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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句法的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优化策略

王铁锋，朱一诺，苏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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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徽州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之一，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受自然与人文双重影响所形

成的宝贵财富，其空间形态独具一格。本文以安徽省绩溪县龙川村为例，运用空间句法，选取整合度、选择度、

协同度、可理解度四个主要变量，分析村落空间形态特征与公共空间位置、水系分布等物质空间环境存在的

内在关联性，并根据分析结果从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村落空间形态优化策略，以期为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可持

续发展和保护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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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Form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Spatial Syn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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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is a kind of wealth formed by both nature and 

culture for its unique spatial form.Taking Longchuan village in Jixi County，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uses the spatial 

syntax to analyze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village and the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location of public spa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ocal water system with four main variables：integration，selectivity，synergy and comprehensibility，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optimize the layout from four aspects accordingly，for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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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在中国农耕文明发展中逐渐形成

的，是对有特殊保护意义的古村落所作的界定。村

落环境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受自然、社会、文化

三个要素影响形成的，其直观的外在表现是空间[1]。

传统村落资源本底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 [2]，牢牢把

握其空间特征是保护与发展传统村落的前提和基

础。

上个世纪 70 年代，国外学者比尔·希列尔等人

提出空间句法理论，其中包含的轴线分析法是最早

最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的分析方法 [3]。上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广泛运用空间句法，研究了

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从研究对象跨度上看，包

括北京、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南、贵州、江西、

福建、广州 [4-13] 等，涵盖南北方典型村落；从研究
                       
收稿日期：2021-07-17

基金项目：安徽省住建厅委托项目（W2020JSFW0335）

作者简介：王铁锋（1994-），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苏继会（1964-），男，教授，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安徽建筑大学学报 第 30 卷28

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概念界定 [14]、形态特征 [15]、演

变机制与影响因素 [16] 等，但关于传统村落空间未

来如何可持续发展涉及较少。基于此，本文借助

Depthmap 软件，以徽州传统村落绩溪县龙川村为

例，对其街巷空间形态进行量化分析，并提出适应

其现代性发展的优化策略，以期为徽州传统村落空

间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新思路。

1  龙川传统村落与空间句法

1.1 区域概况

龙川村位于安徽省绩溪县的西南方位，处于群

山环绕之中，龙川溪穿村东流，是典型的“枕山、环

水、面屏”徽州传统村落风水格局。从整体布局来

看，村中除了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群，还分布着祠堂、

学堂等公共建筑，主要包括胡氏宗祠、奕世尚书坊、

少保府、乡贤祠和澄心堂等（图 1a）。建筑整体布

局疏散分明，位于龙川溪附近的建筑群显示出很强

的内聚性（图 1b）。由于龙川所处的特殊地理环

境和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自然和人

文氛围，也因此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契机。2012 年

龙川村被评定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随后当地旅

游业逐渐兴起。

街巷是构成村落空间的基本骨架，不仅承载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更是居民日常生活中进行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场所。龙川村内有 40

多条街巷，目前龙川村的旅游路线是围绕水街开发

的，这也导致了游客进入龙川村后仅在县道—主街

附近活动，单一的人群分布对村落的保护发展带来

了一定的影响。

1.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 Depthmap 软件，将龙川村的空间形

态转化为可量化的图示语言，通过分析图示、数据

间的关系，总结出街巷空间的特征。为了保证研究

的科学性，本文利用 Auto CAD 2014 软件整合龙川

村街巷的空间肌理，选择轴线分析法，将村街巷空

间结构转译为空间句法分析的轴线图。

经整理，村落共有 282 条轴线，其中村北侧的对

外交通公路由较长轴线构成，其余为短轴线。将轴

线图保存为 dwf 格式，导入 Depthmap 中运算，形成

由不同颜色线段组成的图示，图示中所反映出的色

相高低代表不同形态变量的特征属性。本文主要选

取四种形态变量（表 1），并进行数据统计（表 2）。

（a）                                        （b）

图 1 龙川村重要建筑分布及建筑肌理

表 1 选取空间句法中主要形态变量

选取变量 概念解析 用于识别

全局整合度 轴线间联系程度 中心空间的可达性

局部整合度 某一轴线三步之内与其他轴线的联系程度 次中心空间的可达性

连接值 某一轴线受到其他相连轴线的影响程度 空间的渗透能力

全局选择度 某一空间出现在最短拓扑路径上的次数 空间的穿行能力

局部选择度 某一空间出现在既定范围内最短拓扑路径上的次数 局部空间的穿行能力

可理解度 局部空间认知整体空间的能力 空间识别的难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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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龙川村主要空间形态变量表

