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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在国家住房政策的指导下 ,我国的住房建设飞速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居住

的要求已不限于住宅的质量 ,对居住的文化精神性的追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因此 ,满足消费者对居住

建筑的文化精神性的追求也成为当前住宅设计的首要目的。按时间的顺序对中国居住建筑的文化发展

之路 ,做了概括的分析总结 ,提炼出重点和具代表性的理论和实践 ,同时结合当前的国情及国外居住建

筑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提出了我国居住建筑今后的文化发展之路 ,以期对我国居住建筑的建设和设计提

供有意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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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 irected by the National Housing policy, the housing construction is develop ing rap idly. W ith the living con2
ditions imp roving accordingly, peop le’s demand on the housing is not only in quality, the pursuit in housing’s culture and

sp irit nature is becom ing the main goal. So,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nsumers’pursuit in

the housing’s culture and sp irit. This paper makes the overall analyses and summaries on the Chinese housing’s culture

development, makes a sketch of the key theory and p ractice, and puts forward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housing’s culture

according to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ory for housi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an

p rovide some helpful information to Chinese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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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童年的时候 ,我的家是妈妈学校宿舍的一间

平房 ;到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家搬进了楼房 ,面积也

由 60 m
2 逐渐发展到现在的 120 m

2。每当我回到家

乡 ,看到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 ,一片片小区目不暇接 ,

明显地体会到居住环境的改善 :从砖砌小平房到筒子

楼 ,再到现在的高档住宅小区 ,房子越来越漂亮 ,环境

越来越美丽 ,改革开放 20多年的住宅建设 ,不仅满足

了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 ,更将人们对居住建筑的文化

精神性的要求提上了重要的日程。因此 ,回顾总结中

国居住建筑的文化发展之路、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 ,满

足人们不断提高的对居住环境质量和居住文化的要求

是当代建筑师的责任和使命。

1　从秦汉到明清的升华

从秦汉到明清这一时期 ,是中国传统的居住建筑

文化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时期 ,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

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居住建筑形成

了其显著的特点 :

1. 1　院落与房间的空间组合构成“院落式住宅 ”的特

点

中国人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 ,潜意识中带有封

闭性和内向性 ,讲究个体的私密性 ,但又主张“天人合

一 ”,因此 ,中国传统的“院落式住宅 ”最能体现这种中

国传统文化的运用 ,极具代表性的“三合院 ”、“四合

院 ”都是以庭院为公共中心的内向的家庭组合体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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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空间的组合关系体现了老子“当其无 ,有室之用 ”的

