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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徽派建筑在现代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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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徽派建筑的风格与布局特点出发，论述了它在建筑设计方面存在的价值，针对如何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加以利用的问题，提出

了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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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徽派建筑的风格与布局特点 

徽派建筑的风格，主要体现在“八大元素”，分别是马头墙、

庭院、朱门花窗、“三雕”、坡屋顶、飞檐、天井、粉墙黛瓦。其中

最具有特色的便是马头墙，“三雕”和粉墙黛瓦。马头墙是一堵带

着“马头”的高墙，主要在相邻民居发生火灾的情况下起着隔断火

源的作用，故而马头墙又称之为封火墙。“三雕”指古徽州建筑中

的石雕、砖雕、木雕。朱门花窗是指朱红色的大门和在围墙上镂空

雕刻的花窗。粉墙黛瓦即以白墙青瓦构成了徽派建筑的外观。这些

组成部分造就了徽派建筑独特的建筑风格，生命力强，流传至今，

在现代的部分民居中仍能见到它们的影子。 

徽派建筑的布局类型可分为四个类型：集中型、聚合型、聚落

型、街巷组团型。集中型布局是仅有一个主要形体在场地的中央，

允许有小体量附属体如大型展馆、体育馆建筑等，主要形体在场地

中占有重要位置，形成视觉中心，代表有黄山市城市规划展览馆；

聚合型布局是以庭院或实体建筑为中心，围绕其进行建筑设计组合

的布局类型，建筑的总体形态多为矩形，这种布局形式使得传统徽

派建筑中天井元素运用得恰到好处，例如酒店、图书馆等建筑可采

用此布局；聚落型的布局形式来源于古徽州地区徽派传统村落的布

局形式，其布局呈网状或枝状分布，这种特点在现代建筑上也有体

现，如安徽省城市规划展示馆，按照徽州村落建筑单体的布局形式，

将展示馆单体建筑进行点状分布；街巷组团型布局是以街巷的长条

形空间意向为先导，或者以街巷的轴线为骨骼，将建筑和场地进行

划分，形成建筑的组团或是单元，代表建筑有寿县艺术中心等。 

二、徽派建筑在现代的作用 

 

在徽派建筑的应用上，万科第五园做了一次很好的尝试，比如

万科地产在坂雪岗区域规划开发的居住小区。它有着鲜明的特色：

在布局上,一条自由式中央景观绿带从南到北贯穿整个小区，内部翠

竹星罗棋布，并与水池遥相呼应,为业主亲近自然环境提供了便捷的

途径；在单体上,运用现代建筑材料及手法，融合中国传统民居的建

筑特色,如安徽的马头墙、江南的“四水归堂”天井等；在色彩上,

普遍采用素雅、朴实的柔和颜色，营造了一种“曲径通幽处，禅房

花木深”的神秘感。从这个项目中，我们可以借鉴以下四个方面的

经验： 

[1]尽可能地保留徽派建筑中特有的元素，传承其别具一格的建

筑风格。徽派建筑中特有的建筑元素彰显着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如

徽派建筑的“八大元素”——马头墙、天井、庭院、坡屋顶等，几

乎都可以装饰在现代房屋建筑当中。徽派建筑元素的保留和体现，

应充分考虑功能性需求、美观性需求、材料建设需求、文化传承等

因素。 

从功能性需求出发，有着“封火墙”别称的马头墙有着隔断火

源的作用，能用于现代的一些中低层房屋建筑中，起到防火的功能；

坡屋顶则能用于别墅中，可使房屋冬暖夏凉（因为热气是往上跑的，

坡屋顶可以聚热气于两坡交叉位），真正意义上的舒适又环保；砖

雕很适合在长江以南潮湿的气候环境中使用，可以抵抗湿气的侵

蚀，实用性和功能性都很强；天井通过热压和风压来完成现代建筑

的室内通风，也是室内采光的重要结构之一。 

从美观性需求出发，徽派建筑元素的组合上体现着其独有的风

格魅力。以徽派建筑的雕塑主题为例，其内容以中国传统文化中鸟

兽花草的形象为基础，进行了创新性的运用。其中，砖雕、木雕、

石雕与龙、凤、竹等雕纹样式进行了丰富多彩的结合，分别用于不

同的结构和不同的空间，如砖雕通常应用在徽派建筑的门窗和墙壁

等结构中，刻有竹子、花草等花纹的木雕大多应用在厨具制作上。

徽派建筑元素多样化的组合带来丰富的应用和审美价值。 

[2]合理选用现代的工艺材料代替落后的工艺材料。徽派建筑要

最大程度地合理选用现代材料和建筑工艺，不应照本宣科、不加改

变地将徽派建筑风格应用在现代房屋建筑。对此我们要利用现代的

科学技术，改进徽派建筑的材料工艺，比如新徽派建筑结构、新派

徽派工艺等。 

新徽派建筑源于传统徽派建筑，又优于传统徽派建筑。不同之

处在于新徽派建筑中应用了钢筋混凝土、金属材料、砖材、玻璃等

现代建筑材料及施工工艺。钢材自重轻、施工手法简便，是构建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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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建筑内部空间的重要材料；玻璃材料通透性好，可以在光影和空

