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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传统坊间建筑 

许广浩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烟台南山学院  山东省聊城  252000 

【摘要】我们看到传统意义上的中式世界坊间中式建筑设计系统多姿多彩，承载了不同历史地区的不同建筑文化，不同的建筑信念。从我们

中国传统的西方坊间房屋建筑中的细节设计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传统中西方坊间房屋建筑的主要艺术特点之一就是：传统房屋建筑和坊

间设计的巨大差别以及现代房屋建筑设计概念的不同。导致中西方不同传统的各种坊间形式建筑之所以如此存在巨大差异，就在于需要综合

考虑影响到中西方的坊间建筑和传统文化。中国古代的土木建筑以其精巧的古代木材结构作为主体建筑物的构架，讲究的特点就是它们的对

称美，有着和中国儒家思想相通和融合的古代建筑设计概念。西方的现代建筑同样以自己在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时期独特的建筑艺术和现代

建筑风格深深铭刻于人类历史的每一个历史朝代，发出了璀璨的艺术色彩和璀璨光辉。通过中西方西式房屋和中国坊间西式建筑的不同历史

文化演进和西方房屋建筑空间的文化对照，可以看到充分体现中西方各自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文化上，制度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物质和文化

精神社会文化的现状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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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这些建筑以其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向世界上的人们介绍者各自

的地区、不同民族的思想观念、宗教感情、审美风格等。中西传统

建筑文化的基础包括建筑的特色、艺术风格、人文意识和理念，尤

其重要的是它们产生与发展的渊源诸多方面之明显差别与不同的根

本原因主要就在于它们所生成的文化土壤不同，即不同的地域文化

或者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一、中西传统坊间建筑的状况分析及其意义。 

我们百姓生活的坊间建筑是每个地方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

历史、环境、经济、文化等等因素建筑不同的形态。坊间建筑作为

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繁荣、文化兴旺的象征，以独特的建筑

形式传递着大量历史资料，是各个地区独特的一种当地文化的一个

集中表达和体现。到目前为止，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古建筑被摧

毁。现存建筑大多分布在山区和农村地区。城市中常见的有一些高

层建筑所包围的古代建筑遗址，保护状况堪忧。目前状况如下： 

一个问题就是农村人才的流失，老旧的建筑物没有被人们照顾。

尤其特别是在国家级的贫困地区，这些贫困地区的经济收入主要是

由于劳动力的输出。最近 20 年以来，农村的青壮年大多到上海、北

京等一线城市外出打工，而在农村的留守儿童只有少数老年人和未

成年儿童。分布在乡镇的大街小巷中的寺庙、祠堂、牌坊、戏院、

水磨、旧房子等老式建筑物都没有被人们看管。此外，由于长期受

风吹雨打造成的自然破坏，建筑被遗弃、倒塌严重。 

二十年来，随着当前我国推进新农村体系建设各项工作改革进

程的稳步加入深化与有效推进以及当前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城镇居民

人均生活消费总额的不断快速增长，农村贫困地区进行拆旧又改修

新的风潮盛行。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大部分小型坊间的农村建筑

物建造及其土地所有权仍然认为应当完全属于一些村民或者个人所

有，大量的小型民间或者坊间农村建筑物已经被一些村民私自建造

拆毁，取而代之的却也只能仅仅是村民建造成了一种形式单一的小

型现代化农村住宅楼。 

三个特点是由于我国大都会城市的发展速度比较快，坊间的建

筑也备受冷落。随着我国现代化都会建设步伐的不断推进，原本位

于繁华闹市区中心地段的古老建筑多已被大厦和高层住宅所包围，

街道逐渐变窄，路面泥泞，消防机动车辆也无法正常通行，加之由

于古建筑周边的人口稠密，坊间的建筑安全也得以及时提供了保障。

而且遗址的保护资金十分短缺。坊间房屋的维修和保护工作存在着

严峻的挑战。对于未纳入国家文物保护范畴。 

中国建筑可以展现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建筑风尚，如砖雕、木

雕、门楣斗拱等。不同时期建筑风格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不同时期

建筑风格的不同。中国建筑可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居民生活。 

1.坊间古风时期 

当代考古学的一种新发现，让坊间传统建筑在其中萌芽后的上

界不断向前延伸。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最初的原始社会后期

到夏商年间，街上建筑物的演化并没有真正走出"毛祠土街"与"拓扑

空间"两个阶段。"清宫瑶台"的山水描写很有可能仅仅只是后人的夸

张，"石室"、"崇武"的坊间建筑体系尚未形成规律。在楚辞、汉赋

的历史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许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该区域坊间建筑

风格的影子。 

2、溯源同流期 

魏晋时期，汉制被修改。比如，坊间房子靠近中轴线北侧，实

行"东西殿"制。棋盘形的道路和内部，以及陵墓系统的实施。这些

均影响到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一种坊间式建筑系统。西晋荀学、辨

律、检法，也是一个关系到制度构建的重大事件。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动荡，仕途危难，战乱频繁，为佛教文化和建筑进一步传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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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期提供了良好契机。文人的禅、玄、俗、山、水的价值观和精

神状态，以及芜湖在中原的到来，使游牧部落在汉代定居下来，也

给汉代带来草原文化的一些特点，如悬在空中的悬挂，似乎有一种

内在的联系，挂帐篷与软木屋，草原人民喜爱的绿色与坊间庭院的

青绿画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随着西部交通事业的发展，丝绸之路

带来的建筑元素融入到中国体系中，并在中国体系中注入了西域的"

