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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引入“意象”( im age) 的概念, 借助从感觉形式研究聚落空间形象的方法, 对中国古

村落景观的多维空间立体图象作了初步研究。文章把中国古村落景观的基本意象概括为: ①山

水意象, ②生态意象, ③宗族意象, ④趋吉意象等四个方面; 并对不同地域古村落景观意象的

差异作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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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　中图法　K92815

1　“意象”的概念及其在古村落景观研究中的意义

“意象”一词作为一个研究聚落空间形象的概念, 首先见之于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凯

文 1 林奇 (Kevin L ynch) 出版的《城市的意象》(T he Im age of the city) 一书[ 1 ] , 作者首

创了从感觉形式出发研究城市空间特征的方法, 提出了城市形象的“可识别性”和“可印

象性”概念, 即认为一个城市对其市民和大众来说, 应具有醒目的特征标志和鲜明的感觉

形象, 一种构成记忆空间的活生生的心理图象, 这就是所谓的城市“意象”。这种强调“意

象”的城市设计思想, 实际上是一种强调个性、讲究形象的城市设计思想, 对近二十多年

来的城市规划与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 迄今为止, 尚未有人对聚落的另一概念——“村落”的形象设计, 引入过“意

象”的概念, 更没有用“意象”的概念来分析中国古村落的结构特征, 以揭示其特有的空

间形象。其实, 中国的古村落是极富“可识别性”和“可印象性”特点的。比如江南水乡

的古村落, 就有着高度可识别和可印象的环境特点: 临水而建的民居、横跨水面的石拱桥、

水巷穿梭的小舟、古老的青石板码头⋯⋯一幅江南水乡村落意象的立体图画跃然纸上。可

见, 意象是一种感觉中的环境印象, 是人们对它所经历过的环境所建立的心理图象。环境

印象的建立, 是观察者与环境之间双向过程的产物。环境提示特征和信息, 观察者则在感

觉过滤的基础上对环境建立印象。因此, 借用“意象”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古村落, 采用

逆向过程捕捉古村落的特征和信息, 从而建立古村落的多维空间立体形象, 不仅能为古村

落景观研究提供一种新理论和新视角, 而且能为村落规划、村落地理研究乃至旅游文化村

落的形象设计, 提供新思维和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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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古村落景观所具有的基本意象

“古村落景观”中的“景观”一词, 原意是指风景 (L andscape) , 但在地理学中已赋予

特殊的含义, 更多的是指因人的活动而创造的叠加于自然景观之上的人文景观, 或称文化

景观。其中, 聚落布局与形态是文化景观的重要内容。文化景观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地理学

研究的核心内容, 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苏尔 (Carl O 1Sauer) 则主张以解释文化景观作为人文

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2 ]。可见“文化景观”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地位之重要。因此, “古村落景

观”的概念也就进一步明确化, 它不仅仅是一种普通风景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包涵着深刻

的文化含义; “古村落景观”的意象表现为一定地域人群所创造的村落文化的空间形象, 一

定地域人群的文化思想就通过这种独特的村落形象来表达。研究中国古村落景观的意象, 就

是在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村落选址、布局、形态及规划的思想理念。就事物的普遍性

特征而言, 中国古村落景观所具有的基本意象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1　山水意象

中国古村落从选址到布局都强调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 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山水风光特

色。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的整体有机思想, 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因此

人类居住的环境就特别注重因借自然山水。古代专门论述居住环境与布局的代表性著作

《阳宅十书》, 一开篇就写到: “人之居处, 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宅经》也把大地看作是整

体有机的, 认为选择良好居住地的前提是“以形势 (即地形——引者注) 为身体, 以泉水

为血脉, 以土地为皮肉, 以草木为毛发⋯⋯”这样才能获得有生机的理想居住之所, 以致

中国的古村落都以注重与自然山水风光的融合为重要特征。

安徽南部的古村落呈坎村, 唐末选址时就看中了这里“山水缭绕, 风景中和”(清乾隆

《罗氏族谱》序) , 经过数百年的村落建设, 呈坎村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的村落意象更加鲜

明, 到清乾隆年间, 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呈坎八景”, 类似的村落八景的例子非常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追求村落山水意象效果方面, 徽州一带古村落普遍风行的“水口园

