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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大别山地区传统建筑文化传承设计研究

季文媚，辛明徽，刘慧莹

（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地域建筑文化应当作为当代建筑创作的源泉，是树立全民文化自信、民族自信的重要依据。金寨县

燕子河镇位于皖西大别山地区，本文以该地区传统建筑为载体，从建筑文化视角对其展开分析，凝练文化元素，

提取建筑符号，进行现代建筑创作实践研究。笔者通过传统建筑文化与公共建筑设计的耦合，在解读传统建

筑的基础上，从传统特色、形式符号、空间功能等层面实现在新建现代建筑中践行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保护，

以期提升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与自豪感，推动该地区传统建筑保护与再利用技术发展，填补皖西大别山地区

传统建筑文化相关理论研究不足，并在皖西大别山地区传统建筑文化传承保护策略与实践层面展开更深层次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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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Dabie Mountains in Western An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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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g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is the source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help to foster stronger confidence in 

local culture and n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Yanzihe Town，Jinzhai County，Dabie Mountains in western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extracting its cultural elements and architectural symb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for practical research on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  By coupling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public building design，the 

authors attempt to  inherit reg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new buildings from the levels of  traditional  features，forms and symbols，

and spatial  functions，hence to enhance residents’ confidence and pride for  local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conservation and reuse of 

local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technology.  It aims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related to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Dabie 

Mountains，and promote deep research on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conservation in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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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西大别山地区文化是几千年自然与人文精

神的体现，有着丰富并且独特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

文化积淀。大别山地区的建筑文化是组成当地文

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历史文化、红色文化与迁移

文化等都对皖西大别山地区传统民居形式的形成

与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皖西大别山

地区的传统建筑正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物质反映。

受地方政府委托，笔者有幸参与金寨县燕子河

镇六霍起义纪念馆建筑设计，在实地踏勘调研的基

础上，充分挖掘地域建筑文化。本次设计方案不是

盲目地给建筑贴上符号标签，而是将地域性特色分

析与实际功能要求相结合进行建筑空间设计。本

设计研究通过发掘地域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制定保

护策略，结合时代特色塑造大别山地区独有的传统

建筑文化，在充分尊重皖西大别山地区丰富的自然

资源与地域文化的基础上，提高地域文化影响力、

建立当地人民的归属感与民族自信心，实现大别山

地区的民族文化振兴。同时，新地域传统文化能对

当地的旅游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旅游业的大力

发展也能进一步推动当地文化宣传与推广工作，将

其打造成安徽又一张优质文化名片。

1  地理与历史文化背景

1.1 区位地理概况

金寨县地处大别山主山脉的北侧，为鄂、豫、皖

三省的交界处，是安徽省内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

山区县，境内相间分布着山脉、丘陵与长条形盆地、

河谷。当地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典型

的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1.2 历史文化背景

金寨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抗日战

争时期，金寨是安徽省乃至大别山区抗日救亡运动

的领导中心。解放战争时期，金寨是刘邓大军挺进

大别山的“前指”所在地和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

利的前进基地。六霍起义是鄂豫皖地区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影响深

远。六霍起义的胜利使皖西的革命斗争从此迈进

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形

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

1.2.1  民居文化

皖西大别山地区的传统民居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了当地悠久浓厚的历史文化沉淀的影响。皖西

地区“成长于江汉，扎根于江淮”，同时受皖南地区

徽州文化与江浙地区细腻婉约的吴越文化以及在

此盛行的鄂北楚文化影响，多种文化的精髓在此交

融汇合 [2]。

1.2.2  移民文化

根据文献与资料调查发现，皖西大别山地区

古聚落的百姓多为移民，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化有

着较大的影响力。受到元末明初战争与天灾的影

响，安徽境内人口凋零，明初统治者为振兴中原地

区发展，大力推动移民政策。当时“江西填湖广”

