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4 

针对北京传统四合院空间的再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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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拟四合”的提出 

1.1 “拟四合”的含义

“拟四合”的设计是针对北京传统四合院空间组成形式的探

讨和尝试。首先“拟四合”不是真正意义的四合院，而是借用了四

合院的原型组成规律，来模拟构成一种类似于传统四合院的新生活

居住空间。 

“拟四合”是在有机更新理论和“类四合院”体系的理论基

础之上发展出来的，并具体地表现为一种实践尝试。它提倡一种新

形式的四合院居住空间，这种新形式是首先反应在建筑形制上的，

它不提倡传统的单纯复古设计手法，而是融入了新技术、新理念的

不同空间；其次，这种新的居住空间也反映在居住文化形态上，要

体现出反映时代特色的不同要求。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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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吴良镛教授所提出的有机更新理论的基础上，以“拟四合”的形式探讨一种新的设计手法或设

计观念，即在“延续性继承”空间历史文化的同时，又能应用现代的设计手法来诠释北京古城四合院

建筑的新风貌，亦是探寻和谐、低碳、以人为本的生活环境。

“拟四合”  北京传统四合院  空间  有机更新

1.2 “吸引”与“复吸引”的组织更新 

针对四合院的“拟四合”设计观念，提倡一种适于历史与时

代相协调发展的生活模式。

人是“吸引”与“复吸引”中的重要因素，他们既是四合院

的居住者，又是四合院繁衍生息的关键。在居住空间中，当各种因

素综合作用的合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吸引力”[1]时，人们会因

受到区域场所的吸引而汇聚于此；反之，“复吸引”则是指四合院

通过自身发展不仅对原有居民产生吸引作用，更能产生对外界人群

的文化吸引（图1）。

2  “拟四合”的设计目的

2.1 居住功能的增补  

“拟四合”在对空间再设计时，注重对现代空间功能的增加

图1 “吸引”与”复吸引”关系示意图 图2 传统四合院街区布局示意图

图3 传统四合院空间特征研究

图4 传统四合院功能分示意布图

图5 现代家庭功能布局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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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补充，如在建筑高度上，将传统的单层居住空间扩展为2~3层，

在室内部分扩大了卫生间的使用面积，增加了干湿分离区；在厨房

空间增设就餐位置来丰富空间的组成形式，并改变了传统的四合院

室内的分割式布局，而采用开敞的大空间作为主要的空间居住形

式。在室外部分增设阳台，并调整了室内的交通动线，以起居室、

餐厅、书房、卧室为主要功能流线，室外增设了外挂空间机位、太

阳能节能设施、屋檐排水及雨水收集设施，以及入户处的车库位置

等。除此之外，还应该注意的是空调室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电视

天线、设备等应放在隐蔽部位。临街窗外安装雨搭应统一形式和色

彩，尽量与胡同风貌保持协调[2]。

2.2 公共设施的植入

传统的北京四合院的空间布局沿袭了元大都的空间布局形式

（图2），主要以纵横交错的组群空间排布为主，由于其主要以胡

同作为空间划分媒介，所以受到胡同宽度的限制，居民多以自家门

口区域来进行小规模的娱乐活动。因此，考虑到如今居民对社区生

活品质的要求，“拟四合”将在社区空间布局中，着重考虑适于现

代人们生活需求的要素，如购物、健身、儿童及老人等综合场所设

施。

2.3 新的人居和谐空间 

“拟四合”的设计原则背后是对现实四合院人居环境的思考。

首先“拟四合”的设计定位延续于传统生活模式，即以同一家族或

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一特定人群（俗称“80后”）作为设计

对象，原因基于两方面：一是80后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是

当今住房需求的主要人群；二是他们多为独生子女，具有 “四、

二、一”家庭生活模式（四个老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这种

家庭也预示着老龄化比重的加大，那么针对此类家庭理想的生活方

式之一就是以家庭为单位，共同或采取临近的居住场所，使家庭中

的第二代（80后）可以照料第一代（老人），第一代可以照料第三

代（子女），第二代可以直接得到第三代的成长信息。

3  拟四合的空间改造原则

3.1“三三制”的设计原则

通过对传统院落的分析解读，发现在北京传统四合院建筑组成

图6 “三三制”空间衍生示意图

形式中存在着一种“三三制”的建筑空间排布原则，即以正房为主，

左右两侧设东西厢房，形成一主两次的地位；而正房、东、西厢房两

侧都设有耳房，形成一主两次的小单位建筑形式，而四合院落中又由

正房、东、西厢房三面围合形式组成，又形成了一主两次三位一体的

小群落建筑形式，并由此派生出来的“二进”、“三进”制空间形

制。“拟四合”的空间设计将继承这种传统空间设置手法，由单体组

织的原型衍生出新的“三进”、“五进”等院落空间。

3.2 共享空间的设计原则

由正房和东、西厢房围合而成的开敞式大天井院落是传统四

合院空间的主要特点，其开敞性与共享性形成了居住者与自然的充

分接触，使居住于其中的人们形成了良好的交流氛围，因此“拟四

合”在空间设计中延用这种空间构成手法。

3.3 延续传统建筑文化的设计原则

在“拟四合”的设计中仍需保有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延

续，如建筑文化、坡屋顶装饰元素、进制围合的院落形式等。“拟

四合”的设计不是对历史文化的抛弃，相反是对北京传统四合院建

筑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4  “拟四合”空间的设计手法

“拟四合”的设计希望能够针对时下生活的主流人群进行一

次大胆的尝试性设计。图4 ，5分别为传统四合院功能分布和现代

家庭功能布局。

4.1 平面布局的衍生

通过遵循 “三三制”原则（图6），对“拟四合”的平面布局

进行演化。演化过程中保持了建筑的单体原型与围合式的院落，衍

生出新的“三进”、“五进”、“六进”、“十字”、“田字”等

丰富的庭院建筑空间（图7），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不同的

组合形式来组建一个生活社区，希望以此为契机，为北京老城注入

新的活力。

北京四合院在文化形态中所具有的独特性和“玄妙”感，使

得北京四合院建筑虽历经百年仍源远流长，究其本源，除了四合院

建筑在形式上的丰盈与考究外，更具有一种理性的、玄虚的数字艺

术。这也为“拟四合”设计的实现提供了参考的依据。由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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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构想，我们只需在“拟四合”

