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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古镇传统民居空间造型研究

——以席子巷为例

雷雪燕

成都学院艺术设计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本文以李庄古镇传统民居代表之一的席子巷建筑为出发点，通过对李庄古镇的调研结合李庄古镇的历史背景以

及发展脉络，探索李庄席子巷传统民居空间布局形成的各方面原因以及形式与功能，归纳该地区传统民居院落空间的立体结

构，再将该地区中的具体案例加以分析，并对其中的新旧民居结构进行比较，总结出李庄古镇传统民居空间在新建民居中可

以借鉴应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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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李庄古镇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占地面积约为 67.2

平方米，其核心保护区 0.46 平方公里，被誉为“万里长江第

一古镇”。李庄古镇除了一眼望去精美宏伟的殿堂庙宇，其

魅力还体现在古镇中遍布大街小巷的传统民居，这些民居展

现了李庄古镇的民风民俗，对于川南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有

重要参考价值。本文所研究的席子巷是李庄古镇保存较完整

的几条明清时期街巷之一，这些街巷在过去多是从事某种商

业活动并以此命名，席子巷，过去则是一条上店下宅加工和

销售草席的小巷。小巷左右两边依次排列九间民居，都是一

楼一底木建筑，穿斗结构，二楼为木挑吊脚楼，上有屋檐，

檐口两边相距仅半米，从下仰视仅见一线天日，所以又得名

“一线天”。

本文深入剖析李庄席子巷民居的建筑空间特点，对其平

立剖面的特征进行归纳，从而总结出其建筑空间特征。通过

对其历史、环境、建筑等方面的研究，分析其形成此种空间

布局的原因，从空间构成的角度理解席子巷民居的构成原

理，如今生活和时代的变化使得当地产生许多新建住宅，而

新建住宅需要和当地传统住宅建立融合和传承的关系，因此

找到新旧住宅之间在空间造型上的共通之处，并且传统建筑

也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使得传统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2 李庄古镇席子巷传统民居空间分析

2.1 席子巷民居空间布局的特征

本文所研究的席子巷民居始建于清朝初年，起初是专门

售卖席子的地方，故名席子巷。席子巷左右两边分别为九间

联排民居，略成对称形状，全是木榫穿逗结构二层小青瓦房，

席子巷宽约 2.5米，巷子两边民居的屋檐向外延伸，两边屋

檐边缘距离约为 40厘米，因此身处巷中仰望天空只能看见

狭窄的一线，又名一线天（图 1）。巷子中坐南向北的九间

最先完成正中间的三间比左右两边的三间略高，作为正房，

但正中间的二层并未挑出而是与一层房面垂直，形成凹字

状，而坐北向南的九间又分为两次建成，先后建成了五间和

另外四间，席子巷民居坐南向北的九间比坐北向南的九间略

高，而坐北向南先建成的五间又比后建成的五间略高，整体

布局错落有致，显得灵活生动。

图 1 李庄席子巷“一线天”

2.2空间布局形成原因

关于李庄古镇席子巷民居的空间布局形成原因，本文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从当地的地理环境来看，宜宾位处三江交界处，

河流支系发达，而李庄古镇位于长江南岸，建设了码头，来

往船只贸易繁多，因此古镇上的商业十分发达，许多商户在

此进行交易，于是就衍生出了丰富多样不同类型的商业街，

古镇面积不大，而日常居住和来往商旅众多，因此其中的建

筑布局紧凑，席子巷作为其中一条商业街，巷子左右两边距

离仅 2.5 米，巷子临江而建，两端巷口又有街房阻隔，使得

冬日江边寒风不易进入，起到一个保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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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当地的气候来看，川南主要是亚热带湿润气候，