空间思想 :“空地 ”即“院落 ”,是生活空间的重心 ,日常

的家居活动都围绕其展开 ;同时 ,在院落中用围墙、走

廊、门洞、檐廊或垂花门等建筑形式把单幢的建筑串联

起来 ,成为一个整体。

“院落式住宅 ”的格局按照“尊卑有序 ”的原则及

人们的亲疏关系布置空间 ,形成一个有层次的布局 ,在

一条明确的流线的引导下 ,空间逐渐展开 ,形成内外、

动静、洁污分区的特点 ;同时 ,这条流线自然而然地引

导人们去要去的地方 ,如生人、熟人、朋友、客人、亲属、

家庭成员各自活动的场所安排 ,体现从公共性逐渐向

私密性、从仆人的低卑到主人的高贵性渐进的层次布

局结构 (图 1)。

图 1　北京四合院的空间布局及流线

主人使用的空间或房间是住宅中的核心部分 ,也

是生活或活动的中心部分 ,如起居室或厅堂。作为主

体 ,一般把它布置在最重要的轴线部位 ,安排高大的屋

顶、显眼的外形体量 ,如福建土楼中正房堂屋 ,其显眼

的层层下跌式重檐屋顶 ,明确突出 ;另外 ,四合院的正

房 ,其体量、位置比偏房和辅助房间突出 ,起到众星捧

月的作用。

花园园林景观也是“院落式住宅 ”的一个重要特

点。堂前空地种植花木、葵桃瓜豆 ,点缀生活。较大的

家庭有盆景、鱼缸、太湖石、小路、花墙、回廊、水池、台

案、椅凳等 ;屋后、宅旁因地势、地形种植蔬菜、果树 ,饲

养家禽家畜 ,并设置厕所、库房等。尤其在江浙一带 ,

花园居于住宅的前、后和中央 ,花卉植物贯穿房屋 ,房

屋穿过庭园 ,住宅与花园、天井的光感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

这种在拥挤的聚居环境中保持家庭的私密性并达

到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形式 ,不仅体现了人本精神 ,也

体现了家族的团结兴旺 ,成为世界居住建筑的经典。

1. 2　“院落式住宅 ”的组合形成居住社区丰富的空间

形式和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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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组合

可以表现出组织邻里生活社会化的思想。步行道、拱

廊、骑楼是居住里坊之间的公共通道 ,时宽时窄、曲折

变化 ,同时也是街道和各式各样的宅院入口、拱门之间

的连接。各建筑组合体连接起来的成组成团的布局不

仅形成了街坊沿街立面美观的形式 ,也是居民社会关

系的需要和体现 (图 2)。

图 2　山西晋中民居街巷街景

无论从福建土楼到山西大院、从黄土高原的窑洞

到北京的四合院、从徽州民居到苏州私园 ,多种多样的

形式 ,所体现的不仅是生活的容器 ,更是文化的精髓 ,

形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住文化 ”。

2　近代住宅的演变

1840年到 1949年 ,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中国城市住宅的发展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城市中

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集居住宅 ,在建造方式、布

局、建筑形式、结构、技术等方面都不同于传统的住宅 ,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 以中国传统住宅形式为基础 ,适应新的要求 ,

逐步向现代化的城市住宅演进。住宅单体脱胎于传统

民居建筑 ,在城市中成规模地建设 ,它继承了传统民居

适应当地气候、生活方式的建筑形式 ,并加以演化 ,因

而具有地方特色。以上海的石库门里弄住宅 (图 3)和

北方合院式住宅为代表 ,在传统住宅基础上结合新的

需要加以发展 ,反映了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新的文

化追求。

2) 直接引进西方住宅形式 ,如西式联排住宅、单

元住宅、花园洋房 ,再根据中国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实际

条件进行改造 ,这种情况在开埠城市很普遍 ,如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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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中门头的装饰形式

岛、大连、天津、哈尔滨等地。受到强烈的外来影响 ,或

将国外的台级式住宅引入 ,形成新一轮的杂交性开发 ;

或是形成带庭院或小型私家花园的二、三或者四层的

里弄或街巷住宅。这类住宅内部空间按功能的需要进

行划分 ,采用西式的建筑结构和施工方式 ,环境和公共

设施的规划比较系统和完善 ,有些住宅一直沿用至今。

建筑的造型常常反映出它受影响的某个国家的基本风

格 ,例如 ,德国占领下的青岛 ,有大量半木材的陡峭的

带山墙的屋顶 ,而在上海法租界则呈现出新古典主义

风格的住宅 (图 4)。

图 4　不同风格的联排住宅外观

到 20世纪 30年代末期 ,中国的城市居住景观呈

现出多层居住组团一统天下的局面 ,基本上是由砖石

砌造的 ,建筑表现上从中式的门、墙面、屋顶以及其他

装饰主题 ,到大胆的现代建筑风格 ,不一而足。

回顾这一百年 ,中国的城市住宅有以下特点 :适应

传统大家庭居住方式的封闭的合院住宅逐渐被适应现

代小家庭生活方式的较开敞的小户型集居住宅所取

代 ;住宅技术和材料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 ;住宅内部功

能设施和外部环境走向现代化 ;建筑风格丰富多彩。

3　改革开放前的迷茫

从 1949年到 1979年 ,中国社会的动荡变化导致

很多居住建筑的精华被遗弃、建筑文化遗产遭到破坏。

建国初期 ,前苏联的标准模式被简单地采用 ,苏联

模式的居住建筑成为一种主流 ,其特点如下 :

