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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认为, 中国聚落中的古村落, 作为一种传统的人居空间, 有着它独特的

人居文化思想。一是贴近自然、融于山水, 有着以“山为骨架, 水为血脉”的环境构想;

二是受“世外桃源”居住模式的影响, 使追求恬淡、抒情风格的村居生活逐渐成为人们的

向往; 三是注重血缘, 聚族而居, 因此礼制秩序和睦族之风表现明显。以古村落为实例的

“人居文化学”研究是对当前日益兴起的“人居环境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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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传统的人类聚居空间, 中国古村落由于受东方哲学关于“物我为一” (道家)、“天人合

一”(儒家) 等思想观念的影响, 因而表现出独特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聚居空间特点。著各科学家钱学

森先生提出, 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城市应建成“山水城市”。之后, 吴良镛教授则极力倡导中国的“人居

环境学”建设。二者都不外乎要创造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可持续发展的聚居空间。孕

育于东方传统哲学的中国古村落, 可否对当今的人居环境建设有所启迪呢? 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从“人

居文化学”的角度, 谈谈中国古村落空间的所具有的基本特点, 希冀对中国人居环境建设有所裨益。

1　“人之居处, 宜以大地山河为主”: 古村落环境空间形成的理念基础

　　总结中国古代聚落遗址和古村落的环境空间的特点, 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都是依山傍水、靠近水

源。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依山傍水, 生产生活方便; 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传统聚落受中国早期的大地

有机自然观的影响, 认为大地是一个有机的自然整体, 人是自然的部分, 人必须融于自然, 与自然同生

同息, 大地山河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空间, 所以, 人类聚落的营造, 首先考虑的是贴近自然, 并“以

山水为血脉, 以草木为毛发, 以烟云为神采”[1 ] , 建构一个充满生机的聚居空间体系。

皖南徽州的古村落, 素以山水竞秀而称奇。正如当时的诗人所描述的“黄山向晚盈轩翠, 黟水含春

傍槛流”, “山禽佛席起, 溪水入庭流”[2 ]。黟县的屏山村, 东、西两侧是山, 村居沿着南北向的溪水弯

曲有序地排列, 构成典型的江南村镇“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色。黟县的宏村是一个以水出名的古村落。

通过筑坝抬高牛泉河的水位, 引水入村, 以九曲十八弯流经街巷和人家, 成为天然自来水。村中心开挖

的一个月塘, 如一面明镜, 将周围的宗祠建筑映衬得格外引人注目。村头的南湖, 景色更胜, 宏村因其

独特的山水组景而被国外旅游者称作“世界上最美的村庄之一”。此外, 歙县的唐模村、潜口村, 呈坎

村 (后两村于 1988 年始划入黄山市) , 黟县的西递村、碧山村, 休宁的临溪村等等, 充分体现出水的特

色, 实现了“山为骨架, 水为血脉”的环境构想 (图 1)。

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村落, 是一种典型的依恋大地的人类聚落, 是生土建筑的杰作。有着与大地同

生同息、融入自然的村落环境空间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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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山为骨架, 不为血脉”的村落环境构成

图 2　融入自然的窑洞村落环境空间 (陕西米脂县骥村古寨)

2　“山深人不觉, 全村同在画中居”: 古村落生活空间形成的意境追求

　　古村落在追求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同时, 还追求一种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晋代陶渊明在《桃花源

记》中所描绘的生活空间, 就是一种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山深人不觉”的空间模式, 即“世外桃源”模

式。之后, 这种以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为特点的“世外桃源”模式式逐渐渗入村居之中, 使追求恬淡抒

情风格的村居生活逐渐成为古村落生活空间的目的。“世外桃源”意境模式的流传, 主要取决于两个条

件: 一是村落经济基础好, 二是村落中的士大夫和文人占有一定的比重, 因而懂得如何创造一个优雅宁

静的村居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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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古村落在这方面也是典型的例子。徽商的兴盛, 形成了当地杰出的“新安文化”。徽商们早在

宋代, 便创造出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村落“水口园林”。清代诗人方西畴在《新安竹技词》中对水口

