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徽州曾是一个行政区划概念。隋唐置歙州，治

歙县，唐大历五年（公元 770 年）歙州始领歙、休宁、

黟、婺源、祁门和绩溪 6县。宋宣和三年（公元 1121

年）改歙州为徽州，仍辖 6县。在历史上，由于战乱

等原因，古徽州成为中原人口 3次南迁的重要迁徙

地。南迁人口不乏世家大族，他们聚族而居、举族

迁居在徽州境内形成众多的古村落[1]。徽州古村落

是我国保存相对较为完整且丰富的古村落群之一，

其主要代表有西溪南村、许村、呈坎村、西递村、宏

村、唐模村等。更为重要的是，它凝聚着古代先民

适应自然环境、改造利用自然环境的生态智慧，彰

显出丰硕的生态设计思想，对设计学、生态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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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境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案例价

值和指导意义。

目前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对徽州古村

落的研究。陆林[1]论述了徽州古村落的演化过程，

系统分析了古村落景观特征和机理。刘源[2]论述了

徽州古村落的文化变迁。许存福[3]、王明居[4]论述了

古村落建筑的形态美学和艺术价值。王邦虎[5]、李

唯尊[6]和李晨[7]论述了古村落的生态文化、生态审美

和生态策略。吴晓[8]论述了古村落生态智慧在景观

设计中的应用。相比之下，学界对徽州古村落生态

设计思想溯源研究较少，且没有系统梳理。目前已

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徽州古村落的文化意涵和演化

过程、美学内涵与表征、生态文化与设计策略及生

态智慧的现代应用等方面，这严重影响了我们对徽

州古村落生态设计思想系统性地认知及全面客观

地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古村落生态设计

思想的挖掘和利用。因此，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以及

对古村落设计中的选址、布局、材料、技术等方面进

行深入研究与剖析，探讨与揭示古村落生态设计思

想溯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1 生态文化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哲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追溯其历

史源流，它起源于殷周。据记载，西周初年《尚书·
洪范》已经提出五行学说；殷周时期就已有“天人合

一”思想萌芽以及这一时期《周易》提出的“阴阳”观

念；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成为中

国哲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9]。然而，根据古代哲

学思想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不难发现，古代哲学思

想从伊始就已渗透出生态意识，形成不同层面的生

态思想和观念。另外，也生发出易学文化思想、老

庄道家哲学、孔孟儒家哲学及佛家哲学等对于生态

的不同认知与诠释。例如易学文化思想中的阴阳

风水理论；儒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顺应天常”

“仁民爱物”“寡欲节用”的生态思想，倡导人与自然

协调统一，尊重自然万物，主张中庸之道，注重节

制，突出体现出一种绿色环保精神；道家思想主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万事万

物的最高境界是自然，人只有在天地之中才能获得

生存，人要与自然万物同生共运，主张维护天、地、

人之间的自然生态平衡关系；佛家思想是将万事万

物看成一个统一整体，人与自然万物相辅相成、和

谐共处，呈现出“万物一体”“众生平等”“依正不二”

