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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山民居特色探研——以南漳县板桥镇冯氏民居为例 

张平乐 1 张毅琼 2 

 (1.湖北文理学院，湖北襄阳 441053；2. 襄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北襄阳 441000) 

 

摘要：冯氏民居是荆山地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民居之一，是荆山民居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荆山地区乃至汉水

流域历史、文化、经济、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的信息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本文以

冯氏民居为例，探讨荆山民居在荆山特有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建筑空间、鲜明的装饰艺术风格和

建筑技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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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山，位于中国湖北省西部、武当山东南 、汉江

西岸 ，横亘湖北省南漳、保康、谷城全境，长约 150km，

宽约 20～30km，面积约 3100km2，因远古时期满山生长荆

条，故名荆山。荆山山脉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起伏多

变，是楚国和楚文化的发源地。在荆山山脉的崇山峻岭间，

传统民居多有分布，南漳县板桥镇冯氏民居就是其中的典型

代表。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冯氏民居为例，通过

对荆山民居所处自然和人文环境、建筑空间布局、建筑艺术

风格、建筑技术成就深入分析，探讨荆山民居鲜明特征，解

读荆山民居的独特魅力。 

1  概述 

1.1 冯氏民居基本情况 

冯哲夫(1870—1952)，南漳县板桥镇人，出身豪门富户，

幼读私塾，1903 年在日本留学回国，冯积极拥护革命党人。

历任湖北省城幼稚园附设女子保育科堂长、武昌模范小学校

长、国民临时政府内务部部长、湖北省立襄阳第二师范学校

校长。老年后隐居于南漳板桥，耕读著文，编纂《素园文集》，

是南漳县著名辛亥先驱、爱国志士和开明乡绅。 

冯氏民居位于现湖北省南漳县东南部板桥镇西 1.5 公里

处的鞠家湾村四组，始建于明朝崇祯元年（公元 1628 年），

已历 300 多年历史，原为鞠氏家族住地。公元 1647 年，被

当地一冯姓地主看中其优越位置而将其购得，遂成为冯氏家

族居所，在其原有建筑的两侧进行了相互对衬的扩建，并对

部分主体建筑进行了改建。由于冯哲夫即生于此长于此，因

此也称其故居，主体建筑保存完好，2002 年 11 月湖北省人

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 冯氏民居所处自然及人文环境 

冯氏民居位于板桥镇鞠家湾，坐落于小山冲里，南北两

侧皆是绵桓高山，山峰形如笔架，山势较陡，山上灌木丛生。

灰墙黑瓦的屋宇一字排开，整栋建筑背靠连绵群山，南临清

澈河水和堰塘，河水之南是开阔坪地，民居周边环境十分清

幽。故居坐北朝南，遵循“负阴抱阳”之风水学理论，北靠

连绵群山，南临周家河西流水、和开阔坪地，高差最大有

3m 之多，冯氏民居呈居高临下之势，视野开阔，气度恢弘，

原有的自然环境保存良好。 

2  荆山民居特征分析 

2.1 平面布局和空间特点 

（1）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空间布局  

荆山民居属典型的山地建筑。在冯氏民居的选址和规划

中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顺应和巧妙利用。冯氏民居选

择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地势高敞的坪地建造。民居随山就

势，从前厅、过厅到堂屋，呈逐渐抬高之势，这种做法，不

仅在建造时减少土方量，降低造价，而且能够有效的解决和

改善主要房屋的采光和通风问题，避免了天井过小带来的房

屋采光和通风不利影响；同时又营造了建筑与自然合一的独

特景观。 

（2）中轴对称的天井院布局 

冯氏民居采用北方合院和南方天井相结合的灵活的布

局方式。其主体建筑为东、西、中三路两进院落组成，中路

大门台基高 1.3 米，用整齐的青石条砌成，正门为石质门楼，

采用当地级别较高的凹入式，门上有一横匾上楷书“教演尼

山”四个大字，横匾之上正中另有一直匾，题书 “大夫第”

三字，据传为黎元洪所题。进入正大门为迎客厅，迎客厅为

木制结构，外为墙体，内由九根木柱支撑。中厅长 3.5 米，

宽 4 米，东西各有二间客房，厅上为七间小楼。 

从冯氏民居中路颇有气势的高大门楼进入，是一个长而

宽阔的院落，长 19.5 米、宽 5.4 米，院落的东、南、西三面

设 1 米宽的“跑马廊”。这里视野开阔、气派非凡，显示了

家族的财富和地位，是接待客人的外部空间；院落靠北面有

一长 3 米、宽 1.5 米、高 1 米花坛，栽有牡丹，中间有一石

制金鱼缸，花坛后墙中有一巨大福字砖雕，植物和装饰丰富

了院落空间。 

院落后为第二进房屋，东西各置一大门，又称仪门，门

基高 1.2 米，有七步青条石台阶。东仪门楼进深 1.1 米，开

间 4.2 米，门高 2.6 米、宽 1.5 米。门柱门槛均作整块青石

条打磨而成。进入东西仪门，围绕长小天井，布置了供家人

使用的卧室、书房、堂屋等日常家居空间，组合成一个小巧

紧凑的天井院，四面房屋具是两层，以木楼梯连通。该处空

间尺度小巧、亲切宜人，外人不得擅入，属内部空间，东西

仪门成为划分内外空间的界限。 

东仪门内天井院，进深 5.4 米、开间 4.2 米，两侧为厢

房、东为书房、房内有黎元洪所题“缰马逢吉”匾额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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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为主人住房，厢房后为长 4.9 米、宽 4.1 米的小天井院，

