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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民居院落空间的概念与早期发展

民居院落是我国典型的传统建筑空间，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来的

文化传统，从早期的自然洞穴到半穴居的窝棚，从原始巢居到方形

公屋，不同区域多样的地理气候环境与民族生活习俗深刻地影响了

民居院落的形式。

“院落空间”的基本含义可理解为院子与房屋相结合的建筑形式。

从最为恢弘的故宫到普通庶民的三合院，除个别特殊情况外，院落几乎涉

及到所有建筑类型，也与人和社会密切关联。《广雅》中说：“院，垣也。”

《增韵》中说：“有垣墙者曰院。”《辞源》中说：“院者，周垣也。”

这里我们所理解的“院落空间”就是用墙垣围合的堂下空间，是凭借其他

构筑形式围合而形成的一处对外封闭、对内开敞且自成天地的空间模式。

从早期的穴居、巢居到土木建筑、干栏式建筑、廊院式建筑，可

以发现，伴随着文明的发展演进和生产资料的日益充盈，先祖们逐步

掌握了较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方式，开始营造层次多变、流线复杂、空

间丰富的院落空间。建筑技艺在探索中逐步提高，此时的“院落建筑”

除了遮风避雨、趋利避害的基本功能以外，逐步融入了地域文化与民

族审美方面的因素，为日后民居院落空间的多样化奠定了根基。

2 巴蜀传统民居院落空间发展演变特征的提出

“巴蜀”最早即是对古代巴国和蜀国的合称。巴国位于中原西

南面、信封盆地东部，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当今长江沿岸以重庆为

核心的三峡库区，而古蜀国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岷山地区与川西平

原（图 1）。巴蜀地区的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多元丰厚。

巴蜀地区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单元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意义

与影响。从考古发掘的实物例证中，四川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

像砖和明器陶楼，皆鲜明地记载了巴蜀地区民居从院落组合到构造做

法、装饰纹样等地域性建筑风格。本文通过对巴蜀传统民居院落空间

的发展及其演变的考察，尝试建立起一种动态的、求实的分析方法，

而非简单的史实描述，即院落空间的概念与早期发展（概念与原型）—

通过院落空间的概念与早期发展（概念与原型）—考古器物中的院落空间（发展与演变）—明清院落空间的

发展（特征与动因）的技术路线，归纳出传统民居院落空间发展演变的特征与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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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器物中的院落空间（发展与演进）—明清院落空间的发展（特征

与动因），进而归纳出巴蜀传统民居院落空间发展演变的特征，希望

能够对巴蜀传统民居院落空间研究方法的深入拓展起到一定作用。

3 考古器物中的巴蜀民居院落空间

巴蜀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民族民俗众多，物质资料生产力水

平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巴蜀住居形式丰富多彩，同时从历史性角度考

察，这种空间形态的差别亦随着时间的推移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笔

者认为历史时期的巴蜀民居院落空间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详尽地列举民

居的形式结构，而在于探索这些民居院落形式的空间特点与时间变化

的关系，并梳理造成这种差别及变化的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成因。

新石器时代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已经出现长方形的建筑平面，

且房屋分布密集，房屋之间有大量墓葬、灰坑，出土文物十余万件。

一般房屋面积为 10 余 m2，最大为 60 余 m2，这种大房间可能为召集

生产或分配议事的场所。房屋遗迹多为北向入口，门前有敞廊过渡。

这些房屋的布局明显具有围合形态（图 2），由房屋围合而形成的空

地多有大量灰坑遗迹，这种布局模式可以说是早期院落空间的雏形。

商周时期的成都十二桥古建筑遗存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建筑遗

迹显示用圆木打桩，桩上排列龙骨，龙骨上铺地板，建筑的木质地梁

加工较为规整，方形孔眼几何形状规矩、大小一致，证明了当时的木

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到了战国时期，巴蜀地区出土的作为陪葬明器

的陶制房屋均为更为成熟的干栏建筑，这种形态的建筑很好地适应了

巴蜀地区多雨潮湿的气候环境。干栏建筑的出现为以木构体系为主的

巴蜀民居院落空间地域特色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依据。

秦灭巴蜀以后，在巴蜀故地共设置了巴、汉中、蜀三郡，规模与

形制皆“与咸阳同治”，巴蜀地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

的交流最终促进了巴蜀建筑长足的进步。据《华阳国志》记载：秦时

蜀郡修建，已“与咸阳同治”；汉时渝州山城，“皆重屋累居”。近

代巴蜀考古发掘出大量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明楼陶器（图 3），以

巴蜀传统民居院落空间的发展演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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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巴蜀文化地理区域 图2 三星堆建筑考古遗址平面布局图 图3 汉代明器陶楼中的院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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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的形式记载了巴蜀传统民居院落极具特色的空间体量关系、平面

