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建

筑

安 徽 建 筑 2011 年第 5 期（总 180 期）

图 1 木头峪村周边环境及山形水势图

图 2 木头峪村落总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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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中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是一种具有高度文化意义的聚居环境，通过对

城市功能元素的组织和布局，建立了天、地、人、神共存共生的空间结构，并

将深刻的文化意义注入到这种空间结构中。这种将人生境界与古代城市人

文结构一一对应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为建成环境（物质层面）和社会文化

（精神层面）的整体性研究模式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其中“神格空间”、
“礼格空间”、“人格空间”的分类方式使我们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更深层次的

理解了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组织的文化意图。其实这种研究方法与视角同样

适用于中国乡土聚落与乡土文化的研究领域，或许与古代城市相比较，在防

御功能要求较低、政治商业活动非常稀少的乡土人居环境中，这种天、地、
人、神共存共生的人文结构还体现得更加纯粹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世界。

在我国陕北黄土高原特殊的地域环境中，自然资源的稀薄加之气候条

件的恶劣，人们运用智慧建造窑洞以居住，开挖水窖以灌溉的同时，在心理

上还依赖“人神”的力量。“神格空间”的存在，体现了历史上传统聚落在满足

人们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还具有满足精神需求的功能；承载祭祀活动的“礼

格空间”的存在，反映了传统聚落以血缘为联系纽带的文化特征。总之，无论

是“敬神”还是“祭祖”都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传统聚落这样的相对古代

城市来讲的小尺度空间内，各类空间结合得更为紧密，因此，人文结构的文

化意图及社会功能对乡土生活的影响也更为显著。

2 木头峪传统聚落概况及村落主要空间格局

木头峪村（古名浮图峪）位于黄河中游、秦晋峡谷西岸、佳县城南 20km
被黄河冲积的滩地上。南北长 3km，东西宽 1km，占地面积 3200m2。明清至民

国年间，木头峪村繁荣鼎盛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西通陕北内地，有骡马

大道直达宁夏、甘肃，东隔黄河与山西曲峪相望）（图 1）。随着水运的势微，木

头峪村最终衰落，但至今仍保存明清古民居 27 个院落；文昌阁和观音庙各

一座；各类门匾和其它牌匾 50 余幅，依然能使人感受到它昔日的辉煌和文

化底蕴的深厚。
村落整体呈现出带状的形态结构，在河流和山峁之间平坦的河滩上沿

狭长方向延伸，村庄有两条主要交通道路平行于村落长轴，之间有垂直于主

要道路的次要支路相连接，形成了近似于棋盘式道路网络的格局。独立式石

陕北传统聚落人文结构及其文化意义研究———以佳县木头峪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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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称为“明柱抱厦”的廊檐

图 4 家族祭祀场所 - 三姓祠堂

图 5 院门上方写有“积德乃昌”的匾额

窑围合成院落，院落四方严整，呈现出密度较高的

聚居形态（图 2）。前滩和后滩两部分居住建筑之间

的村落中心原名为“戏楼滩”，原有清道光十一年所

建戏楼一座 （后毁于大火），现存有戏楼对面的献

殿、观音庙、文昌庙各一座。戏楼滩既是传统村落的

民间信仰及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又是村民集市贸

易的场所。
木头峪村的居住建筑多为建于明清两代的窑

洞合院式住宅。每个窑洞四合院落的空间结构大都

由主要居住窑洞、厢房、辅助用房、倒座、院门等组

成。院落空间的构成上有明显的主从关系，正窑（正

房）坐北朝南，一般由五孔窑洞组成，窑洞主要立面

外有 1.5m 左右宽的柱廊，高 5m 左右（构造上称为

明柱抱厦），廊下筑有台阶，高于院落地平面，建筑

总高高于厢房与倒座。建筑材料的选用上也有差

别，配属建筑多为砖木结构，而主要居住建筑选用的是石质材料，使主体

建筑愈发显得高大厚重，地位突出（图 3）。

3 木头峪村传统人居环境中的人文结构及文化意义

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村庄大部分建于明清时期，村落最初是因聚族而

居形成，村庄内部以及村庄之间通过建立共同的祭祀对象形成社会规范

及相应的秩序。虽然交通不便，但村落间通过在固定的公共村庙场所定期

举行庙会，加强了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进而达到了区域协作，扩大了影响，

获得了共同的社会资源。木头峪村传统村落还保存三姓祠堂———礼仪空

间、归云寺———宗教空间、魁星楼、三皇庙、河神庙、黑龙庙———祭祀空间，

共五处。
古祠堂位于村落中心古戏楼滩西南侧，曾经作为家族祭祀的活动场

所。现存的只有面阔五间的主殿和 12 棵行列整齐的古树（图 4）。归云寺

（原称“伏伽庙”）共属于木头峪村和周围的张家元村和张家畔村，这三座

村落的村民有宗族血缘上的内在联系。每年的 7 月 19 日、20 日、21 日共

三天，是归云寺一年一度的庙会时间，周边十里八乡的村民们都来赶庙

会，在寺庙周围有集市贸易活动，戏班唱戏，热闹非凡。由此可见，家族祭

祖仪式和村落敬神拜神仪式两者并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村落建筑环

境的形成有着致关重要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这两种仪式分别解释了村落

中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并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或规定村落生活的秩序，并处

