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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民居是适应当地气候及其他自然条

件的有机产物，其生成和发展是人们长期适应自然

环境的结果。本文从气候、地理特征角度出发，通

过分析天水—关中地区传统民居的空间组织形态、

外观构筑形态、庭院布局、材料构造等方面提炼出

蕴含于其中与环境相适应的生态思想和技术经验，

希望其能够在现今自然环境演变过程当中发挥自身

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从而为适应当地人居环境

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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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居建筑是中华大地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

建筑类型。它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居住类型，也是文化

沉淀最厚重、最亲切的人居场所。天水、关中地区传统

民居的地理环境适应性和文化传承都有着相似之处，作

为西北地区民居的代表，两者在生态思想与技术经验方

面积累了不少值得借鉴的优点（见图1）。

 一、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一）地理区位

天水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位于甘肃省东南

部，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平均海拔高度为1100

米。天水之名源于“天河注水”的美丽传说，正式建

置始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建“天水

郡”。天水在陇山渭水与秦岭汉水的环抱下，融和了

北方山水的雄奇与南方山水的秀丽，地形多样，植被

丰富，风景绮丽，素来享有“陇上江南”的美誉。天

水是人类始祖伏羲的诞生地，故享有“羲皇故里”的

殊荣，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海内外龙

的传人寻根问祖的圣地。

关中地区位于陕西中部，在秦岭北麓、北山以南

的渭河平原一带，平均海拔约500米。“关中”之名始

于战国，其来源有二：一是指在函谷关（今河南省灵

宝县）和大震关（今陕西省陇县西北）之间称关中；

二是在《长安志》中指居于函谷关（东）、大散关

（西）、萧关（北）和武关（南）四关之中，称为关

中。四方的关隘，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

障，使关中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关中土地肥沃，

河流纵横，号称“八百里秦川”，自西周以来先后有

13个王朝在此建都，从秦汉至隋唐，逐步发展成中国

古代黄河文化的中心。

（二）气候条件

天水、关中两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毗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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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中—天水经济区区划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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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于内陆中部，但却表现出较大的地貌和气候差异。天

水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过渡地

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降水适中，既有

北方暖温带的阳光普照，又有南方亚热带的季雨濒临。

而关中地区处于暖温带大陆性气候、暖温带季风气候和

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合围之下，南北差异较大，南部地区

夏季潮湿多雨，降雨较为集中，冬季干燥少雪，春秋气

温升降急骤；北部地区的黄土地貌，夏季气候炎热干

燥，雨量少风沙大，植被覆盖率低。

二、民居空间形态特征

天水与关中民居皆沿纵轴布置房屋，以厅堂组织

院落，呈纵向延伸的狭长形式。具有深宅、窄院的地

域特征（见图2）。

（一）民居空间构成要素

1.正房由堂屋与寝室共同构成，呈“一明两暗”

的布局形式。即厅堂居中，空间较为高敞，便于夏季

通风散热。房内多设二层，二层为较低的阁楼，仅作

储藏、祭祀之用。通过二层的设置，一方面，形成空

气夹层，具有保温隔热之功效；另一方面，提升了正

房高度，突出了堂屋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正房开间多

为3m左右，也有居中一间扩大至5m的实例。进深为

6~8m，檐口高度为4~5m，屋脊高度可达5~6m。

2.厦房即厢房。屋顶多为单坡，坡向院内，便于

防风、防盗、收集雨水。厦房间数随家庭人口而定，

通常为4~6间，一间一室，或三间两室（俗称“三破

二”）。东尊西卑，对称而开。厦房进深颇浅，与开

间尺寸相当，多为3m，檐口高度为3~4m不等。受宅

院宽度限制，正房山墙基本与厦房后檐墙重合，构成

“亚”字形的院落空间模式。

3.关中民居入口多设在中轴线上，与正房门直对，

呈“中轴穿越”的线形交通方式，这种设置方式便于

夏季形成穿堂风，构成良好的自然通风系统（图3）。

图3  关中民居入口

图4  天水与关中民居院落比较

图2  关中、天水民居合院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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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少部分民居入口设在东南隅，取“坎宅巽门”之