1) 建筑外表简陋、通常只有一些装饰条 ,缺乏建

筑的美感和特质 ;内部空间单调 ,内部冗长的走廊将各

个房间联系起来 ,使得建筑缺乏变化 ,普遍缺少文化元

素 (图 5)。

图 5　北京和平里宿舍式楼房

　　2) 环境意识薄弱 ,不能表达居住的环境特征 ;基

础配套设施差 ,除了建筑主体外便没有任何辅助设施 ,

比如运动场地、或积聚的场所 ,使得居民在使用过程中

产生单调 ,也缺乏灵动性。环境的简陋 ,或者说缺少环

境 ,不能很好地体现居住建筑的人性化 ,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了居住的舒适度 ,只能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

3) 居住区规划逐渐形成行列式居住组团的布置 ,

并渐渐成为居住区规划的固定模式 :即第一级将居住

区作为整体、第二级是居住组团、第三级是居住住宅楼

和居住单元。

这样的住宅虽然带给人们的居住生活枯燥而乏

味 ,但在那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它很好地解决了城镇

人口的居住问题。

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 20世纪 60年代后 ,中国

的住宅建设通过采用设计竞赛及采纳国外的一些设计

思想和模式 ,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尝试和创新 ,出现了

一连串的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 ,让人感受最深的 ,就是

房间的布局、空间标准、进出方式以及朝向等方面从原

来的前苏联模式渐渐得到了系统的改变 ,居住建筑的

文化之路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态势。

总结这 30年的时间 ,居住建筑的文化之路冗长而

沉闷 ,建筑自身的文化缺陷影响了居民的生活。据统

计 ,到 1979年 ,全国人均居住面积仅为 3. 7 m2 ,不仅不

能满足城市居民基本的生活要求 ,更严重影响到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和心理健康 ,这些经验教训 ,为我

们今后的居住建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4　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及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20世纪 80年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民

生活日渐富裕 ,居住建筑也快速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不

仅带来西方的经济和生活方式 ,同时外来文化和思想

也在快速渗透 ,也在侵蚀着中国的居住建筑。于是乎

“欧陆风情 ”、“北美风格 ”、“地中海小镇 ”、“德国印

83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第 29卷



象 ”等舶来品比比皆是 ,盲目的模仿、直接的移植 ,各

种气息风格的建筑充斥在国内的各个角落。走在大街

上 ,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似乎见证了中国的进步 ,这

些相似的点式高层、板式高层矗立在城市之间 ,我想这

也是有思想和责任感的建筑师不愿看见的 ,我们也有

属于自己的文化 ,属于自己的风格。

盲目、抄袭、醒悟之后开始思考 ,越来越多的设计

师注重居住文化性的探索研究 ,更多的风格也在这时

产生。

改革开放 20多年来居住建筑的文化发展之路 ,表

明人们在不断地追求居住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根

据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 ,可以对我国未来

的居住建筑的文化发展之路做以下的展望 :

4. 1　对传统居住建筑文化精华的继承

在对传统居住建筑文化精华的继承方面 ,中国建

筑师做了大量的研究探索 ,尤其在 1999年北京世界建

筑师大会后 ,吴良镛教授提出“人居环境科学 ”的概

念 ,对居住建筑的文化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居住的文

化性也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引申为 :

“通过住宅元素的重组融入中国传统园林家园的味

道 ,从而达到“神韵 ”而“诗意 ”的居住境界 ”,这种思想

逐渐成为住宅设计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聚居中“院落式住宅 ”的特点 ,也引申为

“在景观之中布置住宅 ”的现代派理念 ,成为中国现代

居住区开发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并已付诸了大量的实

践 ,无论是“屋顶花园 ”、“交流平台 ”、“阳光室 ”,还是

“空中街道”、“空中四合院 ”等等 ,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如北京远洋风景的景观概念、亚运新新家园的四级院