林”是最出色的代表。它以变化丰富的水口地带的自然山水为基础, 因地制宜, 巧于因借,

广植乔木, 点缀凉亭水榭, 形成层次丰富的水口园林。其特点是融山水、村舍、田野及必

要的点景建筑为一体, 表现出浓郁的山水意象。

212　生态意象

中国古代村落在注意选择优美山水环境的同时, 也注意良好生态环境的选择。中国古

人对理想居住环境的追求包含对满意生态环境的追求。早在周代人们根据在黄土高原边缘

水土流失地带生活的经验, 认识到自然界各要素间的生态关系, 因此《周易》“林卦”记述

到: “知林, 大君之宜, 吉”; “禁林, 贞; 吉”; “甘林, 无攸利; 既忧之, 无咎”等等[ 3 ] ,

《周易》把知晓林木的生态益处看作是君子的见识, 把禁止森林砍伐看作是“吉”的表现,

把破坏森林看作是“凶”的行为, 反映了周代人们的环境意识所具有的生态学上的功利性,

因此, 清代《阳宅会心集》中说: “村乡之有树木, 犹如人之有衣服, 稀薄则怯寒, 过厚则

苦热”。

村落的生态意象除了有较好的树木植被外, 还与村落地形、土壤、水文、朝向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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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村落的生态意象

(以《浙江民居》中的嵊县屠家埠村为例)

F ig11　Eco logic im ages of the ch inese tradit ional villages

(Fo r examp le Tou jiafu village, F rom“Zhejiang R ural Houses”)

有关。中国古村落绝大多都具有

枕山面水、坐北朝南、土层深厚、

植被茂盛等特点, 有着显著的生

态学价值: 枕山, 既可抵挡冬季

北来的寒风, 又可避免洪涝之

灾, 还能借助地势作用获得开阔

的视野; 面水, 既有利于生产、生

活、灌溉、养殖甚至行船, 又可

迎纳夏日掠过水面的爽爽凉风,

调节村落小气候; 坐北朝南, 既

有利于位处北半球的中国村落

民居获得良好的日照, 又有利于

南坡作物的生长; 深厚的土层,

有利于耕作和植物生长; 良好的

植被, 既有利于涵养水源、保持

水土, 又有利于调节小气候和丰

富村落景观, 还能为村民生活提供必要的薪柴。总之, 中国绝大多数古村落环境都表现出

鲜明的生态意象 (图 1)。

图 2　古村落的宗族意象 (福建《莆田浮山

东阳陈氏族谱》中的宗祠位置)

F ig12　T he tribe im ages of ch inese ancien t

villages (T he Chen’s tribe T emp le’s locat ion

of the Dong2yang village in Q in dynasty, Fu

J ian p rovince)

213　宗族意象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

以血缘为基础, 因此, 人类居住的村落, 便成为以

血缘为基础聚族而居的空间组织。早在五、六千

年前的西安原始半坡村落, 就有了这种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聚族而居的雏形, 整个村落由中心的一

所大房子和周围的四十六座小房子组成, 小房子

的门都朝着大房子开[ 4 ]。这种向心内聚状的聚落

空间, 显然是为了借助氏族血缘的力量来获得整

体上的防御优势。这种围绕一个中心空间 (内

院) 组织建筑群的形式, 使中国传统聚落从开始

到终结都受这种意念所支配。

在中国古代村落中, 最重要的宗族建筑是宗

祠, 古人认为: “君子营建宫室, 宗庙为先, 诚以

祖宗发源之地, 支派皆多源于兹”(清代《阳宅会

心记》卷上“宗祠说”)。因此, 村落空间多表现

为以宗祠为几何中心或“心理场”中心展开布局。

宗祠成为村落景观的焦点和醒目标志 (图 2)。皖

南黟县宏村中心的宗祠和月塘, 是人们印象最深

的景观建构; 云南大理附近白族村落中心广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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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祠和戏台, 成为白族村落最重要的景观建构。多数古村落都有着印象深刻的宗族意象。

