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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传统民居资源丰富、风格多样，按地理位置可分为豫东、豫 

西、豫南、豫北四部分。河南传统民居在布局上注重因地制宜，突出宗族传 

统及安全防御意识；单体建筑以土木为主且体量不大；院落空间的基本形 

式根据四周建筑物的围合情况而有所不同，组合方式一般分为纵向组合和 

横向组合两大类。其典型代表康百万庄园造型优美、空间丰富，在庄园选 

址、院落特点等方面都堪称体现天人合一精神的典范。河南传统民居以物 

质表达内涵、以技术阐明历史，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建筑，具有较高的研究 

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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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因其 

地处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区，故传统民居建 

筑集我国南北方民居特征于一身，民居资源丰 

富、风格多样，体现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与海纳百 

川的文化特征。在现存传统民居实体中，豫东和 

豫北地区的四合院、豫西地区的靠崖窑洞与地坑 

院建筑以及豫南地区的抬梁式与穿斗式建筑构 

架的巧妙结合型民居，代表了河南不同地区的民 

居建筑特色和丰富多彩的建筑类型，其实例无论 

是在平原还是在偏僻山区或丘陵地带均有遗存。 

例如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的郏县临沣寨，太行 

山下怀J【1平原上的寨 卜昌村，连寨墙都基本保留 

完整；又如大别山的毛铺村、灵宝市境内黄土丘 

陵上的杨公寨，都还基本保持着山村民居的原有 

风貌：再如巩义市的康百万庄园，以其宏大的建 

筑规模和保存的完整程度而在全国同类建筑中 

占居极为重要的地位。 这些现存民居为中国民 

居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 

在建筑中，空间形态是指民居建筑的三维空 

间构图，它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中具有重要意 

义。在河南传统民居中，以木构架结构为例，其 

空间形态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群组”的空间布局 

方式。本文主要通过对现存河南传统民居的实 

地考察及相关资料的查阅，梳理分析河南传统民 

居的空间形态特征，以期为河南传统民居的保护 

和利用提供参考。 

一

、河南传统民居空间形态的特点—_  

1．河南传统民居的地理分布 

河南传统民居数量丰富，种类繁多，其风格 

特点因地域、气候等 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差别显 

著。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可分为豫东、豫西、豫 

南、豫北4个地区，以下分别对这些地区的自然 

条件及现存传统民居状况做出归纳。 

豫东地区：这里主要指郑州、开封、商丘、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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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等地。该区域不仅位居整个河南的核心区域， 

在古时候也是我国的中心区域。该区域地势平 

坦，交通便利，在近代也是河南经济最发达的区 

域。这里民居风格最具河南特色，现存的传统民 

居主要代表有尉氏县的刘家宅院，项城的袁世凯 

行宫和故居、任家大院，邓城北部的叶氏民居等。 

豫西地 区 ：这里主 要指 三 门峡、洛 阳两 地。 

该区域地形比较复杂，气候较为干燥 ，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近代经济和交通不算发达，内部贫富 