变量 轴线数量 全局整合度 局部整合度 全局选择度 局部选择度 协同度 可理解度

现状 282 0.68 1.30 0.06 0.17 0.43 0.16

2  龙川村空间形态的空间句法解析

2.1 整合度分析

整合度作为空间句法的主要形态变量，是空间

中心可达性的具体表现。全局整合度表示一个轴

线和其他轴线联系的紧密程度 [17]，局部整合度表

示某节点所在单元空间与附近几个节点所在单位

空间内节点的联系程度 [18]。通过 Depthmap 生成

全局、局部整合度轴线图（图 2）。

龙川村的全局平均整合度为 0.68，最大整合度

为 0.95，最小整合度为 0.44。其中大于平均整合度

的轴线有 116 条，占总轴线数的 41.1%，这说明龙

川村的全局整合度不高，整体空间的可达性较差。

从图 4a 可以看出，龙川村内的水街、公路中心区域

偏红，轴线颜色以龙川溪、华龙路的 T 区为中心向

周边区域逐渐变冷，全局整合度逐渐降低，边缘区、

北部村落深处街巷空间的整合度最低。

龙川村的平均局部整合度为 1.30，最大局部

整合度为 2.27，最低局部整合度为 0.33。其中大

于 1.3 以上的轴线有 143 条，占总数的 50.7%，这说

明龙川村的局部整合度一般，部分空间的可达性较

好。从图 4b 可以看出，除华龙路以外，连接胡炳衡

故居、康惠桥、奕世尚书坊、胡氏宗祠、乡贤祠、丁家

祠的周边轴线局部整合度较高，是游客进行参观、

购物、住宿、饮食等活动及居民农作、出行、聚会、服

务等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但远离水街的整合度较

低。同时，与图 4a 对比可发现，村落北部组团在图

4b 中暖色区域增多，说明在日常生活中，该区域是

居民日常通行的次空间。

通过以上模型分析可知，村落空间的集成位置

与人类活动所在的公共空间位置、传统水系分布具

有较高相关性。由于村落旅游开发分布不均，村落

形成了以水街—华龙路为核心的 T 字格局，线性可

达性较强，形成了明显的集聚中心，而与之连接的

其他区域可达性较弱。因此，从村落的整体布局来

看，可达性强弱差距较大，组织结构较为分散。未

来应思考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实现龙川村村庄脉

络的健康发展。

2.2 选择度分析

全局选择度是反映某一空间内的某个节点出

现在最短拓扑路径上的频率。局部选择度用于反

映局部空间相对于拓扑半径 3 以内被选择可能性

的大小，数值越高，说明该空间的通行能力越强。

全局选择度最高的区域是位于村落西侧的华龙路

（图3a），它与西南的县城相连，对外交通条件优越。

但是随着公路由南向北不断延伸，其整体选择度也

逐渐降低。研究发现，导致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南侧公路与游客接待中心相连，附近主要分布商业

（a）                                        （b）

图 2 龙川村全局整合度、局部整合度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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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是游客旅行集聚的

起始点。

局部选择度所展示的结果与全局整合度有所

不同（图 3b），沿着水街由西向东，虽然分布着重

要的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乡贤祠、胡氏

宗祠、丁家祠与水街连接的空间所显示出的选择度

最高；通往胡宗宪故居的公路、如心亭、游客服务中

心的选择度则依次递减，人流量减少。

通过以上模型分析可知，村落西侧的华龙路和

部分水街道路空间是游客和村民日常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公共交流中心，有较好的标识性和集聚性，

形成的局部空间吸引力较高；而与其相连的街巷以

及与居民生活生产相关的场所，因空间结构复杂，

对游客的吸引力较低。龙川村未来的发展旅游，应

思考如何广泛、深入地吸引游客。

2.3 协同度分析

协同度分析体现了局部整合度和全局整合度

的关系 [19]，其数值在 0-1 之间。协同度分析图中

所显示的 R2 越趋向于 1，表明空间越接近单核心

空间；越趋向于 0，说明越接近多核心空间 [20]。由

图 4 可知，龙川村的协同度为 0.43（接近 0.5），整

体性较高，目前发展更倾向于多核心空间模式。这

种模式会导致新建房屋不再选择村落南侧旅游发

展较好的区域，而跟随华龙公路向北侧延展，或者

向东侧农田发展，最终以村落南侧、龙川溪两岸的

胡炳衡故居和胡氏宗祠、中部胡宗宪故居、北部龙

川老祠堂和胡永和宅，以及华龙路共同组成了龙川

村的多核心结构。

通过以上研究可知，村落空间结构受到现代

社会经济活动因素和历史因素影响，以水街为核

心，呈 T 字型的多核心发展趋势，没有考虑整体空

间形态的协同互动，不仅会破坏村落的农田空间

和绿地空间，也会影响村落的空间结构。龙川村

未来的空间布局应思考如何实现多圈层、全方位 

发展。

图 4 龙川村协同度

2.4 可理解度分析

可理解度能够反映人们能否借助所在的局部

空间建立起对整体空间的认知 [21]。图中所展示的

是直线 y=ax+b 线性回归方程和 R2 拟合度数，其中

R2 值越高，表示人们认知空间越容易，可理解度越

强 [22]。通常以 0.5、0.7 作为中间，R2 值小于 0.5，则

空间可理解度较差；R2 值大于 0.7，则空间可理解

度较好。龙川村的全局可理解度为 0.16（图 5），

水平较低，说明人们在村落局部空间时，对整体空

间的感知力较弱，无法把握村落空间的整体结构。

但局部可理解度较高，反映出人们可以通过局部空

间认知周围的环境。

分析结构与村落现状可以发现，村落道路由

“县道—主街—支巷”组成，其中县道和主街视野

开阔，支巷道路狭窄曲折、形式变化多样，规律性较

（a）                                        （b）

图 3 龙川村全局选择度、局部选择度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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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且开敞空间主要集聚在公共建筑附近或者道路