落概念、杭州山水人家的山水景观、万科的退台情景花

园洋房、珠江翰景轩的三代居空中花园等 ,都是中国居

住建筑文化的代表 ,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 ,但传达的思

想是一样的 ,成为对文脉继承的典例。在亚运新新家

园 ,将“院落 ”作为一个总体规划的重要理念来进行贯

彻 ,四级院落形成了亚运新新家园里坊单位邻里交流

的基础。第一级院落是基地内四周的集中绿化 , 21

hm
2 的绿化将建设用地围合起来 ,前有 12 hm

2
150 m

宽的成木林带作为前院 ;后有 3 hm
2

50 m宽的景观绿

化带是小区的后院 , 竹树掩映 , 宛若天然 ; 中有 4

hm2 140 m宽的精致绿化成为小区的中庭院 ,这是小区

内最生动的中心地带 ;第二级院落是各里坊单位所共

用的休闲绿地 ,这样的院落为各组团的中心 ,是人们最

方便使用的庭院。第三级院落是楼和楼之间的宅院绿

化 ,这是更为安全、亲切而实用的宜人尺度空间 ,自然

闲适 ,更加注意人的日常活动所需。第四级院落是各

家各户的私家庭院。这里能深刻无比地体会到家的感

觉 ,身处这样的环境 ,可以体验到一种含蓄的奢侈 ———

靠历史和文化营造出来的那份“清新 ”。

北京远洋风景住区以“景观与阳光 ”为主题 ,通过

空中花园的设计 ,营造与自然环境巧妙结合的意境 :入

口的私家花园独立入户、通过花园步道进入室内 ,可以

体验到“院落式住宅 ”的空间秩序 ;南向落地大窗 ,任

阳光飞泻 ; U型操作厨房设计 ,配 90度超大阳光角窗 ,

观景开敞 ;主卧室采用酒店式布局 , 90度转角飘窗 ,配

宽敞卫浴空间及舒适的主卧阳台可以享受阳光卫浴 ,

形成多层次的共享景观 ,风光无限 ,不仅将城市景观空

间动感放大 ,更留出足够的精神空间充分接触自然、感

受自然 ,感受生活。

这种居住建筑的形式很好地解决了当前由于经济

快速发展带来的用地紧张、居住密度大而引发的消费

者对居住文化和居住精神的不断追求的问题 ,重点传

承了对传统居住理念及文化的继承 ,表现在对亲情及

有机交融的邻里空间的尊重、对中国人在居住空间私

密性方面要求的尊重、对人与大自然的交流方面的尊

重、对居所休闲 ,放松 ,安恬舒适的环境气氛营造方面

的尊重、对国人含蓄、内敛、不张扬的性格特点方面的

尊重。已成为新时期居住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4. 2　新技术的运用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

程 ”,将“促进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 ”予以重点论述。

国际上发达国家纷纷以生态住宅、绿色住宅或可持续

住宅为主题进行住宅的研究和建设 ,一方面利用高技

术成果 ,努力实现住房的舒适、优美、安全、洁静 ;另一

方面又强调把住宅的资源消耗和对消费者的损害降低

到最低限度 ,满足广大消费者更高层次的心理和生理

的需求 ,住宅建设承载着一种创新和充满活力的现代

生活方式。如德国的“高舒适度、低能耗 ”住宅、奥地

利等国的“高技术型 ”生态住宅、北欧等国的“适宜技

术 ”住宅等。

步入新的世纪 ,我国在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及新技

术的应用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建设部相继推出的《国

家康居示范工程建设技术要点 》、《绿色住宅建设技术

要点 》、《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 》、《中国生态住宅技

术评估 》等建设条例法规 ,对住宅的发展提出了新的

要求 ,开拓了居住建筑新的文化消费之路。

北京的“当代万国城 ”是“亚太村 ”国际生态住宅

品牌示范项目之一 ,在小区环境规划设计、能源与环

境、室内环境质量、小区水环境、材料与能源等五个方

面达到了《中国生态住宅技术评估手册 》的标准 ;北京

锋尚国际公寓 ,引进欧洲先进的环保节能技术 ,包括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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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经营权出让