差异较为显著。这里建筑风格较为传统，大多数 

遗存状况良好，建筑风格和材料与山西、陕西类 

似，一些传统民居建筑遗存颇具特色，最著名的 

是康百万庄园。 

豫北地区：这里主要指河南省内黄河以北的 

地区，包括新乡、安阳、焦作、濮阳、鹤壁、济源等 

地。此区域现存的传统民居主要代表有安阳县 

的马丕瑶府第、博爱县的寨 卜昌民居、林州任村 

的张翰林民居等。 

豫南地区：这里主要指河南境内郑州以南的 

区域，包括许昌、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信 

阳等地。该区域以山区为主，人口密度不高，绿 

化植被丰富，水源充足，地势起伏较大，建筑风格 

也相对灵活多样。遗存传统民居虽然绝对数量 

不多，规模也不算很大，但这里的传统民居整体 

上还有北方建筑方正厚实的特征，典型的例子有 

历史文化名村临沣寨、荆紫关民居等。 

2．河南传统民居的布局特征 

(1)自然条件——注重因地制宜。管仲在 

《管子 ·乘马》一书中提出：“因天材，就地利，故 

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隹绳。”这句话反映 

出古人建造村落时十分重视选址和建筑的定位 

以及对土地的合理使用，城市的规划和建造不必 

强求形式上的整齐，而应当充分结合当地的气候 

条件及地形条件等，各个功能分区上也应当注重 

因地制宜，以便充分发掘 自然条件的潜力，做到 

天人合一，更好地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居住 

环境。河南省保留下来的民居建筑就是如此，其 

空间形态的创造讲究顺应自然，根据地形地势， 

结合水环境，充分考虑施工材料等。在山区巧妙 

借据地势分散布局；在平原多采用集中式的内向 

型院落布局；在黄土高原地区则依靠大山或崖 

壁，利用地势高差挖坑凿洞，创造了窑洞、地坑院 

等建筑形式。勤劳智慧的河南人根据不同的自 

然条件创造出了不同形制但都适合当地条件的 

舒适理想的居所。 

(2)人文条件——注重宗族传统与安全防 

御。西安原始半坡村落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创造 

了整个村落呈向心内聚状的空间布局。这种围 

绕一个中心空地 (庭院)而组织起来的建筑群体 

形式，来源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族思想。河南传 

统民居中的许多村落、宅院和庄园也都是按照这 

种向心的手法规划布局。这说明血缘关系及宗 

族思想支配着；o-]南传统 民居的空间构成方式。 

此外，古时由于社会治安相对没有保障，村落及 

庄园容易受到战乱和匪盗的侵害，这也要求民居 

村落的规划更趋于集 中，以利于保障居 民的 

安全。 

3．河南传统民居的单体建筑构成 

数千年来，河南传统民居建筑在不断地演 

进，今天保留的建筑类型多样，既有地上的土木 

房屋建筑，又有地下、半地下的窑洞建筑。河南 

传统民居的建筑材料多以土木为主，单体建筑的 

体量通常也不大。 

(1)建筑单体平面。河南传统民居的建筑 

单体一般不大，一座建筑通常由一间、三间、五间 

至多间房屋组成，这里通常为奇数间。因为奇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属阳，对于室内之阴有平衡作 

用；而且奇数还可以构成明间居中、两边对称的 

建筑格局。在所有开间数 目中，三开间民居单体 

最为常见。考古发现，早在遥远的魏晋、隋朝时 

期，河南地区就有了非常明确的三开间式的民居 

建筑。后来明代的“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问，七 

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等对于居住建筑 

的规定也反映出三开问的典型性与普遍性。由 

于庶民百姓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住宅 

也占住宅总量的绝大多数，因此三开间建筑单体 

就成了最基本最常见的民居形式，甚至于连大多 

数窑洞也是以三孔一组的形式出现。至于一些 

有钱有地位人家的居住建筑，大中型的二进院厢 

房也较为常见，也有些是以五间一组的形式出 

现。豫北和豫西的大型民居里有很多这样的实 

例。但是因为面阔五间，不太适宜居住，一般常 

被分为两所。 

(2)建筑单体剖面。剖面不仅反映出建筑 

的高度和进深的大小，也能反映出梁架类型和出 

廊方式等重要信息。在步距一定的情况下，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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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则进深越大，屋项也就越高。在河南，传统 

