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设计

陇南各县域传统民居形态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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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陇南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处 ， 区位山谷纵横 ，

历史文化则属于非

典型文化区域 。 该区域正在面临进＿步的城镇化进程之中 ， 留下些许作为

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 ；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记录历史的传统 民居建筑 。 本文运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 ， 按照县域选取

２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典型传统民居案例 ， 对其进行测绘 、 分析并归纳 ， 目 的在于明晰胧南地区

各传统 民居建筑类型特征及其分布 ， 为非典型文化区域内传统民居谱系形

＊ 基金项 目 ：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５１ ５ ６８０３８
） ； 教育部人文社成的机理研究提供研究基础 。

科基金资助项 目
（
１ ４ＹＪＣＺＨ １ ０８

） ； 甘肃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资助项目【 关键词 】 陇南 ；

传统民居 ； 形态特征 ；

非典型

（
ＪＫ２０ １ ２

—

３９
）

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今 ， 兰州理工大学先后两次受甘肃省可入汉中盆地 ， 南能下成都平原 ， 为甘肃南下东出之要冲 ，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委托对甘肃省进行传统村落的普查与调素有
“

秦陇锁钥 ， 巴蜀咽喉
”

之说
ｎ ｌ

。 总面积 ２ ． ７９万平方公里 ，

研。 课题组负责的是位于甘肃省东南部的陇南市。 因其地貌辖武都
一

区和宕昌 、 文县 、 康县 、 成县、 徽县 、
礼县 、 西和 、

为秦岭山地褶皱地带 ， 交通不便 ， 所以该地保留下了
一

些传两当八县。 晚南地区地形地貌特殊 ， 位于我国阶梯地形的过

统民居建筑的实物范本。 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 、 测绘与分析 ，渡带 ， 形成西秦岭东西向褶皱带发育的陇南山地。 陇南是甘

总结晚南各县域的传统民居建筑特征 ， 试图为求证
“

非典型肃省唯
一

属于长江水系并拥有亚热带气候的地区 ， 被誉为
“

陇

文化区域
”

传统民居的历史演变规律进行基础资料的收集与上江南
＂

。 境内高山 、 河谷 、 丘陵 、
盆地交错 ， 气候垂直分布 ，

铺塑。地域差异明显 。

１
．
２ 陇南文化

１ ． 陇南的地理与文化概況晚南有着先秦文化 、 汉代文化 、 三国文化、 Ｒ完文化 、

陇南位于甘肃省的东南部 ， 北接陇中黄土高原 ， 西临甘巴蜀文化 、 红色文化等丰富的文化遗产 ， 其所表现的原始性 、

南高原 。 晚南的 山势起伏得当 ，
气候温暖湿润 ， 是中华民族独特性、 神秘性 ， 形成了强大的人文资源优势 。 境内有先秦

的发祥地之
一

，
又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古老的氐 、 羌民族 ，西垂陵园 、 《西峡颂 》 摩崖石刻 、

祁山诸葛武侯祠 、 西和仇

曾在此建立地方政权 。池国遗址 、 宕昌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等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

１
．
１ 陇南地理保护单位 ， 这些文化资源是宝贵的历史资源 ， 若开发挖掘充

陇南市是甘肃省辖地级市 ， 地处秦巴山区。 周边有兰州 、分 ， 将为陇南的文化产业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１２１

（ 图 １ ） 。

西安 、 成都三大省会城市及天水、 宝鸡 、 汉中 、 广元等地级

城市的包围。 若以武都为起点 ， 到三个省会城市的直线距离２ ＿ 传统民居建筑样本的选取与归类

分别为 ３００ ｋｍ 左右 ， 公里路程 ５００ ｋｍ 左右 ， 与九寨沟相距传统民居是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传统建筑哲理思想的影

