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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镇住宅建筑是当地历史记忆和人文记忆的重要体现，其建筑立面尺寸和装饰格调通常都和某些城市的建筑物、施工

方式和历史元素以及相关人文因素有关。本文通过分析传统村镇民居建筑立面改造中存在的问题，就传统村镇民居建筑的

立面改造设计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传统村镇民居建筑的立面改造设计能兼顾传承地域性特色、改善传统村镇的人居环境质

量方面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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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村镇中，对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功能相对完
整的建筑物，特别是住宅建筑，在合理保留其历史文化特色的
基础上，保留立面改造和翻新具有一定的价值。从建筑群的角
度来看，建筑风格立面是改造的中心对象。传统村镇的立面改
造不仅包括以保持传统建筑特色和风格协调统一为目的的立面
改造，也包括因改变建筑空间形态而进行的立面改造。

1、当前传统村镇民居建筑立面存在的问题

1.1  建筑风貌断层
1.1.1  1 单体建筑的风貌断层
单体建筑的风貌断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 村镇

内旧建筑物的体量不同、新建筑物立面的处理方式和旧建筑风
格的区别、传统装修元素的缺失等。这三方面的差别造成了村
镇新旧建筑在总体外观上的很大不同。因为，新建的建筑通常
是乡民们或由工匠组织施工的，并未顾及到村镇的总体风貌；
而且随着人们对村镇整体文化面貌的广泛理解与忽视，新型建
筑物的设计与施工也有着显而易见的技术问题，从而产生断层
现象。

1.1.2  2 建筑群体的风貌断层
当前传统村镇民居建筑群在风格和外观上断层，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建筑风格的缺失，另一方面是村镇
人群观念的变化。传统村镇的群体格局变化带来建筑群落的感
观差异；还有一方面，随着村镇和城市的发展，村镇和城市的
公共空间逐渐缩小，传统习俗逐渐消失。村镇街道上自发形成
的建筑活动影响了村镇居民的一些日常活动。这些原因可能会
导致建筑群体风貌的断层。

1.2  建筑存量品质参差
1.2.1  1 旧有建筑弃置损坏
城镇化的发展导致村镇人口向城市输出，村镇和城市产业

由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向现代化转变，劳动人口的外迁使传统村
镇显得空荡荡。长期以来，古村落兴建，特别是历史建筑遗迹，
部分村镇住宅因人口流失而长期空置，对空置房屋的破坏有所
增加，一旦这些建筑缺乏有效的保护，村镇对抗环境侵害的能
力就会下降。在每年出现大风、山洪等天灾等特殊气候灾害的
情形下，居民楼也常常遭到破坏。另外，由于村镇市民生活水
平的逐步提高，对电能和其他能源设备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
在电力消耗期间和发生火灾时，由于设备的规格、质量和维护
不佳，也可能出现火灾。然而，由于木屋的材料特性，传统建
筑往往在火灾中损失惨重 [1]。

1.2.2  2 基于旧建筑的无序拆改扩建
80 年代开始，许多传统村镇慢慢荒凉，以现代建筑物为

主导的新式建设慢慢出现。另一个对传统村镇的破坏来源于使

用者本身，最普遍的是本地住户和工匠对村镇传统建筑物的
拆卸、改造和增建。由于城市一体化的进展和计算机的普及，
村镇住户也准备好争取城市生活水平。但同时，随着家庭人数
的增多，由于原有的住宅空间不足，人们在郊区的村镇或城市
郊区增建一些建筑，而有的村镇则是逐步扩建，等待国家拆迁
政策的实施。而不管在郊区、在市镇中或者在远离城市的区域，
村镇居民的强拆乱建行为都是造成村镇建筑物要素破坏的重
要因素。

1.3  新建建筑对传统风貌的影响
传统村镇新建工程质量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材料质量和

施工质量。制约村镇质量提升的条件始终是建筑材料和施工成
本，而村镇居民在建筑美学专业知识和施工性能方面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这两种限制都导致材料和建筑成本较低的新建筑激
增。与村镇现有建筑相比，新建建筑存在质量欠缺。村镇传统
建筑的增建和修复过程也导致建筑整体质量下降。

2、传统村镇民居建筑立面改造设计的相关策略

2.1  立面尺度与形态的地域性设计对策
2.1.1  建筑群体尺度要素的提取与转译
传统村镇有着传统的建筑群落，并营造出了不同于现代都

市的空间气氛。除建筑风格之外，与传统村镇建筑的结合和街
道的空间尺寸信息也是产生这种差别的直接因素之一。对街区
和小巷空间尺寸信息的了解也能够影响人们对所在区域的总体
理解。在改造传统村镇的建筑立面时，最宏观的概念策略之一，
就是对传统街巷空间尺度上的元素加以抽取与平移。这主要涉
及二种考虑，一种是通过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对一些关于传统
村镇的地域层面的信息加以梳理。由于这类数据特征存在着一
定的地域普适性，可以反映出区域内村镇街道和小巷的空间尺
度特征。二是从建筑立面的高度、轮廓、街道等方面，将区域
尺度数据作为改造规划的外在条件，分形、同构地纳入到建筑
立面改造设计中。

2.1.2  地域性立面形态要素提取和转化
（1）传统村镇建筑群体形态的地域性特征提取

建筑群形式的地域特征有以下表现形式，一是沿街建筑在
街道空间中的前后关系。二是沿街建筑底层面积与街道空间的
相互渗透和动态变化。三是建筑对各种传统村镇的地形适应性
的表现。最终，建筑群的屋顶轮廓会根据地形和当地气候以及
工匠的不同区域特征而变化。提取这些要素，是对该区域的建
筑立面进行改造的基础 [2]。