交口处，整体来看，容易导致人们迷失方向。因此，

龙川村应在保持自身合理发展的基础上思考如何

高效率、有针对性地提升村落的可理解度。

3  龙川村空间优化策略

通过以上空间句法所呈现的定量分析结果可

以发现，龙川村的空间形态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

遵循发现问题 - 解决问题的思路，根据以上分析，

针对龙川村空间形态出现的问题，提出有利于其精

细化发展的整体框架（表 3）。

3.1 梳理村落脉络、完善街巷路网

龙川村的整合度并不理想，除 T 字格局是旅游

发展重点之外，其他区域可达性不高、组织结构较

为分散。因此，梳理村庄脉络、在了解传统街巷的

肌理基础上完善街巷路网、提升村落整体整合度尤

为重要。

龙川村街巷空间优化时，应秉持原真性原则，

在不破坏肌理的同时，梳理断头路，进行有序连接，

提升道路通畅性；拆除现代建筑，拓宽街巷宽度；发

掘可塑性空间、修建新路等措施（图 6）。

3.2 明确街巷层次、构建指引系统

考虑到龙川村未来街巷空间的保护和利用，设

计者应秉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重新定位街巷层次。

根据现有的选择度分析，应在橙色区域提升空间吸

引力。为此，应梳理历史建筑分布区域，明确所在

的街巷位置，秉持旅游线路连续性宗旨，分别在与

主街相连的部分增加两条辅街，串联大宗堂、丁氏

老宅、少保府、胡宗宪故居；另外，可在北部片区设

置辅街与县道相连保证可达性，同时串联龙川老宗

祠、胡永和住宅，从而形成“主街—辅街—支巷”三

级街巷体系，并建立指引系统，契合日益增长的旅

游需求，赋予村落发展动力。建议后期对各串联路

线上的宗祠进行保护性修缮，提高辅街空间的选择

度（图 7）。

图 5 龙川村全局可理解度、局部可理解度

表 3 龙川村优化策略整体框架

规划前数值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规划后数值

整合度
0.68

组织结构分散 梳理村落脉络、完善街巷路网
0.71

1.30 1.35

选择度
0.06

街巷空间吸引力低 明确街巷层次、构建指引系统
0.048

0.17 0.46
协同度 0.43 “T”状多核心空间分布 划分功能圈层、确定核心空间 0.47

可理解度
0.16

整体认知度较低 合理改造空间、再生文化活力
0.19

0.66 0.67

图 6 龙川村整合后街巷格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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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龙川村道路层级规划图

3.3 划分功能圈层、确定核心空间

目前，龙川村单一的 T 字核心空间无法带动村

落整体。为实现协同发展，必须平衡村落内部的空

间形态发展，从建立功能圈的角度，选点布置核心

空间，划分功能圈层。首先，可以以旅游服务中心

为核心，划分出以游客为核心的后勤服务区。可将

龙华路和南侧服务中心作为进入景区的形象展示，

落实服务导向功能；其次，以村落中的水为主旨，建

立以水街、七星塘为双核心的水环境休闲游憩区，

建立两个圈层，积极保护、开发水环境周围的古建

筑群，满足游客感受地方建筑文化的需求，并由政

府出资维护，严禁擅自修改建筑格局。村落西侧

的华龙路和七星塘以北可选取部分民居区域建立

圈层，用于满足游客购物消费的需求，结合新时代

元素适度改造，避免破坏当地的建筑风貌；最后，在

村庄最北端建立民风民俗展示区，作为旅游的外围

区，售卖与当地相关的手工艺品或者食材，让游客

深入了解村落特色，体验村落文化（图 8）。

3.4 合理改造空间、再生村落活力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逐渐发展，居民和游客对物

质水平、环境品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村落

合理新增、改造空间，再生村落活力。本文选取选

择度、整合度较低的区域，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游客

服务中心、广场及游园。村落北部区域新建游客服

务中心，引导体验龙川民俗文化；在村口原有绿地

上新建游园，打造小型节点空间，提升街巷的标志

性和村落活力，焕发北部片区生机；另外在南部两

条辅街的穿行区域新建广场，增加休憩、导引设施，

增加区域的可理解度，增加村落开放空间体系的连

续性（图 9）。

图 8 龙川村节点空间示意图

图 9 龙川村节点空间示意图

4  结语

本文利用空间句法理论与分析软件，以绩溪县

龙川村为例，研究了其空间形态特征，并为其空间

优化重构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可行建议，对徽州传统

村落的空间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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