模式。在我国江南水乡古镇的开发中 ,以前两种模式

的使用居多 ,特别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由于

不同于江南古镇的区域经济背景 ,因资金瓶颈导致的

发展动力不足是多数巴渝古镇面临的突出问题 ,因此

可考虑更多地采用后两种模式 ,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的力量 ,推进古镇人 - 景环境建设。当前 ,涞滩、龙兴

两古镇的旅游开发就因开发商的介入已初现生机。

为适应体验经济时代旅游需求向寻新觅奇、深度

体验发展的新趋势 ,巴渝古镇旅游开发可灵活采取主

题式开发、互补式开发和保留式开发等模式 [ 7 ]
,以突

出古镇人 -景环境的差异性和吸引力。不仅应突出巴

渝古镇的整体特色 ,更应突出彼此之间在主题形象、景

观元素、旅游产品及营销策略等方面的个性特征。如

涞滩古镇的瓮城与佛教文化、双江古镇的清代民居群

和名人志士文化、西沱古镇的吊脚楼和土家文化等。

同时 ,还应注意与周边其它景区间的资源整合和开发

协作 ,以求借势发展和联动互促。如中山古镇与四面

山、涞滩古镇与钓鱼城、西沱古镇与长江三峡旅游线上

其它景区。

4. 2. 2　古镇人 -居环境质量的提升与古镇人 - 景环

境的打造同步 ,促进协同演化 　因山地地形条件的限

制 ,现存巴渝古镇建成环境基本成带状格局 ,除涞滩、

中山等少数古镇外 ,新区建设大多围绕老街区蔓延开

来。目前这种状况仍在继续 ,这为古镇人 - 景环境空

间拓展和整体氛围的营造形成了较大程度的制约。适

应旅游发展需要 ,应不断完善规划和管理手段 ,对古镇

旅游产业布局和城镇建设进行合理的空间组织、调整

控制 ,以构建古镇老街区和新区之间适度分离的景观

格局与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

鉴于古镇大部分居民经济窘迫、居住条件较差和

经营能力的欠缺 ,政府和开发商应采取多种形式 ,在古

镇人 -居环境建设上加以引导和扶持 ,逐步提高当地

居民的居住和生活质量 ,并探索古镇人 - 景环境开发

中的社区参与方式 ,关注古镇社区发展。龙潭古镇老

街的居民去年在当地旅游部门组织下 ,分批到凤凰古

城考察、学习 ,开阔了视野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于

经营权已整体出让给开发商的古镇 ,如涞滩古镇 ,政府

部门则应特别关注开发中对古镇居民利益的维护和对

开发商开发经营行为的监管 ,防止古镇人 - 景环境建

设对人 -居环境排斥的现象发生 ,力促二者间的有机

交融、和谐共生与协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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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板辐射采暖制冷、置换式新风、节能窗、卫生设备

后排水、防噪声、中央吸尘除尘、厨卫垃圾处理、中水利

用等技术和产品 ,提高了住宅的节能效果和舒适度。

新技术的应用 ,不仅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 ,也为居住建

筑走技术创新之路、提升文化品味奠定了市场基础。

发达国家的住宅建设理念和技术远比我们先进 ,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对文脉

的继承和片段的截取 ,更需要的是对文化的推动和发

展。正如吴良镛教授所说 ,“如何提高住宅的抗衰老

性 ? 如何提高居住建筑的审美水准 ,使其成为城市的

艺术品 ,拥有独特的历史地位价值 ? 一是要总结传统

经验、走适用技术道路 ,二是要端正技术创新的方向、

研究其内在规律 ”。

在目前“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节约型社会 ”的

国情下 ,通过创新技术培养新的消费热点 ,也将是我国

居住建筑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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