只有 ２４６ ｋｍ ， 东连陕西汉中 、 宝鸡 ，
西接甘南藏族自治州 ，响下 ， 崇尚自然 、 结合不同气候 、 不同民族风俗习惯 ，

因地

南邻四川广元 、 江油 、 阿坝 ， 北依天水。 沿西汉水河谷 ， 东制宜 、就地取材 ， 运用世代相传的朴素的建造技术 ， 自己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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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建造的供 自家使用的居住建筑 。 传统民居风格各异却无为完备
；

３ ） 合院型民居 ： 居住形式具有较多功能房屋 ， 院落

处不体现了天人合
一

， 以入为中心的思想 ， 其精神内涵及形空间较为宽敞该类民居具有更好的整体性 ， 通常以
一

个大家

态
， 在许多方面均表现出超前和现代的生态观念 ， 它们是最庭为主 ， 或扩大功能一体营造而成 ， 合院的用途较多且复杂 。

贴近人生活的建筑 ， 都经过长期的历史考验 ， 是丰富经验的

＾

｜

３ ，

〇３ ． 陇南各县域传统民居的形态特征

本次选取的研究样本都来源于实际的田野调查 ， 通过走厅是家庭曰常生活的主要空间 ， 并且承担了
一

个家庭的

访测绘 ， 最终汇总出陇南各县域民居建筑的实物范本 ， 并根礼仪性空间功能 。 在传统民居中 ， 正厅会置祖先牌位 ， 也会

据测绘图纸 ， 在保留核心功能区域的前提下将民居平面简化 ．设置如
“

社稷
”

、

“

灶台
”

等其他的
“

神灵
”

位置 。 对虔诚

根据所绘的平面形制 ，
大致将样本进行总结归类。于礼仪与祖先的人来说 ， 正厅具有

“

神圣空间
”

的职能
１ ４

１

。

２ ． １ 样本的选取
“

正厅
”

作为
一

户住屋的
“

中心空间
＂

， 其功能性 、 仪

对于陇南地区各县域内部分别选取至少六个典型村落 ，式性及其与住屋其它部分的空间关系决定了住屋的根本空间

这些村落样本的选取皆来自于各县上报的传统村落名录之特征 。 因此 ， 尝试以
“

正厅空间
”

的差别作为主要分类依据 ．

中 。 从样本选取的原则来看 ， 既要注意县域内部覆盖的 全面对陇南各县域的传统民居建筑的形态特征进行分析 。

性 、 均匀性 ， 也要注意村落风貌的完整性 。 研究结合历时两３ ． １ 陇南一武都

年的实地调研与文献材料的收集 ， 最终选定作为陇南沿线传民居种类及样式明晰 ， 主要以合院为主 ， 功能用房较多 ，

统民居建筑类型谱系研究的传统 民居样本 ， 包含陇南八县
一

虽然类型较为单
一

， 但变体的种类丰富 （ 图 ３ ） 。 以秦陇风

区在内的传统村落 ５４ 处 （ 图 ２） 。格合院为原型 ， 根据不同人群的使用习惯和县域内不同的分

２ ． ２ 样本的归类布地点 ， 呈现出了很多不同的形态特征 。

１ ）
＿字型民居 ： 居住形式最为简单 ， 平面为

一

字型 ， 有３ ． ２ 陇南
一

宕昌

一

层 、 二层之分 ； 有基本只承载生活功能 ， 没有明显的礼前店后院式的合院为宕昌独有 ． 连接前部店铺和后部宅

仪性
；

２
） 半 围合型民居 ： 居住形式

一

般拥有较完整的
＿

进院之间的方形天井是此地民居最大的特色 ； 除此类型外 ， 其

院落和三幵间房屋 ． 其内部礼仪 、 居住、 曰常生活空间均较他地区民居均呈不同类别的二层独栋 字型
”

平面 ， 其中
“

锁

子厅
”

式最为普遍 （ 图 ４ ） 。



３ ．３ 陇南一礼县

图 １ 陇南地理区位图在整个县域范围内 ，

“
一

字型
”