两边有一米宽走廊。天井院两旁为厢房，后为堂屋，堂屋是

供奉祖先神位的地方。沿七步台阶而上，是宽 4.2 米、进深

2 米的阶沿，东西为月亮门，通往东西主房。靠天井院两侧

各有楼梯，通往厅楼，厅楼雨板上雕塑有百花仙子和福禄寿

三仙。 

西仪门装璜较之东大门更为壮观，门楼为“卧槽”形式，

开间 4.2 米，进深 1.1 米，门槛有一对圆形石鼓，雕有双狮

滚绣球和一对浮雕蝙蝠。门柱为大理石打磨而成，上有梅鹿

含花、鱼跃龙门等图案，门上扁额为“寻找乐处”。进西仪

门后为中厅，两边为厢房，后为天井院，再后为堂屋。整个

布局和东侧小院相同，天井院上施檐，滴珠板上雕有兵书宝

剑，三仙娘娘等图案。 

荆山民居受到封建社会宗法礼制观念的影响[1]，各部分

空间布局都遵循中轴对称,主从分明、内外有别的纵深发展

布局形成严整又富于变化的空间格局。 

（4）封闭、内向、防御性强的空间特征 

荆山山区居民大多是明清时期从河南、陕西、甘肃、江

西、鄂东南等多个省份迁徙至此定居，是典型移民地区[2]。

据冯氏逻围墓志铭记载，冯氏家族的进山祖就来自安徽凤

阳。荆山先民们抢占有利地形，一般要经历 5-6 代人的艰苦

努力，才创下可观基业，一代代繁衍生息。由于荆山地区山

地多，地广人稀，社会治安处于不稳定状态，加之野兽众

多，民居的防御性质突出。因此，荆山民居外观不开窗，

瞭或开小窗，即仅在房屋上部开设极小窗户，通风或 望，

这样就形成了荆山民居封闭、内向、防御性强的空间特

征。 

2.2 建筑技术成就 

荆山民居建筑材料以土、木、砖、瓦、石为主，遵循就

地取材原则，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技术成就，以冯氏民

居为例，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硬山搁檩式的砖木结构是冯氏民居主要结构形式。

由于荆山盛产木材，使得木结构成为民居结构形式首选。又

由于民居空间不大，最大的是堂屋，因而很少采用抬梁结构，

而是采用将檩条搁置在山墙沉重的方式。木结构承屋顶荷

载，砖墙承重又耐火和耐久，这样可将木结构和砖结构的优

点都充分发挥出来，且结构形式简单。 

（2）选用自然材料作为建筑材料且工艺精良 

冯氏民居的墙体分为四种：石墙、实砌砖墙、填斗砖墙、

木板壁。在大门最外面的纵墙和天井周边的墙体的下部 2

米高皆采用条石砌筑，发挥安全防御的功能，再上则是实砌

的砖墙，室内墙体则都是空斗砖墙，墙厚 380，斗墙内填塞

碎砖粘土，这样既可以节省建筑材料，强度高而热工性能较

好。木板壁，则主要用于朝向天井或院落一侧的外墙，做成

雕花木门窗，有较好的装饰效果。民居地坪中室外地坪全部

海墁青石，室内地坪有两种做法：青砖地面、灰土地面。 

（3）采光、通风、排水综合解决方案 

由于冯氏民居外墙不开窗，民居的采光通风主要依靠朝

院落或者天井一侧的开设门窗来解决。冯氏民居利用前后山

体地势高差，每一进房屋后部高出前部，这样每进房屋都能

得到充足日照。由于天井地面排水设施良好，屋顶流向天井

的雨水都能从高处顺利排向低处，这种通过天井总解决采

光、通风、排水的做法，体现了荆山匠人对地形的巧妙利用。 

2.3 特色鲜明的建筑装饰艺术风格  

冯氏民居和其他荆山民居一样有着古朴典雅的风貌，质

朴的青砖或土坯墙、黛色小瓦构成民居拙朴基调，与荆山山

脉青山绿水浑然一体，同时起装饰艺术独特，造型丰富，是

一组艺术价值较高、风格独特的民居建筑，具体体现一下几

个方面： 

（1）门楼以门罩做重点装饰 

冯氏民居东、西、中部的大门楼采用独特的实质门罩加

以装饰，其上万字、如意纹雕刻；门槛和门枕石均用青石打

磨而成，并雕刻有各种瑞鸟祥兽，门罩式大门使得冯氏民居

的造型朴素中见精美。 

（2）别具一格的屋檐装饰 

冯氏民居的檐口下装饰线脚丰富，或画龙描凤，或施淡

墨彩画，或施如意万字等吉祥图案，装饰感很强，在朴素的

青瓦屋面衬托下，显得十分古朴雅致。 

（3）精美的石雕和木雕工艺。 

冯氏民居中石雕、木雕艺术随处可见。荆山青石较多，

建筑的柱础、窗户、门框、台基等部位都采用精雕细琢的石

构件，为建筑增添了细节之美、沉稳坚实之美。 

冯氏民居的主要厅堂的室内门窗隔扇和板壁均雕刻精

美的人物或动植物图案；主要厅堂的梁架部分构件也做精心

装饰，如驼峰雕以精美的鹿、虎等动物图案，梁头以简约的

卷草纹装饰，含蓄典雅。 

4  结论 

冯氏民居是荆山民居的典型代表，它凝聚着荆山先人的

智慧，反映出明清时期荆山建筑艺术和技术成就，也承载了

一段家族迁移、“挽草为记”、 “辟在荆山”、艰苦奋斗的家

族历史，和明清荆山山区“荆襄流民”和“白莲教”等社会

史，荆山民居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科学技术及艺术价

值，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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