这



些节点因身处要地，并因有多样性的生活融入而总是显得生

机勃勃，街巷也因为存在有活力的节点而充满人情味。 2.6尊

重自然的街道与建筑形式 美国建筑师赖特认为：美来源于自

然，因此他强调建筑的设计要尊重自然环境，每幢建筑都应

该是基地的惟一产物。湘西的街巷形式的自然性不仅反映在

其线性随地形变化而变得蜿蜒曲折、高低起伏上，还反映在

街巷立面景观空间的开放、封闭皆源于自然景观的存在，而

不受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上。因而街道的开合具有很大的随

意性，这是不能用先验性秩序原则去控制决定的，在这里，

自然决定一切。以上种种都体现了对自然的极大尊重，也正

因此才使湘西民居的形式表现出合理的混乱，也可以说是自

然而不是人造就了湘西民居反秩序美的特征。 3、湘西民居

中的隐性秩序与显性秩序共存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有序和无

序是同一系统中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所显现的不同状态，在

宏观无序的背后可能潜藏着理性的有序，而在微观的有序背

后又可能存在着真正的无规则的随机运动。东方的阴阳哲学

也强调任何事物都是由阴阳两种元素逐步演变而来的，即阴

阳的交迭，组合形成万事万物，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包

容，经过一定的转化而达到和谐。隐性秩序与显性反秩序的

共存正是上述哲学思想在湘西民居上的具体反映。 民居作为

当地文化的载体，是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

、艺术等的集中反映，必然也包含设计者与建造者的哲学思

想，阐述着人们对宇宙、人生的把握与理解。湘西民居在空

间上和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秩序与反秩序共存的特征，在建筑

结构中体现出尊重人、尊重自然的思想，传统民居的场所精

神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得以传递和延续。 湘西民居格局的形成



既受自然地理环境的深刻影响，又与复杂的人文因素密切相

关。从人地关系的动态性看，地理环境对人类居住空间的影

响是一个可变量。早期人类大部分都是“逐水而居”，聚落

相对集中在河流两旁的台地上，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

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对自然适应能力的增强，自然条件对某些

乡村聚落的建筑的制约已经显得不那么突出和重要了。 今天

，人们越来越喜欢居住在坚固的钢筋混凝土盒子式的建筑中

，与大自然隔绝。湘西也不例外，昔日丰富多彩的民居正由

多样化逐渐变成单一化，已慢慢失去了往日古朴诱人的魅力

。这对传统民居的保护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形

下，湘西乡村聚落和民居就显得更为珍贵，更需要人们加以

珍惜和保护。 相关推荐：中国古代楚国建筑的“天人合一”

建筑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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