及“慈悲为怀”的独特生态智慧[10]。显而易见，古代

哲学观中的生态思想内涵可谓是十分丰富，这对古

代人民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

义和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那么古代哲学观中的生态思想是如何指导徽

州古村落生态设计实践的呢？根据史料记载，东晋

至南宋，中原移民建立了早期村落；南宋经元至明

中叶，徽州古村落处于稳定发展期；明中叶至清中

叶，徽州古村落进入鼎盛期；晚晴时期，徽州古村落

趋于衰落[1]。纵观其演化过程可知，徽州古村落是

古代社会的产物，它深受儒、道、释等文化的沐浴和

洗礼，所以它受其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就不足为

奇。由此，可以肯定的是，徽州古村落的生态设计

与营造实践也受其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阴阳风水理

论以及儒、道、释3家针对天人合一观念所生发的生

态意识和观念的影响。而这一影响突出表现在徽

州古村落的选址和布局上，强调在其布局和选址过

程中尊重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达到人、建筑、

环境3者之间的和谐。以下结合古村落设计实践案

例分别予以阐述。

1.1 阴阳风水理论对古村落选址方面的影响

中华民族不仅偏爱于将家园基址选择在大自

然的怀抱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还在建造家园选

择基址过程中特别崇尚“阴阳相合”的哲学观。古

人很重视阴阳相合理念如《易经》云：“阴得阳，如暑

得凉，五姓咸和，百事俱昌”[11] 。《诗经》中记载着“既

景乃冈，相其阴阳”。《黄帝内经》云：“夫宅者，阴阳

之枢纽，人伦之轨模”[12]。诚然，由易学文化演化结

果之一的阴阳风水理论是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

内容，也是古建筑建造所运用的一项指导性理论。

此外，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不去毁坏生态，而是选

择适应自然生态，避开穷山恶水，求得山川佳地[13]。

从这个角度看，阴阳风水理论不但对建筑选址有着

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显现出浓烈的生态环保意识

与理念。

徽州古村落设计中的选址也是同理，选址一般

是通过风水师进行实地勘察，然后按照觅龙、察沙、

观水、点穴等步骤来框定选址，从而选择出与环境

相融的最佳之地，这种选址的做法是当时阴阳风水

思想应用的体现 [14]。据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记

载，“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平时构争结讼，强半

为此。”[15]这足以看出徽州人向来具有崇尚和利用阴

阳风水理论的传统。事实上，从徽州社会历史发展

演变的过程来看，这一理论确实在徽州社会的传播

较为广泛且影响显著，而且达到了几乎是无村不卜

的境况。如图 1歙县吴氏的西溪南村落选址，这块

选址是吴氏的始迁祖借助阴阳风水理论，最终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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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可供选择的村落基址中所定夺选出的一块理想

宝地。其另外 2块基址为莘墟和横梁，由于这 2块

基址不符合阴阳风水的哲学思想，不宜给主人带来

富贵，故不宜选择。而丰溪之南，山水环绕，地沃而

肥，土宽而正，所处环境达到了背山面水，负阴抱

阳，象征村落发达和宗族人丁兴旺的美好期许，理

所应当成为吴氏始迁祖选择其址的核心缘由[16]。又

如图 2徽州古村落呈坎村的选址。该村坐西朝东，

靠大山，地势高爽，村西紧靠葛山、鲤王山，村北有

龙山、长春山，村南有龙盘山、下结山，村东紧靠自

北向南的潈川河，河之东是数千亩的田园[17]。依托

负阴抱阳的风水理念，呈坎村背山依水，山环水抱，

构建其该村落内循环和村落内外互通循环的机制，

达成良好的局部小气候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生态环

境。由此看来，古村落选址不仅极度符合“枕山、环

水、面屏”的生态格局和阴阳交合、康泰美满的愿

景，还投射出阴阳相合、顺天造物的生态智慧，极富

东方哲理和人文情愫。同时这也说明在进行古村

落选址之时所进行的生态思考，伴随着这些能够尊

重自然环境并与环境协调等生态观念诉诸实践应

用，逐渐升华出的生态理念，实现了对古村落生态

设计思想进一步补充。从实际作用的视角来看，阴

阳风水理论依然是徽州古村落生态设计思想形成

的重要根源所在。

1.2 天人合一思想对古村落布局方面的影响

《周易》记录着我们祖先通过“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发现自然规律的过程。《易经》中强

调三才之道：天才，地才，人才，三者并立起来，将人

放在三者中的核心地位。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

之道在于“生万物”，而“人之道”则在于“成万物”。

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三者之间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密不可分[18]。可见，古代哲学观中的天人

合一思想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共生、共赢、共存的

和谐关系，诉求一种人、地、天三者合一的生态系

统。进而言之，这一哲学思想不但是传统造物和处

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行动指南，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本精神，其最高的价值取向是“和谐”，这种和

