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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民居院落初探 
— — 兼析库区民国时期院落空间形态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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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民国时期修建的长寿左家大院为例，对库区院落空间的一种典型类型进行分析， 

探 索 此 类 院 落 空 间形 态 的 内涵 与 演 变规 律 ，初 步把 握 库 区院 落 空 间的 总体 意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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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还要认识各 自所在的地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都要批判地审视过去 

的一切，正对现实问题， 无限热情、毅力和勇气，探索各 自的道路，迎接未来。 

— — 吴 良镛《世纪之交的凝思：建筑学的未来》 

三峡库区民居院落的研究 ，总体上属于地区建筑学研究的范畴。赵万民教授所著的《三峡工程 

与人居环境建设》中提到：”三峡库区城市、街道、建筑的空间形态，因为山地、长江的特殊环境，构成 

方式十分典型，人工建设融于 自然，传统文化寓于现代，地方建筑再生于时代潮流之中 ，构成了三峡 

地域十分特殊的人居环境 ，在我 国城市与建筑文化的类型学中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库区乡土 

建筑的特色是建立在地区的地理、气候 、技术、文化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形态的基础上 ，上千年 以 

来，一直传承和发展着。这些建筑不仅是设计者创作灵感的源泉，而且其技术与艺术本身仍然是 当 

今建筑创作中可资利用的、具有活力的素材。 

三峡库区的传统民居院落空间，按照所谓的中国四台式居住体系划分方式⋯来归类，大体上属 

于以中国东南地区为代表的天井式四台院体系。仔细研究其形态规律 ，可 发现 ，它又部分地吸收 

西南民族地区特有的建筑形式 ，结合山、水的自然环境 ，使院落空间更加丰富、活泼，生动地体现了 

地域文化的特色。这种园地制宜、兼收并蓄、大胆创新的院落空间形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并有 

着科学合理的技术内涵，从秦汉、唐宋至明清不断地发展与完善。大量至今仍保存较好的院落建筑 

是库区社会、经济、文化、艺术 及地方建筑技术研究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本文以重庆长寿县西街左家大院为例进行探讨 左家大院是民国时期左姓富商修建的宅院。 

与传统院落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不同，大院明显经过设计师精心的设计，是适应地域文化与地理 

状况的理性表达，是在新的技术中引人地区建筑的形式与空间组织的范例。从一定意义上讲，左家 

大院代表着民国时期设计师对传统院落空阃的理解与继承，同时也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建筑风格。 

1 左家大院的空间形态特色 

1．1 总体布局与空间组织 

左家大院所在的长寿西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下临长江，街道两边多为清代修建的山地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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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结构四合院。整个片区坡度较大，平均为 15％ ～30％。大院座西向东，背山面水，在整个山水景观 

和街道空间中显得和谐而又有个性 (图 1)。初建成时平面对称 ，后来又在南面进行 了_扩建，总占地 

约面积约 460 。左家大院的平面原型仍是属于天井式四合院类型，但较之库区常见的这种合院原 

型，它又明显受到西南民族地区的“一颗印式”四合院型制的影响。建筑为两层 ，体形方正、高大。三 

间正房 ，两侧楼梯，下面厢房， 及二楼由连廊、房间整个连为一体的布局方式 ，与“一颗印式”型制 

相像。宅内居民称其为“走马转阁楼”(图 2一图 6) 

同 l 左家大院与长寿西街的形态关系 

2 左家太院接地层平面 

圈 4 左家太院与周边环境的关系 

阿 3 左家 走院 顶层 平 

囤 5 左家大院的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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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左家大院与山地地形的结合 

一 擅  
图 7 左寡大院北立面图 图 8 左家大院东立面圈 

1．2 西方建筑文化对空间形态的影响 

从清束宜昌、重庆相继开埠 ，到民国时期接受西方建筑教育 ，使这一时期 的地区建筑风格逐渐 

出现了转变 与此同时，三峡地域民国时期的院落空间形态也普遍地受到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从 