的政策对于安徽地区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

使得皖西大别山地区的社会与文化交融更加频繁 

多样。

1.2.3  红色文化

大别山革命老区在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建

设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被誉为“红军摇

篮、将军故乡”，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化 [3]。燕子河

镇是皖西大别山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最早的地区之

一，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遗产资源。以名人故居与

战争遗址为主的红色建筑文化遗产广泛的分布在

镇内偏僻的乡村与山区。除此之外，当地还有许多

流传甚广的红色歌曲与革命故事 [4]。

2  传统建筑特征

根据实际调研的结果分析，皖西大别山区的村

落选址、布局以及民居风貌等方面受到传统文化与

自然因素的影响较为深刻。通过深入研究其选址

布局、单体形制、围护体系等传统地域建筑要素，

以及村落的街巷布局与公共空间，注重其历史延 

续性。

2.1 聚落选址

大别山传统聚落分布特征主要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依傍山体营建的自然聚落，居民可以

便利地获得聚落周围的自然资源以满足日常生活

需求。住宅选址大多屋后靠山、房前面水，遵循传

统风水理论中“山环水抱、负阴抱阳”的布局形式。

自然聚落大多建于山坳平缓坡地，总体呈点状分布。

冬季聚落旁的山体能够阻挡寒冷的西北风。到了

夏季，建筑前的溪流或者水塘能够驱散酷热，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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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为灌溉和生产提供方便。

皖西大别山地区地理条件优越，战略地位极

其重要，因此，该地区长期处于频繁的社会动荡之 

中 [5]。这样的社会背景导致了大量山寨的出现，演

变至今，形成了大批传统村落。

第二种为城镇聚落，具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同

时拥有完备的聚落形态和完整的产业链。大多城

镇聚落成规模分布在平原地带以获得丰富的资源

与便利的交通。

2.2 形态布局

在整体布局方面，皖西大别山地区民居多依山

而建，并横向平行扩展分布。出于防御需要，该地

区民居巷道相连，每户之间相通，且都有后门要道

通往后山。聚落大多紧邻着溪流、河流或者人工

蓄水池塘，这样的布局不仅便于居民获取生活水

源，同时还能起到防洪排水等作用。水为阴，山为

阳，半圆塘与环山组成太极八卦图，皖西大别山地

区的聚落形态符合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传统布局 

思想 [6]。

2.3 建筑形式

皖西大别山地区的传统村落很多都是由明清

时期的外来移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一个家族集体

迁移至此营建，所以这里的大多数传统村落皆为单

姓村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当地的居民饱受战

争之苦，因此，村落中建筑多兼有防御功能，能够容

纳整个大家族共同生活，共抗外敌。

这种大屋建筑是由许多独立居住个体组成的

庞大建筑群，每个居住个体之间相互连通，将建筑

群的中轴线作为中心，每一层的居住个体又都以环

廊相连。一部分大屋建筑还会修建暗道，这些暗道

在战时联通地下空间，同时可以在平时生活中供日

常排水用。

2.4 建筑结构

皖西大别山地区的传统建筑大多以石材、

砖料、木材等作为主要材料，当地这些材料不论

在资源获取还是加工方面都颇为方便。该地区

建筑采取了中国传统木构架结构形式中的抬梁

式、墙承式、穿斗式三种类型（图 1），大多为硬

山式屋顶，山墙多由圆拱形与山形组成的形式出

现。抬梁与穿斗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很好满足了堂

屋正房需要较大进深空间以及采光的需求，同时

节约了建筑成本。山墙位置简化起翘的马头墙

做法在保留了防火作用的同时起到了装饰作用 

（图 2）。

（a）金寨县李家大屋抬梁式构架                              （b）金寨县大屋穿斗式构架建筑

图 1 金寨县大屋内部结构

（a）皖西大屋山形山墙                                    （b）皖西大屋圆拱形山墙

图 2 皖西大屋山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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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筑空间分析