民居中最为常规的出廊方式是柱廊和挑廊。这 

里的民居建筑以单层为主，二层楼房也较为常 

见。如安阳马丕瑶府第中四进院正房楼，整栋建 

筑为六架前檐廊，前檐略低后檐稍高。也有三四 

层的楼房，例如康店的康家楼。此类多层民居的 

上层多用来储物，很少用来住人。再如康百万庄 

园，这里的建筑多数为两层，但是内部不设楼梯， 

仅用临时的梯子上下楼取物。总之，河南传统民 

居建筑单体的剖面设计灵活，宫于变化。 

4．河南传统民居的院落空间组合 

院落是河南传统民居最为经典最为常见的 

组合方式，它是指将单体建筑有机组合，与院墙 

共同形成的围合式空间。由于河南地区南北方 

向跨越亚热带和暖温带两个气候带，东西位于我 

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的区域，气候条件及 

地形地貌较为复杂，传统民居的院落布局也呈现 

多样化。另外，河南向来为“天下之中”，自古以 

来与周边文化交流频繁，民居建筑及其院落不断 

创新发展，院落的空间组合呈现 出多元化的 

特点。 。 

(1)院落基本形式。由于气候、地形的差 

异，河南传统民居院落的平面形式多种多样，但 

大致可分为4种基本形式，即四合院、三合院、窑 

房院和大别山区的前后排房院。此种分类是根 

据四周建筑物围合的情况而定的。若 四面都有 

建筑物，建筑间再用围墙填充，则成为四合院；同 

理，若三面有建筑则形成三合院，两面有建筑则 

形成二合院，哪怕只有一座建筑，但加以周边围 

墙围合，也可形成院落。其中四合院与三合院在 

河南各地分布最为广泛。还可以以院落为单元， 

横向或纵向组合成为中型或大型复合型院落。 

窑洞与房屋也可围合成为院落，窑院房是最为典 

型的窑洞与房屋的组合形式，它主要分布在豫西 

地区。前后两排建筑组成的二合院因适应高差 

能力强，多出现在大别 山、伏 牛 山、太行 山等 

山区 。 

(2)院落组合方式。河南传统民居基本院 

落的组合方式一般沿轴线纵向组合，而后再横向 

组合。其规模的大小视主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 

地位而定，组合方式以主人的个人喜好而定，大 

致可分为纵向组合和横向组合2类。 

一 个四合院，后面再加上一个三合院，即组成一 

座二进式四合院(见图1)。其院落特点是：院落 

宽度等于正房通面阔，进入二进院必须通过客 

厅，所以客厅在河南又有过厅之称。客厅后面则 

是一座完整的三合院。三合院有 自己独立的院 

门，叫做二门。二门与客厅后墙之间还有一段空 

隙，宽度一般为1．5-2 m，作为前后两个庭院的 

缓冲空间。这种二门位于过厅后面，并有缓冲空 

间的院落组合形式，是院宽与正房通面阔相等的 

形式下产生的。如果庭院宽度大于正房的通面 

阔，正房两山墙外可以另有道路通往后院时，二 

门一般位于正房山墙与院墙之间的隔墙中间。 

这种情况下二门更加隐蔽，而此处的空间成为前 

后院的缓冲空间，即绕过厅堂才可到达二进院。 

若在二进院的基础上继续重复组合，即可变 

成三进四合院、四进四合院甚至多进四合院。例 

如平顶山市郊区门楼张村张氏民居就是六进四 

合院。有些多进四合院形式相对完整，即每个院 

落都有正房与厢房；而有些则受基地条件限制而 

被简化。如二进院没有正房，只有两个厢房或耳 

房组成较小的院落。例如康百万庄园内部有几 

座二进院的正房就因基地长度紧张而被省去，成 

为简化型二进院。这种情况刚开始也许是不得 

已而为之，久而久之却成为河南传统民居院落的 
一 种固定存在形式。这样简化的院落分布范围 

— —  一  丁—口口—_c 、 =卜—苴 — 
"1- I —————··_一 l l 

U  口  

『=h二自E 完拥 - 
西厢房 东厢房

。 

n — 

二f 】 

4 。 ——： 一 k 

‘J 客厅 过厅) l J 
⋯  、  【 

罩 二 i — L 一 一 L 

。 匿。 向 ， 西厢房 
一 j [ 东厢房 
(四『 · 乌 

．  

J 

r r 
其一，纵向组合。此类院落组合一般前面为 图1 二进式四合院结构图 

● 墨 
50 



艺·术 ·设 ·计 ·评 ·论 ·与 ·赏 ·析 

很广，在开封、洛阳、南阳、新乡、三门峡、平顶山 

等地都有实例。 

其二，横 向组合。如果院落横向是单独的， 

则纵深一般不超过两进，进数再多会因为空间过 

于狭长而导致使用不便。如果两进院落面积仍 

然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就需要纵向横向同时组 

合。这样比例就会更加协调，也更方便组织空间 

和功能。河南传统民居中横向组合的形式主要 

有主次并列式院落(见图2)和两组或多组并列 

式院落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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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主次并列式院落结构图 