该地区多雨季，并且空气湿热，而当地建筑为木结构，墙面

多为土墙，为了避免雨水打湿建筑立面造成墙体和木构架的

剥落和发霉，因此川南地区的建筑多出檐深远，席子巷内民

居左右相隔很近，加上为了避雨所延伸出的屋檐，使得两边

檐口十分接近，于是就形成一线天的景观，而潮湿的气候使

得一楼并不适宜人的居住，因此当地多为一楼一底的木建

筑，加上川南地区夏日高温多雨，两边巷窄使得阳光照射不

多，使得夏季十分凉爽，适宜居住。

第三，从当地的民风民俗来看，按照川南民居的建筑习

俗，后紧邻修建的房屋必须低于先修建的房屋，这意味着先

建的房屋处于高人一筹的气势，否则会引发很多邻里争端，

席子巷的十八间民居分为三次建成，因此按照这种习俗使得

整个席子巷民居建筑布局高低错落有致，并且正房需要与其

他的开间区别开来，以显示其地位不同之处，因此正中三间

也需要略高于其他几间，最中的一间二层并未作成出挑形式

而是与一楼立面垂直，使得整个立面呈凹字形。这些习俗影

响着整体建筑群落的布局，也形成今日所见的高低错落席子

巷民居。

第四，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当时正处于清朝初年，

天下为满族所统治，明朝的遗老遗少还未能从汉人天下的思

想中完全脱离，因此巷子中的民居先建成的九间和后建成五

间以及地面铺设的恰好为九十五块的青石板都意喻着汉家

皇权的九五至尊的含义。

2.3 空间形式与功能

席子巷民居为一楼一底木结构建筑，左右共十八开间，

且为穿斗结构，二层为木挑吊脚楼（图 2）这些民居保留了

明式建筑简洁明快的风格特征，明朝的民式建筑使用青灰色

的砖墙瓦顶，其梁枋门窗的材质为木质，并保留其原有的颜

色和质感。一楼一底的民居形式由于气候原因在川南地区十

分常见，所谓一楼一底就是指二层楼，上下为一间房，二层

的木挑吊脚楼采用单吊式（图 3），有人称之为“一头吊”

或“钥匙头”。它的特点是，在正屋方向的厢房向外延伸底

部腾空，下方以柱子作为支撑。

图 2 木挑吊脚楼结构

图 3 席子巷民居吊脚楼

这种空间形式主要是为了席子巷民居的功能服务，席子

巷作为一条从事商业活动的街巷，商业功能自然成为其首要

功能，因此这种一楼一底的建筑形式就将一层作为商铺，二

层则为居住空间，并且当地的气候湿热也决定了一楼不适宜

居住，二层的出挑结构也从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室内居住空

间，席子巷由于巷窄，因此将居住空间置于二层则可以采用

出挑结构，若位于一层则会导致巷子过窄，使得交通不便，

并且从人的心理和生理层面则会感到压抑，对于邻里关系来

说，适当的邻里社交距离才能提升居住舒适度。

3 李庄席子巷民居建筑的空间构成形态

3.1席子巷民居建筑造型特征

席子巷民居均为一楼一底木挑吊脚楼，一家一户，因此

从平面上来看，并没有丰富的特征，仅为连续排布的九间，

且一楼均为商铺，巷子中间的路面铺设青石板，巷子宽约 2.5

米，长约 60 米。

整个席子巷民居高约 5 米，每间面宽约 6.5 米，二层挑

出为凸面，正中一间二层未挑出而是与一层立面齐平，巷子

左右两边共用八根近丈长石柱，正中一间则又用二根浑圆木

柱作为门面房架支柱，房檐下有两颗木材雕刻而成的球状物

体作为装饰。（图 4）一层除木门外还有两扇矮门，与人腰

部齐平，故称为腰门（图 5）。腰门的作用一是为了防止家

中孩童偷跑出户以及家养宠物外窜，二也是为了采光的同时

又不至于门户大开，起到保护隐私的作用。在封建时代，女

子往往是处于深闺不宜露面，为了让女子在家中操持针线时

既能有足够的光线照明，又可以有所庇护，不至于给人留下

抛头露面的印象，因此前人便设立了腰门。二层立面在高约

二分之一处开窗，为直棂窗（图 6），棂的意思就是长木，

因此窗户中间的木条被称为棂子。直棂窗是窗的一种，窗框

内用直棂条（方形断面的木条）竖向排列有如栅栏的窗，该

窗不能开启。除了直棂窗外，席子巷民居的窗户类型还有格

子窗（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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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门面房柱 图 5 腰门