左家大院来看 ，虽为直观的是 ：建筑结构采用砖木粱柱结构；外墙为黑色清水砖墙，石灰勾白缝；天 

花横铺望板 ，室内木嵌地板 ；门、窗造型大量采用拱券形式，柱子、落水管的顶端以当时极为流行的 

欧式“白菜开花“作为装饰。从院落的整体体量到装饰线脚，都与当时库区的西洋教堂风格类似(图 

7，图 8)。西式风格使院落空间呈现出坚固、明亮 、简洁的特征，但同样是 由于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 

又导致了传统院落空间韵昧的局部丧失。譬如 ：厚重的墙壁和粱柱将空间划分得十分精确与对称， 

使整个建筑布局略显呆板与拘谨；另外 ，传统庭院空灵的门窗使房间与庭院具有良好的内外沟通 

性 ，不但采光、通风的要求得到很好的满足，公共空间、半私密空间、私密空间层次丰富且可灵活渗 

透。但当完全封闭的门板与镶着花玻璃的窗扇取而代之后 ，空问的过渡与转换 、开敞与闭合变得过 

于明确与生硬，诸多微妙而含蓄的功能与意义就此消失了(图 9)。 

a1 传统的天井空间过渡与转折细腻 天井 h】 左家大院空问划分生硬 ，空间映乏过渡 

内外沟通性也较好 天井的内外沟通性较差 

图 9 左家大院与传统院落空间形态的对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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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传统院落空间特色的延续 

在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社会文化的传承性使本土的传统建筑文化也继续得到弘扬c不但 

中国传统官式建筑的做法在这一时期的巴蜀建筑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如院落屋顶采用庑殿与硬山 

相结合 ，是民国时期较常用的手法，为历史上库区院落屋顶所少见)，地 区的传统建筑艺术与技术特 

色也得到继承与发展。 

1．3．1 山地院落特色的继承 

左家大院由于建成的时间较晚，西街用地条件较好的地段已经全被用尽，院落不得不在较陟的 

地形上进行布局。从太院正门到后院有 7 m的高差，也就是说，建筑坐落在平均坡度为 30％以上的 

坡地上。此坡度超过了该地区可建用地坡度的最大临界值。整个 院落分成三台处理，随台拖厢，灵 

活运用两侧楼梯 ，结合错、坡等手法 ，充分争取空间，使建筑上下三台巧妙连接，浑然一体，丝毫不显 

局促 。另外 ，由于天井的垂直交通功能变得非常突出，完全被踏步 占据，其形态已变异成为库区独 

有的一种天井类型。后院高处浓密的黄葛树为院子形成 了天然 的遮荫空间，周围的小天地也为主 

人享受春华秋实之趣提供了条件。由于山地地下空间利用高差而易于获得，太院结合时势充分利 

用了其蔽护功能。抗战时为躲避 日机轰炸 ，院落进行了扩建 ：在后院下面挖了防空洞 ，南面又增建 

了两问房，便于在空袭时人直接从院落内部进入防空洞。从建筑空间的组合上，山地建筑的特色得 

到充分的体现(图 2虚线部分)。 

1．3．2 传统 文化 意蕴 的创 造 

院落的建筑造型虽为西式风格 ，但从对院落内某些局部空间设计与创新的处理方式来看，传统 

文化的意蕴不但投有丧失，还显得更有特色。譬如，堂屋的空间设计即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 