组合特征、结构构造特色以及装饰纹样风格。如发掘于现今成都郊区

的汉代画像砖，翔实地表现了当时汉成都一户民居的全貌（图 4）。

住宅由两部分组成，左侧部分为主人对外接待的外院，右侧部分是该

院落的主体，即主人日常生活起居的内院。该民居院落入口处是一个

悬山屋面的小门廊，门廊两侧有两根楹柱，门扇是汉代广为流传的木

制直栅栏。门廊后有小院，院子里有两只鸡正在争斗，穿过小院经过

厅进入主院。正面厅堂建在一个台基之上，高出室外数个台阶，院落

内有两只开屏的孔雀，这可能是主人宴请宾客的助兴节目，主人和客

人皆席地而坐，反映了当时汉代高脚家具尚未使用的生活习俗。左侧

正厅堂为三开间，按古代宗法礼制要求，士以下不得超过三间，可以

看出这是一户下级官员或者家境殷实的宅院，具有极强的当时民居院

落空间的代表性。该厅堂的屋面为悬山，大木结构为抬梁式，柱脚有

柱础。院子四周皆为木构双坡回廊，反映了早期院落空间所呈现的廊

院式空间模式，如陕西西周宫殿遗址的廊院式。

右侧部分也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前院为厨房和佣人起居，有小

门与入口小院相通，货物运输与仆人进出不需绕主要院落而入，功能

布局合理，流线清晰；后院有一人正在打扫院子，一条狗在旁边，院

落四围封闭，只有小门出入，暗示了此地为财产重地和私密之区。后

院的重要建筑为一座四坡顶方形高楼，屋顶檐角挑起，脊饰张扬多变，

楼层为三层，屋面是汉代典型的两阶排水作法。檐口下饰斗拱，这些

斗拱直接搁在柱头之上，横拱为汉代典型的向上弯曲式，多似清式的

一斗二升和一斗三升形制，这说明斗拱已成为高大建筑木构架的重要

组成部分。转角处由悬挑弓形梁支承，顶层视野开阔，窗楣灵透，光

影回旋。这与秦汉时神仙方士之说盛行密切相关，民居为了追求仙居

的建筑环境，就会建造更高更大的台榭。“禁民无发火，可以居高明，

远眺望，登丘陵，处台榭。”这段出自《淮南子 • 时则训》仲夏之月

的记载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盛行的台榭建筑。建筑中层为封闭空间，

按照汉代的规制习俗，应是贮存粮食的库房，底层为看守人的住房。

概括总结，该民居院落共分为前院、主院、后院、杂物院四个

部分，各部分功能明确，流线清晰，为唐宋乃至后世巴蜀地区院落

住宅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实物证据。

4 明清以来巴蜀民居院落空间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巴蜀传统民居院落发展的繁盛期，期间巴蜀地区虽