皖西大别山地区的民居建筑空间很大程度上

受到过去战乱时期的影响，形成一种明暗相间、开

敞与封闭共存、主次分明的防御型空间。大屋建筑

由十几间至数十间居住个体组成，一般分为下堂、

中堂、堂屋，构成一条明显的中轴线。从入口到堂

屋按序列在中轴线上布置，厅堂四周展开布置众多

厢房 [7]。为获得足够的采光和通风，各厢房大多面

向天井，通过围绕天井四周的回廊组织日常的交通

活动（图 3）。

从内部功能角度，皖西大别山地区传统民居的

建筑空间可以分成主体空间、附属空间、室外空间、

交通空间这四类。这四种空间要素的交叉并行关

系表明，该地区传统民居的功能与空间关系相互叠

加渗透，构成虚实交汇的组合形态。

2.6 装修装饰特征

皖西大别山地区传统民居的装饰主要是以农

耕文化祈求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为题材的木雕和

石雕，风格相对简朴 [8]。这样的装饰风格体现了民

俗、风水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以及皖西大别山

地区传统民居建筑不同于徽州建筑、独有的庄重与

朴素气质。

3  建筑创作实践

3.1 传统特色分析借鉴

3.1.1  大屋建筑的空间序列

皖西大别山区的大屋建筑具有明显的地域特

色，各厢房和居住个体沿轴线成纵向和横向以及环

绕布局的设置，使各房间都能获得较好的采光与通

风，同时连接各个房间的围廊营造出众多小空间，

给整体的空间布局增添许多趣味。

3.1.2  墙体

皖西大别山地区的建筑墙体在适应当地潮湿

多雨气候的基础上，通过青石砖的组合砌筑兼顾了

经济耐用与整体美观。该地区也有马头墙，但不同

于徽州地区，皖西大别山地区民居的马头墙在建筑

山墙面和正面皆有设置。

3.1.3  屋顶装饰

皖西大别山地区传统民居的屋脊线装饰形式

简洁，屋脊端部处没有鸱吻，通过立瓦与砖垫高向

两侧叠涩。正中通常用瓦片叠成铜钱纹样，垂脊向

上微微翘起，形成向上的弧形（图 4）。

图 3 金寨县姜湾镇姜家大屋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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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金寨县天堂寨黄氏宗祠屋顶装饰

3.2 传统特色符号运用

燕子河镇六霍起义纪念馆方案的外立面墙体

材料采用具有皖西地域特色的青砖、灰瓦以及当地

石材。大门及檐口的立面设计融合了当地建筑以

抽屉檐为主，附加不同装饰形式的砖砌檐墙样式以

及形式简洁的屋脊线装饰（图 5）。

方案的立面设计中同样融入了皖西大别山

地区类似徽州地区而又独具特色的山墙形式，在

建筑山墙面和正面皆有设置马头墙，且曲线柔和 

（图 6）。

3.3 空间与功能设计

皖西大别山地区气候宜人，日常生活不局限于

室内空间，六霍起义纪念馆重点营造的院落式空间

是大别山区传统建筑布局的核心样式。六霍起义

纪念馆的平面由若干个单体建筑组成，通过围廊环

绕中庭，围合成几个庭院，开敞的顶部与自然相通，

将建筑内部与外部的界限模糊化，达到外闭内敞、

外紧内松的空间效果（图 7）。连廊创造出多样化

的路径使建筑通达，实现功能空间的连贯，同时又

达到良好的通风和采光效果。

图 5 六霍起义纪念馆北立面图

图 6 六霍起义纪念馆西立面图

图 7 体块生成与院落式空间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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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六霍起义纪念馆流线分析