理着各种关系之间的矛盾。
除上述的“神格空间”之外，由于木头峪村曾是读书人聚居的村落，所

以在村落传统建筑环境中的“礼格空间”与“人格空间”处处体现着较浓厚

人文意义。木头峪村落空间布局的方正严整、主次建筑等级分明的合院

制、人文气息浓厚的装饰细部等都体现了儒家礼仪在具体建筑环境中的

体现。例如，院落大门皆悬挂门匾，上刻代表教化意义和道德追求的文字，

记录着民居主人的人文修养，如“德为寿徵“、“德音难忘”等（图 5）。
总之，由于木头峪村特殊的地理历史背景造就了它不同于陕北其他

传统村落的聚居环境，其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天、地、人、神共生共存的

人文结构，以及儒家思想、祭祀礼仪等人文意义在建筑环境中的具体体

现。从传统村落的整体结构、空间功能构成、宗教礼仪空间的形态特征、合
院制的尊卑主次、院门的形制与装饰、匾额的文心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

出曾经在木头峪居住的人们关于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解，以及曾经

有的信仰境界和道德标准。

4 木头峪传统聚落演变发展的现状

陕北黄土高原地区传统乡村的建筑环境经过了历史的演进、朝代的

更替，虽然其功能类型及组织方式一直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性，但在每个历

史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人们的需求也不尽相

同。乡土聚落的组织方式和功能空间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特定时期乡土生

活的物质需求与精神追求。
今天的木头峪村落的人文意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然村落的基本

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传统的建筑环境显然已经不适合现在的生活方

式了，人们进行修身养德、敬祖祭祖礼仪活动越来越少，传统村落曾有的

教化功能和文化作用的人文环境也日渐势微。例如，原有的三姓家族祠堂

就已经失去了它在村落中的地位和功能，逐渐走向衰败。
在木头峪村的传统建筑环境中，保存完好的民居建筑几乎都是延续

了原有窑洞四合院的居住功能和人文意义的院落，改变了原有基本功能

构成和人文意义追求的传统建筑环境都未能完整不变地保护下来。例如，
（下转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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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祭祀功能的庙宇建筑继续发挥着原有的功能，现存村庙里

的神灵们各司其职，不但是村民们主要的精神寄托之一，也起

着规范村庄社会秩序的作用。作为聚落人文意义的重要组成之

一，因其与村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庙宇建筑及祭祀

礼仪中传统文化得以保持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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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国道开辟工业发展用地，设置农产品加工为主的无污染

企业。
2.3.4 道路规划

以县道为中心干道，村内道路分级。主干道为 7.0m，次干

道为 4.0m，宅前道路为 2.5m。同时完善路标、指示牌、路灯工程

等建设。
2.3.5 环境保护规划

①新办的项目将严格把关，坚决不上有污染的企业项目。
②加强村内河道的综合治理，挖除淤泥进行疏浚，确保河道畅

通，河水清洁。③在村内建设无害化三格式粪池，生活垃圾集中

运至垃圾中转站进行统一处理。利用各种有力措施积极维护村

中的生态环境。
2.3.6 综合管线规划

①给排水系统规划：给水管网布置形式采用环状和树状相

结合的形式。排水体制近期雨污合流排水，远期雨污分流排水，

并结合道路建设铺设排水管，污水管道沿主次道路布置。②燃

气规划：提倡建立沼气池产气作为日常生活燃料，逐步淘汰污

染环境的燃料。③防洪防灾规划:为适应农村集约化、规模经营

和科技化发展，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农田水利系统，疏通、拓宽

河道，完善堤坝和水闸建设，确保排涝抗旱。
2.4 房屋单体设计

①住宅设计中以院落式为主，同时考虑经济因素和抗震设

计要求，满足国家规范要求，增加建筑安全系数。在总体规划

中，保留一部分设计合理的房屋，而在拆除旧建筑的过程中，保

留一部分有代表性且保存较完整的砖瓦房和土坯房，因为它们

承载了一些老一辈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对房间的使用状况进

行分析，合理设置房间大小。
②以天井为中心布置房间，保证各个房间通风舒畅（见图

7）。
③在墙体保温隔热设计中，采用钢框架结构（根据现场调

研和分析，当地建设房屋所用的钢材的成本是多于钢框架结构

的成本的），中间设置岩棉，内外两侧均设置 60mm 厚的草板

（见图 8）。
④在进行屋顶保温设计时，采用木框架结构，外铺彩钢板

（当地市场有售，价格在可接受范围内）以防止漏雨，保温层采

用 120mm厚膨胀珍珠岩，屋顶四角填充草木灰保温（见图 8）。

3 结合绿色技术对环境污染进行防治

针对天井湖污染问题，我们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运用以下

绿色且经济的技术来解决污染问题，以配合新农村的绿色建

设。
3.1 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技术

此项技术采用生物厌氧消化和好氧过滤相结合的办法，集

生物、化学、物理处理于一体，采用多种好氧过滤和多层次净

化，实现污水中多种污染物的逐级去除。该技术的沼气池工艺

简单，成本低，一户约需费用 1000 元，运行费用基本为零，适合

于农民家庭采用。经济实用、无污染是选择这项技术的主要理

由。
3.2 稳定塘污水处理技术

稳定塘是一种经过人工修整而且设有围堤和防渗层的池

塘，它主要利用水生生物系统，依靠自然生物净化功能，使污水

得到净化，是实施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有效方法，因而成为国内

近年来着力推广的一项技术。该技术在具有基建投资省、运行

费用低、管理维护方便、运行稳定可靠、出水水质稳定等诸多优

点。界沟村毗邻天井湖，但是湖水水质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污

染，渔业和农业都受到严重影响，亟待治理。因此，选择和运用

稳定塘污水处理技术进行治理，是明智且实用的。

4 结 语

目前，农村的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农民的居住环境质量亟

待提高。虽说新农村的建设一直在进行，但是少有达到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要求的，农民的居住环境仍未改善。此次以安徽

省五河县界沟村为例进行绿色建设，目的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当

前农村建设中重复建设、随意建设、基础设施薄弱、能源严重浪

费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探索出一条能够使新农村建设走上生态

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为安徽绿色新农村建设提供雏形的样

板，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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