私塾。一般来说，两、三进的院落其功能已经足 

以满足中等家庭的使用要求。 

两组或多组并列式院落与主次并列式院落 

有明显差别。并列的院子大小相等或相近才能 

叫做“组”，这种形式的大型复合式院落，在河南 

传统民居中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大户人家兄 

弟之间各立门户，例如老大、老二在原有宅基地 

上共居一处，却分院建房，这样的宅院集中形成 

大片复合式院落，如林州任村的张翰林 民居、陕 

县的段岩民居、商水的叶氏民居、灵宝的西路井 

民居、孟津的魏坡民居等；二是名门望族一家所 

住的大型复合式院落，如洛阳的康百万庄园、开 

封的刘家大院和安阳的马丕瑶府第等。 

3 二
、河南传统民居空间形态实例分析——康 

4 

主次并列式院落，即在一座正常尺寸的院落 

旁边另加一座尺寸较小的次院。次院一般较窄， 

但与主院等长，并与主院共同围合成为一套中大 

型复合式院落。寨 卜昌民居大多是由这种形式 

的院落组成。这种形式院落的形成，有些是人为 

设计的产物，有些则是由建筑基地的形状面积决 

定的——～般是宽度大于一套标准院落却又小 

于两套院落，只能先照顾主院的布局，余下空地 

先预留，后按实际需要再建造房屋院落。 

一 般来说，主次并列式院落纵深方向组合发 

展成二进式四合院以后，不同位置的院落会被赋 

予不同的使用功能。主院的前院一般是公共空 

间，用于主人会客等社交活动，主院的后院则一 

般为较私密的居住空间；次院前部多用于劳作， 

也是给帮工提供居住的场所，次院后部大多作为 

百万庄园 

位于巩义市康店镇的康百万庄园在 1963年 

就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建筑，在 2001年又被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建筑。康百万庄园背靠亡『5 