（2）建筑群体形态地域性特征的转化策略
立面改造在重塑当今传统村镇建筑组合和民居建筑单一立

面的传统风格的同时，也需要兼顾住户的实际需求。根据目前
对传统村镇的调查，普遍存在着居民对现代建筑和传统村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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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装和扩建问题，以及现代外挂装置等实际问题。由于村镇
和城市居民的自发建造和陈设，尤其是现代房屋的立面形状与
传统的村镇风格截然不同。空间尺寸和立面结构将成为新立面
尺寸和成分的主要反映对象，传统风貌将成为改造设计的主要
边界条件。因此，立面改建的做法也不应该沿用传统观念，而
忽略了农村和城镇居民生活对建筑功能的需要。

（3）立面洞口的地域性特征提取
门窗孔洞等立面洞口也是个别建筑物立面的共同区域特

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立面开度和立面整体尺寸之间的
关系。二是建筑立面孔洞的形式，特别是门窗孔洞。三是建
筑门面开口的装饰与构造方式。在这三方面，人们都能够总
结与分析各个地方或传统村镇的地域特点，并以此为创新改
造的依据 [3]。

（4）传统村镇民居建筑立面划分和构件的地域性表现
在立面改造设计时，很难以传统建筑的门窗比例作为边界

条件。其中之一是，在村镇已建成的现代住宅中，拆除或更换
内置门窗增加了改造成本。第二个原因是，对于一些村镇的老
房子，调整门窗尺寸或更换门扇、门轴等部件，可能会对原有
建筑结构造成潜在的破坏，因此应谨慎行事。目前，在对传统
村镇立面进行改造时，针对原有村镇的门窗洞口，采取了以下
措施。首先是门口的入口，可以看到门口有保持原样，换上新
门扇的情况。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窗户上都可以看到变化，
这一步是由于需要优化室内采光通风环境，或者保持原来立面
窗孔，添加更多横梁的方式或增加原有窗孔数量来实现改造，
或是通过加大窗户孔洞周围构件的尺度，来改善窗户孔洞的比
例等。对不适应传统风格的窗户结构，可以按照情况加以替换
或调整。

2.2  地域性传统材料及营造方式的再现
2.2.1  地域性建材与当代建材的转化
建筑材料的划分不但决定了它们在各种地理环境中的丰富

程度，还决定了各种地理环境条件下的建筑工艺以及当地文化
审美情况。经过对全国不同区域城镇房屋存量的研究分析，一
方面要抓好水土工程建设，另一方面也要建立良好管理制度。
住宅建材的地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其所属地域的自然环境和资源
特点，以及地区的历史、人文因素和传统工匠通过建造技术选
用了特定建筑材料的实际情况。因此，建筑材料选择的地域特
点反映了特定的地域环境、人文和建筑技术。立面改造的设计
基于居住建筑的地域特点，因此需要在对传统村镇住宅建筑进
行大量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其建筑材料的地域特点。

2.2.2  地域性营造方式及其当代转译
建筑材料的提取和加工、砌体的建造、建筑立面的纹理和

构成方法是建筑的主要研究课题。地域性的建筑和某一地域工
匠的逻辑与村民和市民的文化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在设计立面改造时，需要对传统建筑的建造体系和某些村镇的
工艺进行梳理和分析。并通过最新的建筑技术和设计方法进行
重建和再现。同时，施工质量问题也是村镇立面改造的核心，
保障新建筑的质量比现有的要好 [4]。

2.3  立面装饰及色谱的地域性设计对策
2.3.1  立面装饰的地域性要素提取与转译
立面装饰的地域性要素提炼和转译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

是从传统村镇住宅建筑的立面装饰元素中提炼地域元素。主要
包含建筑立面的装饰图案和建筑立面边缘的装饰元素；立面的
设计，还涉及门窗的开口大小；从多个视角对中国传统村镇的
传统建筑特征加以分析与梳理，研究立面装饰地域特征的表现
方式。二是通过对地方元素的重新展示，在当前研究背景下，
把传统地域传统装饰方法转变为传统村镇建筑立面改造与设计
的新方式，主要包括了二种设计策略，一方面，在新建筑的立
面上象征性地展示了区域特征和传统的建筑装饰形态；另一方
面是，运用现代建材和工艺技术保存和修复建筑立面的传统装
饰，将损坏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后者常用于历史建筑遗
产修复，由于复制和修复技术越来越成熟和广泛，它也被用于
立面翻新的设计中。

2.3.2  传统立面色谱的提取与转换
在传统村镇民居的色谱图及其构成中提取区域信息，对研

究传统村镇民居建筑立面改造与色谱式改造具有重要作用。传
统村镇民居改造设计实践流程，包括以下注意事项。首先，从
实地考察，分析传统村镇立面的色谱图及其构成的地域特征。
其次，从立面改造创新对策的角度，将各个村镇的色谱图和库
存信息作为立面改造的基础，在传统村镇的立面改造中应用现
代涂料，大型翻新项目中的现代涂料的使用解决了传统建筑立
面色谱的局限性。

3、总结

根据以上内容分析，我国传统村镇立面改造存在普遍性
问题，建筑设计人员要联系当前问题，对立面改造的区域特
点进行定位。在改造立面实践中，对区域信息的提取和实施
效率进行有效评价。目前，中国传统村镇缺乏地域特色，立
面改造设计应考虑回归原貌，在对某些传统村镇的传统风貌
进行认真研究和深度分析的基础上，再根据立面建筑特点进
行设计和改造，进而提升村镇环境以及实现对建筑和文化遗
产的传承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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