然经历了若干次的战乱，但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生产生活逐渐得

到恢复，以“两湖两广填四川”为代表的明清大规模移民活动使人

口不断增加，直接刺激了巴蜀地区对于住宅数量的需求，成为民居

院落再度兴起的转机。由于移民祖籍的地域性特征以及巴蜀自身特

殊的地域文化，导致了巴蜀民居呈现出异于北方建筑的形态特征，

穿斗木构架也经历了数次的演变成为民间建筑的主要结构体系，如

四川阆中现存的大量明清民居院落群（图 5）。

明清时期的民居院落空间经过历代技艺的积累，其特色的空间

组织以及模式语言已日趋成熟，首先在结构上就由元末明初的北方

抬梁式转变为以木构穿斗结构为主，院落空间的平面布局也日趋完

善，多天井的院落往往以天井院坝为枢纽中心，轴线纵横交织，内

外有序，主次分明，如重庆沙坪坝秦家岗周家院子（图 6）。

巴蜀民居院落兼具南北特色，既具北方封闭型的合院特色，又

融汇南方的敝厅、敞廊和封火墙等特点，大型民居院落还有花园、

楼阁、戏台等。同时，由于巴蜀地区位于中国南北文化交汇和集结

的区域，加之区域内存在密集的水运系统，为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

提供了基础平台；在人员构成上由于多元共融移民文化的影响，加

之清前期的休养生息政策，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高，生产构成也发

生了结构性变化，社会的富余用品也日益增多。这两方面直接导致

了小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巴蜀地区的城镇数量急剧扩张，城镇民

居密集，形成了以“双面街”、“半边街”为核心组织的城镇民居

布局方式。店宅式的院落空间平面也逐渐成熟定型（图 7），空间

形式也得到了较大的丰富，其中的“天井”空间既是采光、通风的

“气口”，又是纳凉、休息的“共享空间”，这种多功能“井院”

空间扩展性强，紧凑且与地形巧妙结合，极具地域特色（图 8）。

明清移民文化也使巴蜀各地的会馆建筑大量兴建，融合了外省

的地域文化，规模宏大且装饰华丽，风格各异。如四川自贡西秦会

馆牌楼组合式屋顶的院落空间（图 9）及重庆湖广会馆的多进院落

图4 汉代画像砖上的民居院落空间 图5 阆中市传统民居院落空间 图6 重庆沙坪坝秦家岗周家院子

图7 四川广安肖溪镇正街的店宅 图8 四川阆中杜家院子天井空间 图9 四川自贡西秦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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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等（图 10），都显示了巴蜀院落空间自成体系、独具一格而

富于创造性的地域特色。

总的来说，巴蜀民居院落空间经过历代经验和技艺的积累，已

显现出浓郁的地域性特色，在结构上穿斗结构的大木构架已普遍盛

行，民居院落的空间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院落型制也逐渐成熟

定型。该时期巴蜀民居院落的总体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1）营造技术走向制度化

巴蜀地区民间匠做技术经过多年的传承和经营，加之外来文化

的创新与改良，发展出适应当地材料的较为独立的构造体系，且营

造技术也发展成熟，与北方以抬梁式结构为主体的营造体系存在较

大差别，产生了一套技术纯熟、制度完整的以穿斗构架为主的“因

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设计、就料施工”的建造方式（图 11）。

（2）平面布局走向成熟化

兼具了南北方的院落布局特点，民居院落在平面布局的宗法秩

序、生活流线以及使用功能上更加完善，可以适应明清日常生产生

活的多种功能需求，具有“平面灵活、变化有序、内外结合、层次

丰富”的布局特色（图 12）。

（3）空间形态走向地域化

这个时期巴蜀民居院落由于技术的成熟，使得营造大型民居院

落已较为普遍，因此其形态变化也较为多样。这一时期巴蜀民居院

落形成了巴蜀地区特有的“外封闭、内开敞、大出檐、小天井、高

勒脚、冷摊瓦”的空间特色（图 13）。

5 结语

巴蜀传统民居院落空间既具有传统民居院落空间的共性特征，

也具有由巴蜀文化和所处地域条件共同形成的地域民族特征。通过

对巴蜀传统民居院落空间发展演变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巴蜀民居

院落发生与发展的动因。

（1）整体建成环境动因。巴蜀民居院落作为传统中国民居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秦灭巴蜀以后，第一次受到来自中原地区廊

院式民居的极大影响，并经历了漫长的文化交融与地域差异化发展

后，到明清时期其整体民居形态已成熟完善。

（2）物质交流动因。明清时期巴蜀地区经历了若干次动乱，

良田荒芜，出现“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的现象，各时期中

央政府的对策皆为长期采用移民运动与政策优惠来解决。加之巴蜀

地区有多条由于商贸交流而兴起的贸易路线，诸如历史上著名的蜀

身毒道、茶马古道以及川盐古道等，这些贸易路线的开辟极大地带

动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总的来说，这种政策性的大规模移民运

动与南北交流产生的成熟贸易路线，不仅给巴蜀地区注入了欠缺的

劳动力以及生产技术，亦给巴蜀地区积累了富余的物质财富，为巴

蜀民居院落的鼎盛在物质上做好了准备。

（3）巴蜀地域文化动因。巴蜀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悠

久的文明演进，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繁荣昌盛，在地域建筑文化上

有了更复杂精妙的文明累积，这种丰厚的地域文化最终决定了巴蜀

民居院落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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