间感的营造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制作工艺简单、安装效

率高，可以降低人工成本；钢筋混凝土材料制作简单、整体性高、

耐久性耐火性较好，是现代建筑结构的首选材料。 

新型建筑结构的应用也是新徽派建筑发展的一大体现。新徽派

建筑内部空间的生成不再依靠传统徽派建筑的木质结构体系，而是

依靠三角形钢结构、复合型钢结构、混凝土结构、木结构、砖混结

构等结构体系，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例如，三角形钢结构构造轻盈，

通过角度的变化能够轻易拟合徽派建筑不同形态的坡屋顶。 

[3]徽派建筑的整体布局要根据条件适当地体现。虽然传统徽派

建筑在发展和演变，但是其整体的布局形式不应弃之如敝履，而应

该恰当的体现在新式徽派建筑或者其他建筑上。除了特殊的布局形

式，徽派建筑还具有为人所称道的整体美、自然美和朴素美等特质。

这些往往都是现代房屋建筑设计的重点内容，在乡村和城市的建筑

上都有体现。 

在乡村，由于风土人情较为接近古人，往往是一户一楼、依山

傍水、有花有草、树木茂盛，自然环境很好，这是自然美的体现。

其次，以户为单位的点状建筑呈现聚落型或街巷组团型的布局形

式，既整齐又不单调，这是整体美的体现。然后，乡村房屋使用青

砖、黛瓦、粉墙，营造出一种古朴的氛围，这是朴素美的体现。 

而在现代化的城市，自然环境被割裂，尽管有不少人工绿化，

但是自然美得不到体现。而徽派建筑中，一些融合了自然风光的建 

筑元素可以将这一缺憾补齐。例如，通过运用古徽州建筑中的石雕、

砖雕、木雕等元素，结合花草、鸟兽等自然因素装饰房屋，为城市

的建设增添生气，使自然之美得到体现；马头墙等元素可以带来丰

富的结构层次，增强视觉空间感；小区的石椅、石桌等休闲娱乐设

施可以搭配一些石雕，石雕的简洁、大气、美观的风格带给人们舒

适的生活体验。同时，小区可以考虑绿地的建设，如修建人工水池、

在楼下和道路旁边种花种树；在色彩的选择上，可以白色为主，也

可部分选用鲜艳的颜色，使得观感并不统一呆滞，增加建筑的活力

感。 

[4]探究徽派建筑蕴含的科学依据，正确地应用徽派建筑的结构

元素。徽派建筑中的“八大元素”和布局，体现的多半是美学方面

的价值，不涉及结构等土木专业的知识，应用难度较小。但是，雀

替、月梁、柱础等构造涉及到结构的合理性，离不开力学方面的知

识，应用难度较大。以雀替为例，雀替是一种木构件，设置在梁和

柱的节点位置。这种连接方式属于榫卯连接当中的一种，常见于中

国古代传统的民居当中。雀替构造正确的是雀替顺水梁，反之则是

普通顺水梁。雀替构造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顺水梁的类型，进

而影响房屋的正常使用。   

 
设置了雀替的梁柱节点，既不像固定端也不像铰接点，而是一

种“半刚性”的节点。这是因为榫卯连接能承受一定的荷载，同时

也会发生角位移和相对滑移。梁的端部使用雀替，相当于在端部把

等截面梁变为了变截面梁，这样可以增大节点的刚度、减小梁端的

剪力、提高整体稳定性。 

宋彧等人用仿预应力木结构的实验方法，经过实验对比，揭示

了雀替对梁的作用即应力重分布，并把这种作用命名为“雀替拱”。

实验结果表明，随着雀替长度的增加，雀替顺水梁承载能力增加、

跨中截面最大应力减小、跨中挠度减小；雀替顺水梁的受力性能比

普通顺水梁好得多，因为普通顺水梁类似于雀替长度为 0 的情况。

由此可见，要想正确地应用雀替顺水梁的结构优势，必须清晰地认

识雀替构造并正确地加以应用。在徽派建筑当中，类似雀替这样的

例子还有很多，徽派建筑蕴含的科学依据和它的美学价值一样需要

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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