意，天水民居多采用此种入口，呈“一侧绕行”的环

形交通方式。

（二）院落空间形态特征

传统天水与关中民居选择朝向时主要考虑夏季

争取主导风向，遮阳避暑；冬季抵御寒风侵袭，争取

日照。因此，避开西向以减少太阳西晒带来过多的热

量，选择南北向布局。正房坐北朝南，门窗朝南向开

启，冬季避免凛冽寒风，夏季则迎风纳凉，符合居住

热舒适要求。在传统村落中民居一般集中布局，成组

成团，空间紧凑，体型敦厚，构成冬季防寒保温的组

合方式。

关中地区夏季酷暑且用地紧张，基于这两项原

因，民居布局严谨、空间紧凑、院落狭长，南北长

20~30m，东西宽8~10m，院净宽在3m左右，院内高

宽比为0.9左右，尺度宜人。长宽比为3~4，纵深感极

强。窄长的内院处在东西厦房的阴影区内，以取得遮

阳通风的避暑效果（见图4）。而过于狭长的院落空间

存在东西厦房采光不足的问题。天水传统民居的居住

建筑尺寸与关中民居较为接近，唯不同者是正厅厢房

都采用了柱廊式挑檐，由于天水夏季比较潮湿，因此

其具有较为宽敞的院落，扩大了空间效果，带来了更

为舒适的物理环境。

受用地限制，在厦房数目较多的院落中间天水地

区采用的是虎座门的方式进行分隔（见图5），关中地

区则是加设墙门、月拱门等形式的抱厦，将院落划分

成内外两进，调节空间尺度、丰富空间层次，同时具

有冬季限制风速、防风保温之功效。

天水与关中平原地势平坦开阔，但是冬天长年受

风患匪患侵袭，故竖以高墙围合成封闭院落。院墙高

大厚重，极少开窗，仅倒座设小高窗或通风口，呈封

闭严实的外部形态。四面围合的建筑呈向心式分布，

可有效抵挡冬季寒风的侵袭。                                      

庭院空间可以改善室内的日照、通风、采光，

调节小气候，使居民沐浴充足的阳光，呼吸清新的空

气。此外，庭院绿化不仅改善了院内热环境，还对院

内空气、土壤、水进行生态循环处理，净化了院内空

气质量，达到了小范围的自然生态平衡。

 三、构筑形态特征

构筑形态强调建造的技术方面，古人依照朴素的生

态经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最少的材料人力建造

出符合当地气候特征的建筑模式。关中传统民居的构筑

形态集中体现在地域技术和生态技术两个方面。

（一）地域建筑技术

1.墙。用黄土夯筑而成的生土墙成为天水与关中

民居的显著特征，其厚度在300mm~400mm之间，属

厚重型建筑围护结构（见图6），运用生土墙做围护

结构具有以下优点：生土的传热量和热损失小，有利

于保温隔热，维持恒定的室内温度。生土属于多孔材

料，当室内空气湿度较大时，会吸收部分潮气；在室

内较干燥时，再将其蓄存的水分散发出来，使室内处

于比较恒定的湿度范围。夯土墙的制作与分解过程既

无燃料消耗又不污染环境，具有可再生和可降解性，

拆除后可作为肥料使用。

2.顶。厦房采用的单坡顶一般为硬山仰瓦屋面，

仰瓦之下是草泥层，材料间存在缝隙和气孔，同时椽

与檐墙间存在空隙，使屋顶具备“呼吸”功能。采用

单坡屋顶具有以下优势：关中地区降雨强度不大，采

用较陡的单坡屋顶，有利于将雨水迅速排至院中，进

行收集；屋顶高跨比通常为l：2，由此形成高耸的屋

图5  天水虎座门 图6  生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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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便于防风、防盗。陡峭屋脊下的高敞空间便于通