平面和
“

半围合型
”

平

图 ２ ＿ＳＳ域—情Ｋ面均句分布 ；

‘‘

―

字型
”

以
“

锁子厅
”

为主 ，

“

半 围合型
”

图 ３ 武都传统民居样本分析图

图 ４ 宕昌传统民居样本分析图以单进院落的
“

Ｌ 型
”

为主 ， 且普遍存在根据不同的使用功

图 ５ 礼县传统民居样本分析图能而进行演进得到的变体 （ 图 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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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院以庭院为 中心

驗＇，
二
＇
、＝＝

｜三河镇柏祙村 汉王镇麻池Ａ 琵琶镇琵琶村 层 ， ＪＥ方－层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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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三河■林村 ４ ． 石 门乡即 彳謝 ＠１二层通高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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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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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琵琶镇琵琶村６ ． 角 弓镇局坪村
＾



各村典型民居平面 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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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选取村庄调研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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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〇、

■ 、
卜

卜
（

狮子乡纖村 狮子乡哈住 山 獅子乡 獅子镇 ｓＳ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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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ＴＯｖ ＾ ．

财肖 ， 民居多沿 路

１ ． 獅子乡 东峪村 ４ ． 哈达铺镇上謝 痛議■歌 ：

建且巧妙利用 高

２ ． 狮子乡 哈住山村 ５ ． 哈达铺镇下街村＾Ｕ^

３ ． 狮子乡狮子镇６ ． 哈达铺镇召藏村 ｜

哈达铺镇上街村哈达铺镇下街 哈达铺镇召藏
ｊ



各村典型民居平＾
简图


卜」
」 ＬＬ

正厅」」 正厅Ｌ＾
ｊＪ正厅

ＵｆＵ
 ４

｜县域内 区位丨

研究对象选 取村庄调研照 片民居概况

＿杂＿福
ｉ永兴乡 永兴村

／
兴乡捷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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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辦屋有破损漏

１ ． 盐 官镇新联村

—＇

（ 江口 乡 茨坝镇
｜
ｒ
｜ｓ

ｗｆｆｌＭ黑 ＝
象 ， 有的甚至被

２ ． 永兴乡 永兴村５ ． 江 口 乡 崖底村Ｐ
３ ． 永兴乡 捷地村６ ． 宽川 乡 火烧寨村

｜

江 口乡 茨坝镇 江 口乡崖 底村 宽川 乡 火烧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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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４ 陇南一徽县３
． ７ 陇南一文县

民居形式以秦陇风格四合院为主 ， 字型
”

平面民居民居种类丰富 ， 但基本都以不同平面类型原型的变体存

次之 ， 房间功能
、
分区简单明确 ． 院落宽敞 、 房间面阔较大 ；在 ， 平面的类型不受功能的限制 ； 大部分民居为合院式 ， 各

民居主体较少出现突变 ， 形制都较为典型 （ 图 ６ ） 。个房间的使用功能较为复杂 ， 规律不显著 ，

■＆明显有演变的

３ ． ５ 陇南一西和遁迹 （ 图 ９ ） 。

民居平面形制种类较为单
一

， 以
“
一

字型
”

平面为主 ，

“

锁３
．
８ 陇南一两当

子厅
”

和
“

挑檐式
”

在整个县域内均匀分布 ； 民居基本都以民居种类单一 ， 以四开间的
“
一

字型
”

平面为主 ， 且基

典型形式酿 变化较小 （ 图 ７ ） 。本为
“

挑檐式
”

； 但多数民居的正厅不在中轴线上 ， 县域内

３
．６ 陇南一康县民居形式独特 ， 自成

一

派 （ 图 １ ０ ） 。

民居平面种类较为丰富 ， 三大形式平面类型均匀分布于

全县域范 围内
；
其中 ， 字型

”