214　趋吉意象

人类生存环境首先讲究的是一种趋吉避凶的理想环境。人们在与大自然长期的搏斗中,

逐步认识到土地肥沃、人身安全、生活方便、风光优美的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有利

(吉祥) 环境; 反之, 穷山恶水、土地贫瘠、安全感差的环境是不利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险

恶 (凶险) 环境。因此, 中国传统村落与传统城市一样, 特别注意选择和营造一个趋吉避

凶的人居环境。

安徽黟县西递村周围的形势, 是由一系列富有象征性的吉祥地物组成: “罗峰高其前,

阳尖障其后, 石狮盘其北, 天马霭其南, 中有二水, 环绕不之东而之西⋯⋯”(明嘉靖《新

安民族志》)。安徽绩溪县的冯村, 不仅村落四周的地形环境颇具安全感, 而且在满足村民

心理需求方面在村口处命名有狮、蛇、龟、象等山头作护卫, 从而为村民们创造了一个在

心理上极为安全祥和的村居环境。

中国古代村落趋吉避凶意象的最主要表现是风水模式的普遍运用。风水是古人在寻求

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中形成的一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 5 ] , 是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一

种表现, 其中不乏合理的成分。中国古代村落选址与布局, 几乎无一不受风水模式的影响,

各村落环境普遍遵循着后有靠山, 前带流水, 侧有护山, 远有秀峰, 住基宽坦, 水口紧锁,

有山、有林、有田、有水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模式, 它与陶渊明所写桃花源模式有着极大的

相似性和同构性, 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的体现。

有些村落为了表达兴文运、出人才的愿望, 习惯于在村落的“甲、巽、丙、丁四字方

位上, 择其吉地, 立一文笔尖峰, 只要高过别山, 即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 或于平地

建高塔, 皆为文笔峰” (清代高见南《相宅经纂》卷二)。浙江永嘉县建于宋代 (孝宗淳熙

年间) 的苍坡村及其附近的豫章村落均是典型的按风水思想设计的古村落, 其独特的布局

思想和空间意象, 为当代专家学者所称道, 成为楠溪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景点之一。

它以方形的村落象征着“纸”, 东南方两池碧水象征着“砚”, 池边的石条象征着“墨”, 东

西向的长街象征着“笔”, “文房四宝”齐备, 与村口对联“四壁青山藏虎豹, 双池碧水储

蛟龙”的“藏龙卧虎”之寓意相匹配, 设计出一个希望人才辈出的理想境地。可见, 风水

模式所表现的趋吉意象有着独特的景观价值。

3　不同地域古村落景观意象的差异

中国的古村落景观虽然从共性的角度存在着不少同构的意象, 但这些古村落由于所处

的区域位置不同, 所受自然条件、地方文化、风土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异, 因而, 在空间

意象上表现出各自的地方风格。这里只对各地村落景观中带有标志性特征的空间形象 (意

象) 作粗略概括和比较。

311　“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水乡村落的景观意象

江南水乡村落最典型的地方在江浙一带, 这里水网纵横, 聚落空间多随河流两侧排列,

建筑小巧轻盈, 尺度宜人, 给人以亲切和谐之感。其最明显的意象标志是弯曲自由的小河、

横跨水面的小桥、临水而建的民居和水巷穿梭的小舟。恰似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所描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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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南水乡村落的景观意象　21 皖南山区村落的景观意象　31 闽粤赣客家村落的景观意象　41 云南傣族村寨

的景观意象　51 西北窑洞村落的景观意象　61 湘黔桂边地侗族村寨的景观意象　71 四川临江聚落的景观意象

81 广东茶阳渔村的景观意象　91 湘西古村落的景观意象

图 3　不同地区传统村落的景观意象

F ig13　T he landscape im ages of tradit ional villages in differen t p laces in Ch ina

“小桥、流水、人家”的理想画面 (图 321)。

312　“山深人不觉, 全村同在画中居”——皖南山区古村落的景观意象

皖南山区古村落的兴建与徽商的兴起密切相关, 优美的自然山水, 丰富的人文景观, 发

达的新安文化, 使徽州古村落普遍有着生动的文化创意和清新的园林风格。皖南古村落中

至今仍可见到的宗祠、牌坊、玉带桥、魁星楼、水榭、行道树、书院、民居等, 成为建构

皖南古村落意象的重要组成要素。歙县唐模村的“檀干园”中的一幅长联对其村落意象作

了较好的描绘, 其中一爿写到: “看紫霞西耸, 飞布东横, 天马南驰, 灵金北倚, 山深人不

觉, 全村同在画中居”[ 6 ] , 后半句“山深人不觉, 全村同在画中居”, 道出了皖南古村落的真

实意象 (图 322)。

313　“土楼安其居, 风水助其祥”——闽、粤、赣等地客家古村落的景观意象

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 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 这里山高水长, 田地稀少。历史上, 当

