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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铅山河口古镇传统街巷特色解读

牛婷婷，李想

（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摘  要：传统街巷作为城镇发展中的基本要素，既体现了城镇发展的脉络和特色，又是解决保护与更新问题

的重要依据。在对江西铅山河口古镇调研的基础上，从街巷结构肌理、组织节点、组成界面、尺度四个方面

分析了传统街巷的特色，发现历史文化背景才是街巷独具特色的主要成因，希望唤起人们对于古镇历史文化

价值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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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treets in the Ancient Town of 
Yanshan Hekou in Jiangxi Province

NIU Tingting，LI Xia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ifei  230022，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streets，as the basic elements in urban development，not only reflect the contex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protection and regener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ncient town of Yanshan Hekou in Jiangxi province，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treets are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structure 

and texture，organization nodes，composition interface and the scale. It is found that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eets，hoping to arouse people’s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the ancient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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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古镇位于江西省铅山县北部，现为铅山

县城所在地，是江西四大名镇中格局保存最完整

的古镇。河口成镇于唐代，北宋时期名为“沙湾

市”，只是一处人烟稀少的农村集墟。明代因爆发

山洪，河水陡涨，使铅山河改道，由镇西入信江转

为镇东入信江（图 1），河流交汇之处移至此地，便

更名为“河口”。两河交汇之口的突变，导致了水

运码头的位移，此后，经河口水路而上古上可达上

饶、玉山，再转陆路可抵闽浙苏皖乃至全国；顺河

口水路而下，可通弋阳、鹰潭、经鄱阳湖出湖口便

可直通长江。

明中期实施海禁，货物运输都必须走境内运河。

河口作为闽浙赣皖诸省交通的结合点，是这几省理

想的货物中转之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

推移，河口逐渐发展成为南方诸省水运中心。明晚

期，因首辅费宏提倡开挖惠济渠，河口的商业居住

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镇内人数由此增加，从百千

人迅速增长到五万之众，城区面积也相应扩大，形

成了以临河商业街为主体的繁华市镇。清代，河口

发展达到鼎峰，随着漕运的繁盛，多省商家云集于

此，形成了以九弄十三街为主的基本格局，八大会

馆邻街相望，雕梁画栋的建昌会馆便是遗留给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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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证。当时，镇内有商店五千余家，信江沿岸也

建立起了十座码头，货船每日入千只以上，正印证

了“买不完的汉口，装不尽的河口”之说。[1]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通海禁，内销货