山，面对洛水，有“金龟探水”的美名，乃中原古典 

建筑之典范。 

1．庄园选址 

康百万庄园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基地在 

亡f5山的南面山坡，因此可以在避开寒冷北风的同 

时拥有良好的日照条件；面临洛河，有充足的水 

源，并且交通十分便利。同时南望中岳嵩山，东 

有两河(洛河与黄河)交汇，西近黑石关隘，风景 

秀丽，景色宜人。因其处在气候温和、物产丰富 

的中原地带，并集避风、向阳、近水的聚落优秀选 

址原则于一身，所以被称为完美体现天人合一精 

神的传统聚落典型实例。 

2．院落特点 

“靠山筑窑洞，临街建楼房，濒河设码头，据 

险垒寨墙。”这4句话概括了康百万庄园“师法自 

然”的建造特点及功能的多样性。康百万庄园充 

分考虑地势，将整个庄园分为居住区、栈房区、作 

坊区、教育区、社会活动区等 19个部分。整个庄 

园是一个集农、官、商于一体的复合型聚落，俨然 

是一座微型的城市，至 1965年尚有 10大功能 

区、33个院落、53座楼房、73孔窑洞，共计 571 

问房(窑)保存下来。目前整个庄园建筑中只有 

寨上主住宅区保留较为完整，其他部分的建筑其 

保留数量已经减少，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经典传 

■ 蕊口  
51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No 6 

统民居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和历史价值。 

我们以保存较完整的主住宅区为例，对庄园 

的总体布局、空间处理等进行简要分析。我国 

“相形取胜”、“相土尝水”、“辨方正位”的传统营 

造思想主宰了庄园的选址原则，由于充分考虑到 

了周围自然地理状况等因素，整个庄园依山傍 

水，窑洞和房屋相结合，南北两区既相互独立又 

互相联系，虽然中间经历了数代人的改扩建，但 

布局仍然有序，风格依然统一。这与中国传统 

“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营造思想是一脉相承 

的。庄园主住宅区南北长83 m，东西宽73 m，由 

长30 m的坡状涵洞作为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 

道，涵洞的外口是主住宅区唯一的大门，有“康百 

万庄园”字样的匾额就高悬于大门之上。通过涵 

洞进入大门可到达寨上的外院广场，外院广场南 

面有石刻碑林，西、北两侧分别设有进入各个内 

院的大宅门。主住宅区按基地的地形可分为南 

北 2个复合式院落群体，北部 5座院、南部 2座 

院。7个院落依山顺势，巧妙利用了自然地形， 

单体建筑随之高低错落，造成了步移景异的丰富 

空间变化，各个院落都给人以园林空间的艺术美 

感。各道门的障景与借景更使得院落空间层次 

丰富。院落中种植的葡萄树已有 260多年的树 

龄，象征着康家多子多福：采用了象征着人品高 

洁的松、竹、梅等颇受文人青睐的植物布景。 

庄园内的建筑均以实用为前提。房屋绝大 

多数是二层的楼房，且一二层之间不设楼梯，二 

层大多有门无窗，即使有窗也是常年关闭的小 

窗。这是因为康家经营的产品主要以棉花、布匹 

等棉织物为主，所需储物空间较大。二层的房屋 
一

般用作仓库，所以内部不设楼梯，避免浪费储 

存空间和增加建造成本。这一思想被广泛应用 

于庄园中后期的建筑中。 

总体来说，崇尚天人合一是康百万庄园设计 

建造中所遵循的基本理念 ，这使得康百万庄园 

不仅具有优美的造型、丰富的空间，更体现出深 

厚的文化内涵与较高的历史价值。 

三、河南传统民居的研究价值——l  

1．历史文 

全、形式多样，而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汉文化的 

发祥地，其传统民居是物化 了的中原文化的代 

表，在中国建筑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研究 

河南传统民居的空间形态对中国传统民居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有重要意义。 

传统民居是我国建筑文化遗产中极为重要 

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类建筑的源头和基础。民居 

是建筑之母 ，宫、室的原型和涵义本来就是原始 

的民“舍”。河南传统民居作为一种历史遗存，其 

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历史文化价值，它以物质的形 

式传达文化，以技术的手段阐明历史，直接反映 

出该地域的自然条件、民情风尚、审美情趣等。l6j 

所以，我们应当对这种文化遗产认真研究、科学 

分析，并合理加以利用，同时给予积极保护，以弘 

扬祖国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为我们今天的建筑 

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2．环境价值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 已成为 
一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改 

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同时，也因过度开发、无限索 

取而给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把民 

居作为一项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样式来研究十 

分必要。 

作为一种建筑文化形式，中国传统民居强调 

通过合理设计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河南传统 

民居的设计与建造一般都依附于当地的地理环 

境、自然条件，具有强烈的环境意识。河南传统 

民居大致分为木构建筑和生土建筑两大基本类 

型：木构建筑中的各个部件如果损坏还可以更 

换，体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土建筑最常见 

的形式为窑洞，它以最廉价的建筑成本为人们提 

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性价比之高令其他类型的 

建筑望尘莫及。所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 

河南传统民居的建筑构造和布局规划都能够做 

到因地制宜，巧妙顺应并利用当地的自然环境， 

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建筑。深入研究河南传统 

民居的空间形态，对我们实现人与自然、建筑与 

环境的和谐共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河南传 

统民居为我们设计生态建筑、规划生态城市提供 

了宝贵的实例参考。 

3．艺术价值 

中原传统民居是华夏建筑的代表，类型齐 

●盈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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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山西新绛大家云雕工作室展厅样品 

表率作用，他经过多年的努力，恢复了平遥漆器 

已经失传的堆鼓罩漆生产，并将推光漆器髹饰工 

艺由过去的3种增加到 20多种，还创造了独具 

特色的“三金三彩”等新工艺，推动了平遥漆器的 

创新发展。最关键的是，平遥漆器从业人员应该 

提高职业道德素养，以传承、弘扬平遥漆艺为己 

任，认真思考现状，避免在恶性竞争中断送我们 

的文化遗产。愿平遥漆艺借着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春风，自信、自省、自律、自强，回归正 

途，不辜负世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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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映。传统民居作为建筑的典型形式，更是地 

域文化艺术的具体体现。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 

中，对自然的不断改造和探索促成了特定自然环 

境下的传统民居形态，地域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 

境共同决定了民居的形式与功能。而河南传统 

民居就是中原地区独有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历 

史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其富有地域特色的建筑 

特征和人文环境成就了河南传统民居独特的艺 

术价值。例如，从河南现存的大量窑洞民居中， 

可以窥见中华传统民居建筑最原始朴素、不受外 

因侵扰的天人合一之美；河南传统民居木构建筑 

造型风格明确，布局明朗大气，层次错落，疏密有 

致，做工精巧，风格简朴，尺度宜人，色调淡雅，加 

之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等，均具有较高的艺术 

价值。河南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与艺术内涵为 

现代建筑设计提供了思想源泉。 

[参 考 文 献] 

左满常，白宪臣．河南民居[M]．北京誊中国建筑 

1 出敞猛 2006． 1 

张献梅，左满常．河南民居院落平面布局特 征 

[J]．安徽农业科学,2008(35)：78． 

贾志强，葛剑强．浅析传统民居聚落的空间形态 

[J]．山西建筑，2oo8(27)：74． 

康百万庄园文史编纂委员会．康百万庄园[M]． 

香港：香港国际出版社，2003． 

张玉寒．康百万庄园的建筑空间及文化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52． 

李红光，刘宇清．河南民居初步调研和价值初探 

[c]／／2007中国民族和地域特色建筑及规划 

成果博览会、2007民族和地域建筑文化可持续 

发展论坛论文集．苏州：2007． 

[作者简介]曹琦(1985一)，女(回族)，河南省郑州市 

人，天津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环境艺术。 

■疆匾洒  
71 

1j  1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