平面 ， 存在明显突变 ， 这

种多为二层且普遍存在高差的民居 ， 其他
‘‘

合院型
”

民居则＝ 二＝ ＝ ＝＝＝＝ 二＝图 ８ 康县传统民居样本分析图图 ９ 文县传统民居样本分析图

多为秦賊
：

风格 （ 图 ８
 ） 。图 １ ０ 两当传统民居样本分析图

Ｈ
研究对象选取

胃

村庄调研照片
＂＂

民居概况

Ｗ６ｉｉ５５—
大河乡青泥村 栗 ） 丨 丨 乡郇家庄 嘉陵镇嘉陵乡

ｊ

宽敞 ， 附带 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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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房面阔较

１ ． 大河乡青泥村４
． 嘉陵镇柴家社 １

＊

２ ． 栗川 乡郇家庄５ ． 嘉陵镇稻坪村

３ ． 嘉陵镇嘉陵乡６ ． 麻沿河乡麻沿河村
｜

嘉陵镇柴家社 嘉陵镇 坪村 麻沿河乡 麻沿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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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ＪＪｘｙ
城关镇石沟村 大桥镇仇池村 石家沟双庙村 都不在中轴线上 ，

１ 堂屋多为 四间房 ，

２ ．ｓ ．

ｊ
ｗ

太石河乡 马謝 大桥乡李坪村 城关镇董家窑
３ ． 石家沟双庙村６ ．

城关镇董家窑｜

各村典型民居
ｙ
面简图


正厅正厅ｊ

正 厅
ｊ正厅正厅正厅

—
■


 ■－．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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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 ｜ ；＿而１ 丨想咖

县域内区位 Ｉ

研究对象选取村庄调研照 片民居概况

■
＇
＼為顆＼ｆ

平洛镇中寨村 平洛

‘

镇药铺沟村 平右真
、 合院形式 ’ 民

…

选取村ａ 称
—

１
． 平洛镇中寨村４ ． 平洛镇贯沟村 歧琴趣ｆｅｊ免ｉＬｒｉ 地制宜

２ ． 平洛镇药
，
沟村 ５ ． 岸 沟村

平洛ｇ贯沟村 岸门 日乡朱家

－

沟王规乡苟家庄
３ ． 平洛镇团庄６ ． 王坝乡 苟家庄Ｊ

各村典型民居平￥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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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县域内 区位｜

研究对象选取村庄调研照 片民居概况

ｓｓ ：

石鸡坝乡哈南村玉垒乡 冉家坪 尚德镇 田家坝 建材多 以木料为 主 ，

１ ． 石鸡琐乡

庄

， ．１楼城曲村
̄

３ ： ｇｓ￡ｆｆｌＳ 【
■乡案板地村 石坊乡 东略 口

ｌ

各村典型民居平ｆ简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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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选取

＿
＿

村庄调研照片民居概况

清
左家乡权坪村 杨店乡杨 店村 金洞乡太阳村 都不在中轴线上 ，



Ｊ堂屋多为四间房 ，



选取村 庄名 称


傾雜房屋为轴

１ ． 左家乡权坪村４ ． 泰山 乡兴桃村 对称

２

ｆ＾５Ｓ！泰山 乡兴桃村 西坡镇东坡村 显龙＾ 梁》村
３

． 金洞乡太阳村６ ． 显龙乡梁娅村

各村典型民居平￥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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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选取｜村庄调研照片民居概况

西关村上村 黄城镇柏湾村 川镇席郝村
功 能用 房处于

＿条

 ＾＾
线或平行线上 Ｉ



选取村庄名 称


堂屋 多 为前廊式

１ ？ 西关村上村４ ． 黄職碰村

＝＝
村ＳｔＳ

‘

宋坪乡驟
３ ． 川镇席郝村


６ ． 宋坪乡康湾村 ｜

各村典型民居平￥
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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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９ 陇南一成县
图 １ １ 成县传统民居样本分析图