物从此都转走海路，随着福州、广州、厦门等五个通

商口岸的开启，出口的货物也改道从福建转至海上

运输，途径河口的商人越来越少，商品贸易也逐渐

衰退，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繁华。

1  街巷的结构和肌理

河口古镇位于信江与铅山河交汇处以西，北

临信江，与九狮山隔江相望。总体平面呈扇形，圆

弧部分是信江的南岸线，南侧、西侧边界线为围合

古镇的两条城市道路。明朝末年，河口镇成为货

物转运和商品集散地，当地居民利用信江河岸线

设置沿江码头、营造房屋并增设商店，逐步形成临

江商业街。古时渡江都是由码头渡船，后用船只

相连形成浮桥，通过浮桥可直达信江北岸九狮山，

一江两岸的贯通，促进了古镇发展。古镇南侧狮

江大道为城市主干路，双向四车道，宽度 30 m；西

侧的人民路为宽度 10 m 的城市支路；东侧为辛弃

疾广场，为缅怀曾在铅山生活的伟大词人辛弃疾

而建。 

如图 2 所示，河口古镇传统街巷结构呈典型的

“鱼骨状”格局。以临江商业街为横向主干，各支巷

垂直主干并分别形成向两侧延伸的“鱼骨”。主街

是古镇中最重要的一条商业街，它全长 2500 m，东

西走向，由一堡街、二堡街、棋盘街、三堡街和半边

街构成，最宽处约 6 m，形状如同弯月，路面用条状

青石、麻石或红砂岩铺砌而成。主街自明末形成至

今，形态和走向未发生较大改变，就如同鱼的脊柱，

将其余副街和巷弄串接起来。副街和巷弄则随着

镇内人口的增加而不断扩充发展。副街为主要的

运输街道，直通商铺的后院或后门，便于货物装卸，

主要分布在主街两侧。北侧的副街连接各个码头，

多呈直线型且垂直于河岸分布；南侧的副街通往

各家住处和会馆，多曲折蜿蜒，跟随地势自由排铺。

巷弄是传统工艺作坊的栖息地，深藏在巷弄中的作

坊文化是临河商业文化的补充，且从命名上就能看

出其不同的经营特色，如火炮街贩卖烟花爆竹、油

篓弄主营纸伞竹篓等生活用品。古镇“主街 + 副

街 + 巷弄”的街巷模式是宋代以后“街巷制”城市

布局的典型实例。

图 2 鱼骨状街巷结构图

鱼骨状的街巷结构决定了古镇的发展格局（见

图 3），建筑多为南北朝向，沿主街纵向展开，

亦顺应河流走向而分布。建筑密度以临江商业街

两侧为最密，其余部分则随着与主街距离的增加

而逐渐降低，这样的肌理特点体现了古镇商业街

以南由密转疏，体现出古镇在商业背景主导下因

水而生的发展特性。古镇以街巷环境为基底，建

筑实体为血肉，共同构成了清晰可读的空间肌理

图底关系。

a）河口宋代水系图 b）河口明代水系图

图 1 河口古镇水系变化图



第 2 期 63牛婷婷，等：江西铅山河口古镇传统街巷特色解读

图 3 古镇肌理图

2  街巷的组织节点

河口古镇的街巷空间是由各个节点组织串联

起来的，节点是观察者可以进入的战略性焦点 [2]。

河口古镇中的节点空间的形成是由自然历史条件

所促成的，铅山河改道与惠济渠穿镇而过，改变了

古镇原有的空间环境，一江一渠的滨水条件丰富了

古镇街巷空间的组织层次，增加了街巷空间节点的

形式。根据节点的位置，可将古镇街巷空间节点划

分为滨水节点和离岸节点两种（图 4）。

图 4 节点分布图

2.1 滨水节点

古镇有两条重要的水系：信江与惠济渠。传统

街巷与这两条水系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空间节点：桥

节点和埠头节点（图 5），桥节点沿内河分布，埠头

节点沿信江分布。桥作为跨河的通道和街巷的延

伸，既是街巷中的节点也是河道上的节点。古镇内

河惠济渠上架着十余座大小不同的石梁桥，根据承

载量的不同设计为宽度不一、用料不等的样式，形

式以单孔、单墩两孔和两墩三孔为主。桥头与周边

的民居、街道形成多样的桥头空间，有的以通行为

主，有的承载居民的休闲活动。根据桥头空间与建

筑街道的不同组合方式，可以将桥头形成的节点空

间大致分为以下四种形式（图 6）。图 6 a）为后街

式，桥头空间多呈“一”字型，仅供通行，多出现在

桥头设建筑，街巷为内街的地段；图 6 b）为后街前

广场式，桥头空间呈“L”型，易形成开阔的桥头广

场，以供人群集散、周边居民日常活动；图 6 c）为前

街式，桥头空间呈“T”字型，易形成界面连续的滨

水商业街，可供游览、驻足；图 6 d）中的桥直通入

户门，桥头空间亦为建筑入口空间，建筑围合出的

桥头空间半公共半私密，可作为家庭晾晒、活动的

场地。

a）桥

b）埠头

图 5 桥和埠头

图 6 桥头节点形式

a）后街式桥节点 b）后街前广场式桥节点 c）前街式桥节点 d）前广场式桥节点



安徽建筑大学学报 第 29 卷64

埠头是临江沿岸重要的滨水节点空间。在水

运发达时期，埠头曾是古镇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除了给来往船只提供停舶的场所，还为当地居