堂屋由木隔板作软隔断，隔板前搁香火案 ，隔板后是一口 

井 ，井 的上部一、二层空间局部连通 ，望板与屋面之 间构造 

了一个采光井，，用亮瓦采光。微弱的阳光透过采光井投射 

在香火案和井的周围，堂屋便笼罩在一片神秘与吉祥的气 

氛中 (图 lO)。这样简单的空间处理手法 ，虽然传统 的味道 

很足，但又是大胆创新的方式，这也正是民国时期建筑文化 

演变的特色之一。 

1．3．3 本地适宜技术的发展 

创造性地运用适宜技术 ，也是左家大院体现地方建筑 

观的独到之处。院落建筑已被认为是 自古以来就有 的健康 

建筑。⋯其 中蕴含的地方建筑技术经过长期 的的经验积累 

与总结，在左家太院对适宜技术别具匠心的运用中得 到体 

现。此处仅以院落创造建筑微气候 ，对通 

风进行引导的设计为例来分析 。由于三 

峡库区夏季时间长，气温高，闷热少风， 

而靠近江边的坡地为产生凉爽 的空气提 

供了可能。后院枝叶浓密的黄葛树、堂屋 

里的井、以及天井 的汇水池提供了冷空 

气的补给源，为了强化建筑风，堂屋与主 

要的厢房地面还巧妙地设计了 “风眼”， 

将冷空气的作用面扩大 ，从而加强了空 

气对流，与天井的抽、拔风功能 ，共同组 

成一个 自然的通风系统 (图 l1)。吴 良镛 

教授在 《21世纪的凝思：建筑学的未来》 

圈 10 堂屋室内透视 

图 11 建筑风 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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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书中指出：“只有植根于文化土壤的技术，才真正是 21世纪的高新技术 。”⋯这一技术系统的功能 

内涵已覆盖 r心理范畴，变得颇有文化含义。笔者在库区八月的炎热气候中，切身体会到这座院落 

带来的和风与荫凉。这种充分利用环境资源，且把技术与人文结合的设计意识对当今库区城市设 

计与建筑设计方法无疑会有很大的启发。 

2 民国时期库区院落空间演变的规律 

中西方文化的剧烈碰撞决定了民国时期是三峡库区院落空问形态演变的一个特殊时期 。一方 

面，统治阶级在传统宗法礼教观念的深刻影响下进行治国。正如向楚在《巴县志》中记载：“县奉省 

政府训令，转奉蒋委员长电开：‘国于天地 ，必有与立，孔子之道 ，昭垂二千余年，为我国民族一切文 

化之中心，凡忠、孝、仁 、义、廉、耻之各种固有美德，莫不秉其渊源 ，受其化育，后世建庙崇祀 ，理宜永 

承勿替” ；⋯另一方面，封建王朝的寿终正寝，以及西方文化依靠其强大经济后盾的强行渗入 ，又使 

统治阶级在这一时期对新文化的倡导中带有相当的西方色彩。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建筑文化也有了较大的变化。作为致力经商的贾客 ，左氏在长寿当地 

是一个常有慈善义举的富商，也有较好经济能力和文化修养 ，这为传统院落空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院落空间形态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左家大院是与当地的自然环境 、当时的社 

会、经济、文化环境和技术条件结合的一个设计典例。它代表着民国时期库区院落空间形态演进的 

特色。从这些特色中，可以大致看出民国时期库区院落空间的一些变化规律 ： 

1)西洋建筑风格 自清末随宗教的传人而开始发挥其影响，经过长期的演变，到民国时期 ，专 

门的西方建筑教育与民间对西洋建筑的模仿都使院落空间的品质发生改变。从具体的形态来看， 

建筑实体性强化 ，空问呈现出一种明确与对称的倾向。 

2)政府的政治决策和社会传统观念要求在建筑中弘扬中国传统的 “国粹”精神 ，体现在民居 

院落中，即是传统 的院落空间文化和形态继续发挥影响。 

3) 自清末民初较大的院落开始向园林式院落发展 ，到了民国时期，军阀官僚 的花园住宅逐渐 

增多。譬如 ，重庆江北地区就有三十多处园林式院落。这类院落注重利用前庭后院有 限的空问，因 

地制宜，综合 园艺、雕刻 、书法、绘画等艺术，其园林空间的建构手法也同样融合中西方文化，体现了 

文化与时尚的演进。 

4)民国时期更为注重对技术的创造与革新。建筑结构技术有了明显的转变，构造与物理技术 

也在地方适宜技术的层次有了较大的刨造与发展 ，反映出地方建筑技术刨作观念的延续与进步。 

综合全文可以看出，左家大院是民国时期三峡库区传统民居院落的代表之作 ，也是探寻民国时 

期院落空间形态演变规律的实存佳例。从左家大院中反映出的三蛱库区传统院落建筑利用台理 

的 、结合地方技术和建筑材料来解决地理气候和文化需求问题的地方建筑学方法，对于库区大量移 

民迁建的安居工作也不乏积极的借鉴意义，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探索。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导师赵万民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唐鸣放老师的大力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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