图 6 直棂窗 图 7 格子窗

李庄席子巷民居的屋顶属于悬山式，悬山式屋顶有一条

正脊，四条垂脊。古时注重等级制度，而悬山顶比庑殿顶和

歇山顶等级低，因此为百姓所用于建造民居。悬山顶和硬山

顶相比，悬山顶有利于防雨，而硬山顶有利于防风火，因此

在湿热多雨的川南地区多用悬山，北方则多硬山。席子巷民

居屋檐出挑深远，采用的是单挑出檐（图 8）。

图 8 单挑出檐

3.2 席子巷传统民居更新

如今的李庄已经发展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旅游景

区，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李庄古镇上除了核心旅游景区还保

留着传统的建筑，其余地区早已有了新的面貌，越来越多的

现代住宅正在兴起。席子巷民居的建筑形式和造型都是过去

最普通的百姓所能接触到的，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建筑，一楼

一底的二层木挑吊脚楼有着独一无二的形式美感，现在的商

业和居住早已分离成为两个独立的功能体，街边林立的大大

小小商铺都采用模式化的现代风格，缺乏地域风格和特色，

因此作为川南民居的代表性建筑之一，席子巷民居的建筑形

式可以运用到现代的商业体中，打造出川南特色的购物中

心，形成一个综合的购物商业建筑群落。可以借鉴成都太古

里的建筑模式，将席子巷民居这种川南建筑形式和造型融入

到现代建筑中。

李庄古镇的旅游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当地存

在大量对于旅游住宿的需求，李庄的居民也有意识的将自家

住宅建设成农家乐或旅社，但是缺乏相关设计经验，没有完

整地展现这些传统民居的魅力，不能很好地将现代设计和传

统建筑形式结合起来，使得这些旅游住宿对游客的吸引力不

高，因此可以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民宿，席子巷民居可以作

为其中一种民宿类型，引入席子巷民居特色的建筑造型，采

用部分传统材质，使其古朴的韵味得以保留，再对内部进行

设计规划，使其保留明清时期民居内部陈设和结构的同时加

以现代化酒店的配套设施，这种形式的民宿可以让游客在游

览当地传统建筑的同时，还能深入到内部感受这些传统建筑

的使用功能。

4 结论

通过对李庄席子巷民居进行研究，了解到了李庄席子巷

民居的建筑空间布局以及建筑造型特色，对其布局形成原因

的分析，得到了如今席子巷民居布局的形成是受气候、地理

环境、民风民俗、社会背景的影响，有了如今高低错落有致，

多样统一的席子巷民居布局。同时建筑的功能和形式之间相

互影响，形成了这种上宅下店的建筑形式，以及巷子的紧凑

布局使得为了节约巷子通行空间而产生了吊脚楼建筑造型。

本文还绘制了席子巷民居的穿斗结构图、屋檐出挑结构图以

及民居平面布局图，通过相关图纸绘制分析，对席子巷民居

的建筑结构和造型原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达到对席子

巷民居造型研究的目的。最后对席子巷传统民居的现状进行

分析并结合目前李庄的发展情况对当地民居的更新提出建

议，主要是打造川南传统民居特色购物中心，以及席子巷特

色民居民宿空间，使得传统民居形式造型与现代设计相结

合，达到对传统民居造型和历史文化的宣传作用，使得更多

的人能够了解到当地的民居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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