作过生动的描述: “故家乔木识便楠, 水口浓郁写蔚监, 更着红亭供眺听, 行人错认百花潭”。歙县唐模

村“镜亭”内的一幅长联, 最能反映徽州古村落的意境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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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图 3)。

图 3　“全村同在画中居”的古村落意境 (歙县“丰南村图”, 据程极悦摹本)

3　“凡立宫室, 宗庙为先”: 古村落精神空间形成的礼制基础

　　古村落精神空间的形成是以礼制为前提的。礼制以秩序化的集体为本, 要求每一个人都严格遵守封

建等级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 礼制界线不可僭越。礼制理论长期左右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

为, 成为稳定传统社会的无形法则, 也成为左右中国传统聚居空间形成的礼制基础。礼制制度凌驾于现

实生活之上, 现实生活服从于礼制。礼制空间表现的是一种精神, 一种对家族和祖宗至高无上的崇拜和

绝对的服从。历代王朝都大力提倡敬祖和孝道, 这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需要。

图 4　古村落礼制与精神空间情形示意 (据潘安)

　　中国的家族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春秋战国以前, 实行的是世代享受俸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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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卿世禄制度, 其特点是宗法组织与政权合二为一, 家族的社会地位由政权地位决定; 第二阶段为秦汉

——隋唐时期, 为强调门第高下为主的门阀制度, 宗族组织与政权脱钩, 由门第决定家族地位高低, 强

族大宗修谱牒之风大行; 第三阶段为五代十国以后, 租佃契约制和科举制兴起, 强调敬宗收族, 注重血

缘关系, 提倡“睦族�宗”、修谱联宗、建祠以祀, 致使聚 族而居的生活更为普遍, 睦族气氛也更为浓

厚。特别是宋代开始, 文人地位提高, 崇尚礼教文化之风更浓, 聚族而居, 数世同堂的现象非常普遍。

明清时期情形与宋代基本相同, 以致“粤民聚族而居, 大或万丁, 小者千户”, “今者强宗大族, 所在多

有, 山东、江西左右, 以及闽广之间, 其俗尤重聚居”。[4 ]

由于长期盛行聚族而居之风, 因此, 作为宗族社会象征的宗祠, 成为村落的核心, 一切其它建筑都

以此为重心而布局, 正如清代《宅谱指南·宗祠》中所言: “自古立于大宗子之处, 族人阳宇四面围位,

以便男妇共祀其先, 切不可近神坛寺观”。宗祠等建筑成为礼制空间的核心体, 其他居住建筑为围合体,

核心体与围合体的关系是社会伦理与家族秩序的象征 (图 4)。几乎年以的中国古村落都遵循这一精神

空间的组合原则。[5 ]

古村落聚族而居的精神空间, 既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和有效的共享空间的原型, 也是束缚人们

行动的无形的锁链, 应予以正确认识。总之, 中国古村落崇尚自然、追求和谐与稳定的聚居空间, 表现

出一种典型的东方式的人居思想与人居文化, 对今天的人居环境学建设, 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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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 IENT V ILLAGE: THE UN IQUE SPACE OF

HUM AN SETTL EM ENT CUL TURE

L iu Peilin

Abstract

A s a trad it iona l hum an set t lem en t space, the Ch inese ancien t village is no ted fo r its

ow n un ique characterist ics. F irst ly, it is clo se to na tu re, in harm ony w ith m oun ta in s

and w aters, and it has the environm en t concep t ion of " tak ing m oun ta in s as the fram e2
w o rd and w aters as the b lood lineage"; Secondly, influenced by the set t lem en t style of "

the L and of Peech B lo ssom s" , it has gradually m ade it a dream fo r the inhab itan ts to

pu rsue a tranqu il and lyrica l village life; T h ird ly, it a t taches im po rtance to con sangu in i2
ty and clan assem b lage, thu s eviden t ly d isp lays et iquet te o rder and goodclan ly tra its.

T he ancien t village is the ob ject of the study of Science of H um an Set t lem en t Cu ltu re,

W h ich is an im po rtan t supp lem en t to the increasing ly rising study of Science of H um an

Set t lem en t Environm e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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