以
“

合院型
”

民居为主 ，

且合院多为不规则形式 ， 合院

内平面布局没有明显规律 ， 平面形式追随使用功能 ； 其中 ，

县域内局部地 区存在典型的对称
“

半 围合型
”

三合院 ， 与的增长和对功能用房需求的增加 ， 使用者在原有建筑形式的

变化丰富的四合院民居相比 ， 此类民居的变体很少存在 （ 图基础上加建扩建 ， 逐渐演变成稳定的
“

合院式
”

建筑类型 ，

Ｕ ） 。并且
“

合院式
”

民居则坐落于相对而言交通便利、 开阔平整 、

人 □稠密 、 经济发达的地区 ， 如康县 、
武都 、 徽县 、

礼县等 。

４ ． 结语对于现存的 陇南地区的传统民居而言 ． 大多数是存在于

南北朝王征所著 《 皇帝宅经 》 中就有写道 ：

“

人因宅而偏僻的乡野山间 ， 然而就是因为其地域交通不便才得以保存

立 ． 宅因人得存 ； 人宅相扶 ， 感通天地。

”

眺南地区地域广博 、至今。 并且也切实地因为经济相对落后 ， 致使民居因应自然

历史悠久且民族众多 ， 民居的发展与演变经历了
一

个复杂和条件限制与经济条件限制做出适宜地方的 民居样本 ， 从而真

漫长的过程 ， 最终形成了分布广泛 、 式样丰富并具有地域特实 、 确切的反映当地人民生产与生活的状态 。 因此 ， 对于非

色的民居建筑 ， 其在功能布局 、 空间结构 ， 及生活模式上都典型文化区域传统民居的研究应该更加偏重于建筑形态与功

呈ｉ见出极大的差异Ｓ
ｉ５ １

。能的根本 ， 从而了解现实住 民的实际需求 ， 方能在 曰后其可

由于其地理环境 、 物质资源 、 文化背景的各异 ， 生活方持续 发展奠定Ｓ ｆｉ出 。

式 、 生产力水平的差别 ， 晚南各县域的传统民居呈现出丰富

多彩的形态特征 。 由于整个陇南地区处于秦岭褶皱的夹角地

带 ， 山地多 、 耕地少 ， 用地紧张 ， 因此建筑形式最为简单的［
１
］
董瑞娜 ． 脏南市典型生态旅游村庄规划研究

一

以徽县Ｅ０河村为例 ［Ｄ ］
．

“
一

字型
”

平面最能适应这种条件 ， 常出现于山坡或者存在兰州 ： 兰州大学 ， ２〇 １ ３ ： ３２ ．

— ＿ ＿

＿［
２

］ 冯建军 ． 对发展咙南文化产业的思考 ［Ｊ ］
． 经济天地 ，２ ０ １２⑷ ： ７８ ．

［
３

］ ｉｉ良斌 ． 传统民居建筑杯境发展演变机理研究 ［Ｄ ］
． 西安 ： 西安建筑科

式 。 在整个陇南范围内 ，

“
一

字型
”

平面形式也只有
“

锁子厅
”

技大学 ，２ ００４ ：

１ ０ ．

和
“

挑檐式
”

两种类型 ， 而
“

合院式
，，

也可拆分为几个垂直［
４

］ 李睿 ． 西 江流域传统村落形态的类型学研究 ［Ｄ ］
． 广州 ： 华南理工大

学 ，２０ １ ４ ：４０ ．

的
“
一

字型
”

建筑形式来看待 ， 由此可推测 ， Ｐ龙南地区传统［
５

］
李俏洁 ， 赵思毅 ． 概说中国传统民居居住空间的演变 ［ Ｊ］

． 中 国麵科

民居的基本原 型为
“
一

字型
”

建筑平面形式 。 随着家中人□Ｒ ，２〇 １ ４ （ １ 〇 ）
： ２〇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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