由北而南迁的大批汉民为躲避战乱来到这里时, 只好在这片未开垦的山地中聚族而居。为

531 期　　　　　　　　　　　刘沛林等: 中国古村落景观的空间意象研究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了避免匪患、兵乱和土族的争斗, 客家人便建筑起严密坚实的围屋 (粤)、土楼 (闽) 和土

围子 (赣) , 成为该地村落中具有标志性的人文景观。

客家聚落多分布在河流发源地的中上游地带, 山水条件良好, 为熟知风水理论的中原

移民提供了理想的实践之所。几乎每个村落都要贯穿这一与大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原

则。所以, 日本学者在考察客家土楼村落后认为: “客家、风水、夯土”是构成客家村落形

象的三个关键要素[ 7 ] , 这一说法不无道理 (图 323)。

314　“芭蕉、竹楼和缅寺”——云南南部傣族村寨的景观意象

云南西南部气候湿热, 建筑形式与布局均以散热、防潮为主要目的。傣族村落中心多

建有缅寺, 寺塔高高的尖顶有升腾凌空之感。建筑采用独特干阑式竹楼, 四面敞开, 以便

于通风。特别是坡度较大的以芭蕉叶覆盖的陡坡屋顶, 不仅利于雨水排泄, 更重要的是创

造出一种轻盈、通透与秀丽的景观效果。整个村落的空间形象清晰而富有个性 (图 324)。

315　“人融于自然”——西北窑洞村落的景观意象

陕西、甘肃、河南、山西等地的黄土高原地区, 长年干旱少雨, 森林资源短缺, 但土

质优良, 为这一带窑洞村落的形成创造了良好条件。窑洞建筑既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 又

节约了土地, 而且冬暖夏凉, 是人类根据所处环境长期适应自然、选择自然的结果。窑洞

村落给人的感受是亲切质朴, “人不能离开自然” (图 325)。

类似的由生土建筑组成的具有大自然情调的村落, 在西北地区还有甘肃南部的藏族村

落、新疆喀什等地的其他少数民族村落等。

316　“高耸的鼓楼和精美的风雨桥”——湘、黔、桂边地的侗族村寨的景观意象

湘、桂、黔三省交界地区的侗族村寨, 最醒目的景观标志是它的风雨桥和鼓楼。因为

历史等原因, 侗族人多生活在山区河谷地带, 习惯于在河上架桥, 桥上建起带顶的通廊, 廊

内装饰十分精美。风雨桥不仅能防风避雨, 而且能构景、赏景, 是构成侗族村寨景观意象

的重要标志。鼓楼及鼓楼广场是村民聚会、议事、交往的中心, 通常高耸于其它建筑之上,

成为村寨的醒目标志 (图 326)。

317　“吊脚为楼、顺坡造屋”——四川境内临江聚落的景观意象

临水而居是传统聚落选址的一种基本形式。长江是古代交通的主要线路, 沿岸历来是

聚落分布的重要区域。大批临江聚落或筑台为基, 或吊脚为楼, 或顺坡造屋, 或逆坡空构,

创造出一种景观层次丰富的居住空间环境, 构成一种重要的临江聚落景观[ 8 ] (图 327)。

318　“节奏分明、错落有致的短坡屋顶”——广东茶阳传统渔村的景观意象

广东大埔县茶阳古镇的渔村聚落是临水而建的, 这里年降水量大, 屋顶陡峻而短促。两

岸地势不高, 为了防洪, 建筑多为 3～ 6 层, 民居的景观组合打破通常的沿坡势呈阶梯状布

局取胜的规律, 而是通过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高低错落而获得富有节奏和韵律感的景观效