皖西大别山地区的传统建筑设计精巧，讲究细

节的处理。金寨县燕子河镇六霍起义纪念馆为了

避免呆板的建筑形象，没有刻意强调在单一体量中

集成各种功能（图 8）。层层递进的园林式空间趣

味丰富，游人必须深入其中感受景观与空间的变

化，营造场所与建筑的对话，创作有变化的天际线

与建筑相融合，大大丰富了游客的观展体验。

本次六霍起义纪念馆的方案设计空间组合采

用了放射兼串联的形式，整体组合紧凑、适应性强，

围绕交通枢纽组织布置陈列空间的组合设计将会

在实际使用中显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参观者既可

以按顺序参观各个陈列厅，也可以直接到达其中某

个单独的陈列厅。同时中庭花园的设计处理改善

了建筑的采光通风效果（图 9）。另外，纪念馆设

计通过院落式布置组合功能空间合理引导参观者，

以展板、展示柜为主的静态媒介形式与以多媒体为

主的视频、音频媒介形式相结合，给游客创造浸入

式的观展体验，更好地宣传当地的红色文化。

图 9 六霍起义纪念馆功能分析

本次方案设计将展厅部分围绕中庭空间按照

顺时针方向串联布置，具有很好的引导性。序厅与

展厅依次衔接，步步递进，充分有效地利用布展空

间，更加直接地给参观者展出一卷红色革命历史长

轴。双中庭的设计将纪念馆的办公功能和展览功

能分隔开，合理的主次入口的位置选择使观展人流

与工作人员互不干扰，不仅使整个建筑的功能流线

更加清晰，而且很好地满足了消防疏散的规范要求

（图 10- 图 11）。

图 10 六霍起义纪念馆总平面图

图 11 六霍起义纪念馆一层平面图

4  传统建筑与现代公共建筑的耦合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形式与特征上所表现出的

各式各样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所在地的自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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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管 中国建设报

[J]. 建筑，2019（11）：52-53.

[9]  北京市社会办等 . 北京市智慧社区指导标准 [Z].2013.

[10]  上海市浦东新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 浦东新区智慧

社区建设指导意见 [Z].2013.

[11]  吴胜武，朱召法，吴汉元，等 .“智”聚“慧”生——海曙

区智慧社区建设与运行模式初探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3，20（6）：145-147.

[12]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 智慧城市评指标体系研究报告

[Z].2013.

[13]  张森 . 智慧社区信息服务绩效评价研究 [J]. 中小企业

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6（10）：72-73.

[14]  路旭，刘思，李古月 . 沈阳市智慧社区建设发展研究 [J].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4）：404-

409.

[15]  朱梅芸 . 智慧社区建设公众满意度指数模型构建及实

证研究 [D]. 湘潭：湘潭大学，2016.

[16]  董亮，李金兆，简青 . 基于智慧社区的信息惠民服务体

系研究 [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25（6）：58-62.

[17]  朱琳，刘晓静 .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慧社区服务公众采

纳实证研究——以打浦桥街道“IN 标签”为例 [J]. 电

子政务，2014（8）：27-37.

件、经济条件、材料及构造技术以及文化和宗教信

仰等因素的影响 [9]。传统建筑是与自然、人文环境

最大适应的结果。因此，传统民居建筑的经验与精

华在现代公共建筑设计中同样具有参考借鉴的价

值，传统与现代建筑在形式创造与空间感知等方面

都是相通的。

皖西大别山地区传统建筑文化蕴含着当地的

思想观念、民俗文化和情感寄托，而不仅仅局限于

物质材料堆砌的建筑实体。通过地域文脉的传承、

建筑符号的转译和空间意境的营造，才能引起人们

内心深处的共鸣 [10]。笔者在六霍起义纪念馆建筑

设计中从建筑文化视角对当地的传统建筑展开研

究，凝练文化元素，提取建筑符号进行建筑创作实

践，以期将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公共建筑设计相耦

合，达到在享受现代建筑便利的同时，体现当地地

域文化特色，增强参观者心理认同感。

5  结语

研究传统建筑文化，一方面是为了在当代公共

建筑的创作实践中借鉴当地传统地域建筑的经验

与艺术精华，另一方面也是在响应国家号召，在设

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筑”的前提下对建筑地

域性开展考察。笔者在六霍起义纪念馆的方案设

计中，结合当地的红色文化探索传统建筑的延续与

创新，努力设计出皖西大别山地区传统建筑文化与

红色教育基地相融合的新时代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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