风透气。对于换气需求量大的厨房，通常在墙体上部

设有小气窗，有助空气流通。在屋架下堆放杂物，形

成保温、隔热的夹层空间，从而为底层提供舒适的居

住环境。传统的吊顶在冬季有很好的保温节能效果。

民居梁下空间高敞，室内热空气上升快，不利于冬季

防寒。安装吊顶，使之与屋顶间形成空气夹层，有利

于提升房间的保温性能，同时减少了房间容积，降低

了房间高度，使热量散失减缓，提高了室内采暖效

率，从而降低能耗。

3.门窗。在关中正房多采用可摘卸的木质镂空门

窗扇。而厦房则使用较小的支摘窗，支摘窗上端可支

起，下端可摘下，由内外二层组成，可根据气候调节

开窗幅度。门窗作用有二：第一，通透的门窗立面可

以将阳光大面积引入室内，可有效的利用被动式太阳

能，同时可添加布帘等保暖措施，减少热量损耗。第

二，在夏季通过门窗对位，形成穿堂风，辅以窄长院

落的空间限制，加快了气流速度，形成自然通风系

统，起到降温解暑的作用。

（二）生态技术

1.水窖涝池——雨水收集

渭北旱塬地区地表水资源匮乏，地下水不宜获

取，只能依靠雨水满足日常生活。水窖和涝池作为收

集雨水的有效方式孕育而生。

水窖是民居的积雨方式，由水口、筒子和主体三

部分组成。水口设在庭院较低一隅，收集从屋顶、庭

院汇流而下的雨水；筒子长2m，窖口直径30~40cm；

主体呈橄榄状，长达8米，窖底直径lm左右。所积雨水

供餐饮洗漱之用，是雨水循环利用的发端（见图7）。

涝池是村落的积雨形式，同时也是有效的排涝

设施。一般设在村落地势低洼之处，通过坡道引入雨

水。其剖面呈锅底状，直径在40~50m左右，可收纳数

吨雨水，供洗衣、饮畜之用，近年来涝池普遍呈现水

质恶化、干涸荒废现象。

2.火炕、土灶——土与火的应用

火炕是天水与关中传统民居冬季采暖的主要手段。

通常由土坯砌筑而成，其下有坑道，一端通向烟囱，一

端连有土灶，土灶亦为土坯砌筑。火炕利用灶火的余热

进行取暖，一火两用，节约能源。同时生土具有蓄热量

大，散热均匀的优点，能保证炕面的热度均匀。

火炕通常临窗布置，一方面可以获取良好的日照

采光，另一方面可以预热由窗户渗入的室外冷空气，

保证人体的热舒适度。

3.庭院种植——能源的多重利用

受干旱缺水和用地紧张的影响，关中地区的庭

院种植并不十分普及。与其他地区不同，关中地区更

关注种植的实用性，庭院种植多为玉兰、石榴、腊

梅、夹竹桃等，后院则常种榆树，目前喜种核桃树。

树木种植一举多得，兼有夏季乘凉、果实食用、房屋

修建等多重用途。此外，庭院种植还可以调节室内热

环境：夏天枝繁叶茂，避免阳光直射室内，起遮阳作

用；冬天树叶落尽，使阳光充足的落入室内，有保暖

功效（见图8）。

四、结语

天水与关中地区冬冷夏热，天水湿润而关中干旱

少雨。传统民居通过空间组织、技术调节，体现了很

强的气候适应性。并充分利用本土的能源资源（土、

水、风、火、太阳能）。这是古人上千年的智慧积累

和经验总结，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并将其转化运用在现

代建筑中。■

图7  水窖 图8  院落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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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天水—关中地区传统民居的生

态化演进研究”，编号：5114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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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象、范围、目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见表2）。尤

其从操作层面来看，村庄环境整治应该成为保留村庄

规划的近期行动，二者的有效结合有利于提升当前农

村风貌，推进村庄物质环境特色的提升。特别是对于

保留村庄来说，村庄环境整治计划应该被纳入保留村

庄规划的框架中，避免出现与村庄特色不符的千篇一

律的城市公园式绿化、水泥硬化、房屋西式化的现象

出现。概括来说，应该以保留村庄规划为纲，有重点

的开展村庄环境整治，并强调环境整治方向与远期发

展特色相一致。

五、结语

昆山市保留村庄规划是昆山市面临快速城市化发

展的实际，根据本地村庄发展基础和发展特色，尝试从

长远的视角统筹布局未来农村居民点，并做出有针对性

的引导措施的一种尝试。其目标是挖掘村庄在自然、人

文、产业等方面的特色与资源，引导传统特色的保留和

地域文化的发扬，是在全球化市场化高效发展中对本地

村庄特色和本土文化健康发展的倡导。保留村庄规划的

编制应在传统村庄规划的编制框架下，加强对村庄问题

与定位的梳理，将村庄置于区域的发展背景中挖掘自身

特色，并结合村民的实际需求，在村域、村庄居民点、

建筑设计等多个层面落实村庄特色，一方面为未来的农

村发展、农民生活和农业安全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传承

传统村庄的文化与历史。昆山市保留村庄规划只是从长

远角度对村庄特色进行挖掘的一种尝试，是一种将自上

而下的统筹与自下而上的地方需求联系在一起的策略，

在具体的规划建设过程中还会因为土地产权、各村发展

的实际差异而面临不同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在具体的规

划推进中予以关注。■

注：

①该数据来自昆山市统计信息公众网。

②日本大分县的“一村一品”运动起源于1979年，即一个

乡村生产一个以上的特色产品。这些特色产品不单只农产品，也

包括特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等。

③锦溪镇保留村庄较多，分为三部分由三家设计单位进行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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