民的日常用水提供便利。信江岸边筑有埠头十余

处，大多数采用青石、麻石砌筑，由亲水平台与入水

台阶组成。埠头空间为街巷的沿江凸出部分，视野

开阔，如今虽丧失货运功能，但却成为了当地居民

的游憩和观景场所。

2.2 离岸节点

“离岸”是指与河道有一定距离的古镇内部巷

道，该类型的节点空间由街巷的扩展或转折形成。

河口古镇中的离岸节点空间主要分为交叉型和扩

张型两类，交叉型节点多于街巷交汇处形成，是一

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的过渡；扩张型节点多是建筑

围合街巷所形成的局部扩张空间。

交叉型节点由两条以上的街巷交汇而成，节

点通常呈十字型，T 字型等，在十字交叉处进行局

部扩大以应对巨大的交通量，交叉口处的建筑也

会进行适当的退让，形成较大的节点空间或阴角

空间 [3]。如图 7 a）所示的交叉型节点空间，周边

是商铺，既能应对四方人流所带来的人流量，又

有景观效果，代表着空间从公共开放转向个人私

密，属于过渡型的灰空间 [4]。如图 7 b）所示的扩

张型节点空间多为建筑入口空间，通常出现在体

量较大的民居、会馆入口处，为来往人群的短暂停

留提供了场所。相较于四面通透的交叉型节点而

言，这种三面围合的空间更能给人以安全感和庇 

护感。

      a）交叉型节点            b）扩张型节点

图 7 离岸节点形式

“人造空间，空间塑人”[5]，各类节点空间丰富

了古镇的街巷形态，是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磨灭的

记忆场所。在今后的更新整治中，保留这些节点空

间，也是留住生活的原汁原味。

3  街巷的组成界面

河口古镇的街巷界面是由底、侧、顶三个界面

共同组成的。底界面承载着曾经的商业活动，侧界

面体现出文化的交融性，顶界面则是地域特色的体

现，不同的界面体现出的不同特性是古镇商品贸易

和文化交流的记载。

3.1 底界面

铺地、台阶和河道等要素共同构成了河口古

镇街巷空间的底界面。铺地在街巷空间中兼具硬

化地面和指明方向的作用，不同形式的铺地能引

导人流走向不同的目的地 [6]。明清古街的街面主

要由长条青石和麻石铺成，长度为 90~120 mm，宽

度 300 mm 左右，中间横铺，两侧纵墁（图 8）。这

些青麻石上深浅不一的车辙痕迹正是当时满载货

物的独轮手推车留下的。台阶在街巷中兼具高差

处理和室内外空间过渡的作用，通常住户门前设一

级，踏面较窄（300~600 mm）；商户门前设两级，踏

面较宽（600~1200 mm），商户门前所预留的宽踏

面是自家商品沿街展示的区域，也可供自家摊位沿

街摆放。

          a）铺地                  b）台阶

图 8 铺地和台阶 

古镇的内河“惠济渠”亦是底界面的重要构成

内容。惠济渠自古镇西南端流入，横穿整座古镇而

过，从明清古街二堡街段汇入信江，它既具有消防

功能，又为两岸群众提供洗涤之便 [7]。部分街巷沿

河而设，增加临河景观面，河道、驳岸、堤顶路与两

岸民居之间形成进退与凹凸，丰富了街巷形态与垂

直空间层次。

3.2 侧界面

古镇传统街巷的侧界面由建筑外立面和墙面

组成。商业古镇的贸易往来带来了文化的交流，建

筑的形式也更为多样化，有当地传统式样的，也有

中西合璧式样的。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得西方文化

进入长江流域而至新江流域，带来了“英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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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与当地传统的建筑风格