虎气"。因此，古代习俗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

朝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演变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期。这一建筑变革的

主旨是追溯中华文化圈内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源流，为"古典时

期"的到来提供丰富的文化积淀。 

3、古典时期 

隋唐大一统再次整合了南北朝坊间建筑体系，具有相同的差异。

对周制的考证是与汉魏以来的建筑遗产相结合的。由于宋代商业和

对外贸易极为发达，故宫建筑提炼了历代的文化积淀，进行了精细

的整理和提升，技术发明层出不穷。宋代建筑继承了方店、五代以

及后来的元明清时期，使古代建筑体系从隋唐鼎盛时期进入成熟阶

段。 

二、西方传统坊间建筑历史演进 

1.欧式古典时期：古希腊，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

洛克式和洛可可式及美国殖民地时期风格样式。欧式风格：欧式传

统样式的统称，典型的古典样式包括多立克柱式，爱奥尼亚柱式，

科林斯柱式。哥特式风格：尖塔高耸，尖形拱门，大窗户及绘有《圣

经》故事的花窗玻璃。巴洛克风格：外形自由、追求动态、装饰和

雕刻富丽、色彩强烈、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洛可可风格：

比较细腻柔媚、常采用不对称手法，喜欢用弧线和 S 形线，爱用贝

壳、旋涡、山石等题材。 

2.新古典风格时期：保留了欧式古典的原始材料，色彩大致风

格，简化线条。"形散神聚"讲究艺术风格，追求精神神似用现代建

筑材料和手工艺术追求传统样式大致的轮廓用室内陈设品来打造烘

托气氛。 

3.现代建筑时期：最早概念起源于 1919 年美国成立的包豪斯学

派，重视其建筑功能与整体空间的相互组织，注意其整体结构本身

的功能整体性和形式美，造型简单性并崇尚其整体构成构造工艺，

尊重传统建筑材料，发展了非传统的以其整体功能和空间布局结构

设计方式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不对称建筑构图表现方式建筑设计科学

技术。 

3.后现代主义中国建筑装饰艺术发展时期：十分强调传统建筑

和室内装饰设计的各种复杂性与矛盾：十分讲究传统建筑中的艺术

传统文脉，追求独特的艺术人情味：十分崇尚艺术隐喻和运用象征

主义手法：大胆地大量运用了建筑装饰和彩绘颜料；积极推动经济

政策改革提倡社会经济的功能多元化、多样性。这也正是当前我国

特色现代主义对于不断适应我国时代形势变迁所迫切需要的进一步

理论改革。 

三、传统中西方宫殿建筑空间比较 

从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结构布局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建筑主要采

用封闭型和集中式的群体空间结构，在地上进行平面的铺开。中国

不管何种房屋建筑，从古代的住宅建筑到现代的宫殿，几乎全部呈-

一个规划的格局，与"四合院"的模式相似。它的价值性通过人们对

于群体化的建筑之美进行了体现。而西方的建筑却是以开放为主的

单体空间结构格局，向高空方位发展。如果说中国的建筑已经占据

了地面，那么西方的建筑也已经占领了时空。3.在研究中国现代传

统风格建筑的主体造型装饰设计结构方面，中国现代传统风格建筑

的主体房间墙和屋面造型结构主要呈柔和的倒梯形抛物状和曲线

状，屋项的横向上部左右倾斜横向坡度相对较陡，下部横向倾斜较

平缓，这样既不仅可以同时便于有效防止室内雨水的快速排泄，又

同样可以同时有利于室内的充足日照与通风透气。在所有采用单檐

歇山顶与整座房殿歇山顶相接和连接的整座建筑中，屋檐均可以有

意地将其做成微微的向两侧围墙倾斜和微微升高，特别是需要值得

注意的一点是将整座房屋的外部围墙角落和部分屋檐做成明显的翼

角抬起，形成一个屋檐翼角若干似翼如飞的独特意境。对比西方古

代经典中式建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屋檐实例，帕特依西斯神庙，它

的整个檐部则被人们认为也就是把它们一起做成了屋檐中心微微有

些凹陷或者微微凸起的一条曲线，正好说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经典中

式建筑的整个屋檐与这曲线完全正好相反。西方此突出的曲线就像

也会随之产生--种种的推进挺拔、平整的立体艺术视觉效果。西方

时期古典建筑的柱式主要采用具有明显的侧脚收合部分和侧脚卷

杀，希腊时期古典建筑的中式柱子主要采用还有卷杀侧脚和起足三

角柱等可以进行减细加粗的各种审美风格处理柱子手法：但是这相

对比其他中国正统古典建筑，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唐宋明清时期正统

古典建筑中中式柱子的侧脚收合部分以及卷杀与侧足起脚也极为常

见，这些处理手法充分反映了现代人们对于审美风格处理柱子手法

的一种共同性，只是这些古典柱子因为人们使用的柱子材质不同而

在粗细比例上就可能会明显有所谓的差异。 

四、总结： 

虽然我国拥有自己古老的民族和文化、五千年历史，形成了独

特的建筑风格，但由于在国外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建筑也

受到西方传统建筑艺术风格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在开展建筑艺术创

作时采取的一种态度就是：努力寻找西方建筑文化和中国民族优秀

传统建筑艺术的结合点，把握好当今我国建筑艺术创造的一个大方

向，探索当今我国建筑艺术创造的发展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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