果[ 9 ] (图 328)。

319　“厚重、富丽的马头墙, 丰富的天际线”——湘西地区古村落的景观意象

湘西地区古村落保持着良好的地域特色, 多与青山绿水相伴, 其传统民居中最突出的

形象莫过于呈跌落状的台阶形的马头墙。马头墙既用于防火、也用于建筑装饰。湖南、江

西民居的马头墙与皖南民居的马头墙一样, 呈台阶状, 且脊尖略有起跷, 但不象福建民居

马头墙那样变化自如、呈现活泼的曲线形式。湘西吉首一带保存下来的大批古村落都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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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阶梯状的脊尖略有起跷的马头墙及其外轮廊线而令人过目难忘 (图 329)。

4　结语

中国的古村落分布广、形成历史长、空间布局形式多样, 因而其景观特色明显, 各地

古村落景观既有着中国传统村落所具有的普遍共性, 也存在着彼此间因地域、民族、乡土

文化等因素影响而导致的个性差异。本文只是对其中的部分古村落景观作了“意象”标志

分析, 意在从多维的视角获得古村落的空间感应图象, 以便正确理解“文化景观”更深刻

的人文含义。也希望能以此研究, 引起地理界更广泛的关于“文化景观”意象层次的探索,

为旅游景观调查、感应形象分析乃至区域形象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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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LAND SCAPE- IM AGE OF

CH INESE ANC IENT V ILLAGE

L iu Peilin
(D ep t. of Geog rap hy , H engy ang T eachers’ Colleg e, H engy ang , H unan　421008)

Dong Shuangshuang
( Institu te of Geog rap hy , Ch inese A cad emy of S cience, B eij ing　100101)

Abstract

U sing the concep t of“im age”and bo rrow ing the m ethod of studying set t lem ent space from

sensit ive fo rm s, th is paper m akes a p relim inary study on po lydim ensional space of Ch inese an2
cien t villages. T he characterist ic of Ch inese ancien t villages is“recognizab le”and“imp ressive”

because of their persp icuous sym bo ls and sensit ive fo rm s, w h ich consist a livid p sycho logical

p ictu re of m emo ry space. T he ancien t villages in the sou thern w atery area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excellen t illust rat ion: houses bu ilt by rivers, stone bridges above the brook s, and busy boats

⋯. W hat a beau t ifu l po lydim ensional im age of an ancien t village.

T h is paper discusses four k inds of im ages in Ch inese ancien t village: (1) im age of moun2
ta ins and rivers; (2) im age of eco logy; (3) im age of patriarchal clans; (4) im age of pursu ing

ausp iciousness. It a lso compares the im ages of landscape among differen t regions: (1) im age of

the sou thern w atery area is“bridge, river, and houses”; (2) im age of mountainous region in

sou thern A nhui p rovince is“L iving in p ictu re, unaw are of the deep valley”; (3) Im age of the

Kejia villages at the jo in t of Fu jian, Guangdong and J iangx i is“M uddy house m akes m e safe,

Fengshu i brings m e luck”; (4) Im age of the D ai villages in Yunnan is“a view of bajao banana,

bam boo houses and temp les”; (5) Im age of cave dw elling villages in no rthw est is“a com binat ion

w ith N ature”; (6) Im age of Do villages in the jo in t of H unan, Guizhou and Guangxi is“tow ering

drum house and capped Fengyu bridge”; ( 7 ) Im age of villages along the rivers in Sichuan

p rovince is“D iao jiao housing and building dow nw ard the slopes”; (8) Im age of the Chayang tra2
dit ional fish ing villages in Guangdong p rovince is“sho rt2slope roofs w ith a lively rhythm ”; (9)

Im age of X iagx i area is“go rgeous M ato w alls and rich T ian ji lines”. Carl O. Sauer, a famous

Am erican geographer claim ed the co re of hum an2geography research w as to exp lain cu ltu ral

landscape. T he ancien t village im ages discussed in th is paper can be regarded as a new fo rm of

cu ltu ral landscape research.

I w ish the paper can offer som e new angles of th ink ing in cu ltu ral geography, village land2
scape p lan ing and tourist cu ltu ral village design ing.

Key words　im age, ancien t village, landscape, recognizab ility, region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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