碰撞，经过调整之后与当地建筑风格融为一体，衍

生出门楼式和楼廊式这两种中西结合的新的建筑

立面样式。依据组成元素可将建筑外立面分为阁

楼式、楼廊式、门罩式和门楼式四种类型。

阁楼式和门罩式是当地传统的建筑立面形式，

也是当地商业文化和居住文化的体现。阁楼式（图

9 a））建筑为单开间多进，立面由木材满铺而成，

层数常设两层，一层作为商用和起居，二层为储物

阁楼。底层木排门在营业时可拆下便于货物进出

和商品展示，二层阁楼正对着街道开小窗，与建筑

内部的天井、后窗形成通风系统，以应对梅雨季节

和夏季高温。门罩式（图 9 c）） 多用于民居，常

为一至二层的三开间多进建筑，底层层高较高，作

为起居、二层层高较低，作为储藏。立面由门仪石、

门梁石、门枕、门槛组成的石门仪，铁皮包裹的木门

板，匾额及门罩组成 [8]。立面用料十分考究，多以

青砖、花岗岩、杉木为主。杉木用于门板、窗棂和门

罩部分；石材用于墙体下碱部分以防潮；青砖用于

整个立面的砌筑。

楼廊式（图 9 b））和门楼式（图 9 d））是中

西方文化交融的体现。门楼式建筑为砖石结构，立

面为对称且装饰丰富。青砖砌成的门面采用浮雕、

圆雕、透雕等手法，雕刻健康长寿的人物和动植物，

既有中式的匾额、对联、樨头，又有西式的柱式、弧

顶窗，庄重古朴。门楼式建筑面阔为一至三间，常

设三至四层：底层为临街商铺，二三层为起居，四层

为储藏。楼廊式则是在传统阁楼式的基础之上，受

到西方多层起居生活模式和木质外走廊的影响，演

变而成的一种建筑立面形式。楼廊式建筑通常分

布在古镇街巷两侧，单开间多进、二至三层的砖木

结构房屋：底层临街头进为门市铺面或手工作坊，

里进依次布置客厅、居室和库房；二三层为起居或

储藏。店屋面宽一至三间不等，入口处装板门或素

木板，营业时卸下形成开敞式店堂 [9]。二层窗台通

常向外挑出 600mm 左右做走马楼，沿街面设木栏

杆，形成独特的楼廊式建筑。

墙面可以分为砖墙和石墙两种。但只有石墙

产于当地，砖墙都是在商品贸易过程中购买所得。

砖墙通常采用青砖，有空斗和扁砌两种砌法：空斗

墙为一斗一眠；扁砌墙较少，通常与其他砌法混合

用在同一堵墙面上。石墙主要采用红砂岩，因产于

当地而得到广泛运用。在古镇对岸九狮山上开采

的红砂岩，经工匠逐一切割打磨，形成宽度 250 mm

左右的干砌块石，再由下至上采用宽面错缝的方式

层层砌筑，上下皮竖缝错开约 100 mm，最终形成当

图 10 墙面形式

a）空斗砖墙 b）扁砌砖墙 c）红砂砖墙

图 9 侧界面形式

a）传统阁楼式 b）楼廊式 c）传统门罩式 d）门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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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特有的红砂岩石墙面。（图 10）

3.3 顶界面

传统街巷的顶界面通常是虚的，故抬头可见

天空。但在河口古镇中，街巷顶界面也是有实体

部分的。

券门（图 11）所在的巷道直通码头，是当地独

特的空间指示标识。多贴合建筑山墙面而设，位于

街道交汇之处，起初是作为防火山墙的延伸，后因

人流汇集，通达性强，一度成为富庶人家地理位置

的标志。在传统街巷顶界面中，券门不仅起着空间

限定的作用，还能通过光线的明暗对比，增强街巷

的层次感和趣味性。

图 11 券门形式

街巷的三个界面虽形态各异但又结合互补，随

着环境的不同产生虚实结合的变化韵律。底界面

是承载面，虚与实的处理手法划分了出多样的街巷

空间；侧界面是围合面，不同的表达方式营造出不

同的氛围；顶界面以天空为背景，建筑侧面与周边

环境的虚实变化，形成了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的空

间轮廓线。各界面相辅相成，围合构成多样的街巷

空间。

4  街巷的尺度

在传统街巷中，通常用街道垂直宽高比 D/H

来表达街巷的尺度 [10]。在一般类型的古镇中，主

街的宽度通常大于副街和巷弄，但由于河口古镇是

一个商业重镇，街巷带有的商业属性使得承担着商

品交易的主街宽度会比承担货物运输的副街宽度

小很多。

古时，主街有店铺 540 余家，以经营纸号、茶

行、布店、药铺、油行、银楼等为主，副街和巷弄店铺

较少，以零售日常用品为主。主街经营的商品大多

都是需要装船运出的，大量外销的纸张，茶叶，一天

就得运出几十吨，通常是先由车马运至直通码头副

街，再运送至码头装船运出。货物中除了需要外运

的，也有运至河口进行中转的，通过人挑、水运、车

载、马驼等方式到达之后，再通过码头装船运出。

直通码头的副街以复兴北路和金家弄这两条街的

货物承载量最大，相对应的通行宽度也最宽。

副街的运输性能造成了其宽度比其他街道都

宽的现象，宽度通常为 10~14 m，街道垂直高宽比

宽高比D/H值在1.4~2之间，给人宽阔的空间视野，

故而成为承担交通疏散和人流活动的重要区域；以

商品交易为主的临江主街宽度为 3~6m，D/H 值在

0.4~0.8，有亲切，内聚质感，提供了连续舒适的商业

氛围；以通行为主的巷弄宽度为 1.2~3m，D/H 值在

接近 0.1~0.4 之间，给人以狭窄，视觉受限质感，因

此只以通行功能为主。

5  结语

街巷作为古镇的骨架和支撑，联系着古镇内部

各种要素，使之成为统一的有机整体。通过对河口

古镇传统街巷基础资料的梳理和现状特点的描述，

发现街巷特色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关，

可以作为古镇历史文化价值的补充说明。

河口古镇的传统街巷特色是依托其独特的水

运条件而产生的。街巷的鱼骨状结构以连通码头

为主，街巷肌理顺应河流走势，街巷的组织节点以

滨水节点最为丰富，街巷的组成界面受水运所带来

的文化交流的影响，街巷尺度也与水路经济密不可

分，这都体现出了街巷特色背后所蕴含的独特历史

文化价值。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能尊重古镇的历

史文化价值，延续其独特的传统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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