的设计中找到四合院建筑形成的基本规律，即找到一个最原始的形

态，将其抽象提炼、变换重组，进而总结出规律，便可以得到多种

四合院空间布局的形式。

4.2 户型的设计  

首先，为了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在建筑高度上由原始的7m

增加到14m，且减少了屋脊的高度，即将传统四合院的单层建筑调

整为3层建筑。其次，考虑到位于东西两侧的厢房受建筑朝向的影

响，因此在调整后的厢房户型增加了南立面的开窗，便于南向的采

光。正房的设计中，延用了传统四合院对称的建筑格局形式，南北

通透的开窗设计不仅增加了屋内的采光面积，更为居住者们提供了

良好的视野平台。再次，重新设计的室内空间打破了传统的布局形

式，不仅为增设的每层独立卫生间增添了洗浴设备，更对厨房、就

餐区进行了关联性的设计，以及开敞的便于家庭聚会的起居室空

间。

在户型的设计中考虑到延用四面围合的传统院落形制，因此

采用将相邻两户的东西厢房共用一墙的设计手法，且户型成镜像对

称，并用框架结构作为实现“拟四合”大面积开窗的承重保障。

在经过对四合院形制形态、空间布位、屋脊、墙面、交通动

线、功能分区等综合因素的分析思考后，重新调整后的厢房平面可

图7 拟四合各种布局平面图和立面图

以提炼抽象成一个“L”型（图8），并通过彼此的组合在平面上

形成一个“T”字型，而这种“T”字平面却同样可以通过立面体

现出来。也就是说这种抽象出来的形式已经具有规律，并可以连续

地变化，具备了衍生的条件。当我们找到这种原始型后，便可以遵

循传统四合院空间的围合形式，予以演变（图9）。

空间的排布形式对屋脊的设计也体现出了一种“T”字形式的

重复。由此可见，通过对“L”型规律的认识和分析，可以得出多

种空间组合形态，这种衍生出来的空间形式既是对传统空间文化的

新理解，又体现了对空间发展的进一步探讨。而这种灵活多变的组

合形式更为现代家庭需求的多变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其空间组成

分析见图10。

在“拟四合”的设计尝试过程中，结合了不同的空间立面处

理方式进行了其他方式的尝试，去掉了坡屋顶的形式，而完全采用

直线来完成空间构造形式，使整个空间简洁明快，且富有层次感。

4.3 使用功能上的深化

重新设计的“拟四合”院落在空间的使用功能上增加适度的

调整，使其对现代人们生活的需求更具有针对性：

（1）增加了原有四合院建筑的层高，由原本的单层院落空间

增高至3层或更多层，增加了空间的使用效率；

（2）扩大了窗的面积，放弃了原有四合院中分段式的花窗形

式，而将窗的面积扩为落地窗，并贯穿于每层的居住空间，使内部

形成一个流畅的开敞环境，增大了接受自然光的可能；

（3）针对室内的使用功能添加了融入现代生活的浴室空间、

餐厅空间以及适于家庭聚会的起居室，并针对主要的卧室区域增设

了套内卫浴空间；

（4）针对“80后”面临的“四、二、一”家庭生活结构，在

一层空间设计了方便老人起居活动的老人房，并将儿童房设置于距

离主卧较近的区域。

4.4 社区组群的完善

“拟四合”在群落组织空间中，提倡社区综合性的设计原

图8 “L”型衍生示意图

图9 空间演化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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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则，即在现代的社区群体中，除了居住空间，还应增设公共空间

（图11），配套商业办公、教学、医疗、休闲娱乐等辅助空间，

来营造一个综合性生活区域，从而以居住空间为主体，多种商业、

服务业并存的生活社区。以社区为单位形成群落组织空间，进而满

足居民们日常生活的需求，并以此带动周边商业经济的发展，这也

是我们设计中所追求的人与社区和谐互动的具体体现（图12）。

4.5 节能设施的融入

在“拟四合”的设计中，注重对自然能源的节约和再利用，

如在建筑装饰中，采用节能的防水隔热涂料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水、

参考文献

[1] 戴颂华. 中西居住形态比较——源流、交流、演进.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143.

[2] 北京旧城房屋修缮与保护技术导则. 2007.

[3] 彭一刚. 建筑空间组合论（第三版）.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362.

作者简介 

刘媛欣，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建筑中的民居改造。

周越，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孙建刚，中铁建设集团装饰分公司设计师。

图11 “五进”院落增设的公共空间

图12 区域功能性空间及交通流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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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保温、防腐效果。这种节能涂料广泛用于建筑物屋顶、内外

墙、管道等。又如在卫生间安装中水回用系统，冲厕水经过处理可

用来浇花洗车，冲洗道路。而室外的雨水收集系统也能收集雨水用

于环卫绿化，从而为我们打造一个真正的低碳家园。

5  总结

“拟四合”是四合院居住形态系统的一部分，是一种适于现代

人居环境价值观的生活空间思考，是有机更新理论的设计实践体现。

但由于本研究中所提出的“拟四合”设计构想尚属首次，因此还需在

四合院空间进行有机更新与再造研究的设计实践中不断探索。

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