谐包括天地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等[19]。很

明显，作为地域生态文化载体的徽州古村落，其营

建过程特别是布局规划更是离不开天人合一思想

的影响。

据研究，徽州古村落的布局是十分讲究天人合

一的生态和谐观，在其指导之下，无论是古村落的

整体布局，还是民居建筑布局和公共建筑布局，都

得以进行规划布局的巧妙处理，使得布局要素之间

组合巧妙、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表达出天、地、人与

建筑融为一体以及“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

的生态景象。实际上，得益于天人合一哲学观下的

古村落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如图 3始建于南宋绍

熙年间的宏村。它的整体布局则为牛形，并以雷岗

山为牛首，古树为牛角，民居群为牛身，邕溪为牛

肠，月塘和南湖为牛胃，而绕村山溪上的四座木桥

则为牛脚[20]。需要说明的是，牛形村科学的布局规

划设计不仅解决了居民用水、消防用水及调节了区

域气候，还创造了布局规范的生态宜居环境，体现

出徽州人超前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又如

图 4古村落民居建筑布局空间的天井设计；它的设

计既具有集水、排水、通风采光的实用功能，又能通

天接地，将人、地、天连接起来，成为人与天沟通交

流的通道，满足了人们的精神诉求，展现出了“天人

合一”思想中的生态观。可见，无论是古村落布局

规划，还是民居建筑布局空间，无一不体现出天人

合一、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生态设计哲学。进一

步来讲，古代哲学观中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徽州

古村落布局之中得以具体演绎，证明了徽州人民在

对村落布局所做的生态考虑，诠释出适应自然山

水、利用山川格局营建宜居环境的生态思路，达到

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建筑要素之间、建筑与建

筑之间、人与建筑以及建筑与环境的和谐。这也为

徽州古村落生态设计思想的形成提供其有力的佐

证与支持。

2 生态设计观——资源和环境的影响

资源和环境是开展生态设计活动所考虑的关

键要素，这事关生态设计之中材料运用的问题。针

对资源而言，古徽州土地资源匮乏，素有“七山一水

一分田，一分道路为田园”之称。面对山多地少的

图4 布局空间——天井④图3 宏村古村落③

图1 西溪南古村落① 图2 呈坎古村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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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况，徽州先民在设计与营建古村落的过程中，就

不得不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这也诱发了

徽州先民的生态设计意识。也就是为了解决自身

的生存需求和尽量减少土地使用，徽州先民依山就

势，充分发挥适应与利用地形的智慧，并且秉承“惜

土如金”的原则，展开对本土土地资源的生态思考，

架构其较多土地合理规划、绿色使用的设计遐想，

从而合理、规划和使用每一寸土地。另外，古徽州

植被覆盖率较高，木材与竹材不但极为丰富，而且

都是天然的可再生资源。这促使了徽州工匠们利

用自然的木竹资源，融合自身的设计理念，坚持材

美工巧的设计原则，依托营造实践经验，打造“因地

制宜”的建筑形式。简言之，从徽州古村落的营造

过程来看，不管是对于土地资源的“巧而因借”，还

是对于竹木资源的“因势利导”，都处处体现出一种

朴素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体现了徽州先民对自然

的尊重和对资源的珍惜。与此同时，这也说明基于

本土环境和资源下的生态营建是多样性生态观、生

态实践方法与策略的折射。因此，这更加丰富与拓

展了古村落生态设计思想的内涵与外延。

从地理环境来看，徽州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

候区，黄山、天目山和白际山山脉环绕四周，山脉之

间形成休（宁）、歙（县）、黟县、祁门等盆地，源于四

周山脉的新安江及其支流回环全境，形成闭塞而景

色秀美的自然环境[1]。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优美的

自然环境不但给人们带来了较好的审美感受和喜

悦之情，而且促使徽州人民在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营建古村落的灵感和设计构

思，强化其生态环保的意识，使其更加热爱家乡环

境。就实际的效果而言，徽州古村落的设计的确成

为建筑与环境和谐的典范。该营建过程是通过与

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方式所进行的营建实践活动，使

古村落营建在不破坏自然的情况下并融于大自然

怀抱之中，打造出生态宜居的人工环境。可见，资

源和环境的现实条件驱使了徽州人民开展全方位

的古村落生态思考和生态设计的道路。也就是从

本土中获得营建资源，又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使其

资源用到恰到好处，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同

时能够尊重本土的环境，保护本土的环境，造就其

生态的“循环”设计思路。为此，资源和环境因素的

诱导也成为古村落生态设计思想形成的重要之源。

3 生态造物观——传统造物观和实践经验的
影响

就设计的某种意涵而言，设计是人类的造物活

动，是基于人类需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外物进行

创造的过程[21]。这说明“设计”也是“造物”。所以传

统造物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传统设计观。传

统造物观是由古代先民在实际的造物过程中，经过

长久的造物体验，不断地对造物的方法进行摸索与

探索，从而升华出的造物理念、观点和思想。依循

设计学理和参照设计史，不难发现，在传统造物观

中闪烁着较多的生态观念，也就是不断地改进技术

工艺或利用先进且巧妙的技术工艺，提高营建效

率，从而达到节约资源和其他成本的目的。还有，

传统造物中的朴素设计观是通过强调造物（设计）

材料尽量选用单一材料，以此来减少资源的浪费，

实现生态造物的目标。总之，从生态角度来看，传

统造物思想内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和观念，那么

它是如何作用于徽州古村落的设计呢？

据分析，其作用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其一是对

古村落设计材料的使用和处理。徽州古村落的设

计材料多以木材料为主，并且木材表面不加繁缛涂

饰，尽可能保持木质本色；其二是对古村落设计技

术的革新。由于历史上中原衣冠巨族 3次迁徽，带

来了先进造物文化、营造理念和先进的技术工艺，

促使徽州古村落设计技术的革新。通过改进技术

工艺和利用先进技术，使其设计过程程序化、规范

化、有效化，进而提高建造的效率以及节约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也正说明了生态技术在古村

落设计中的应用，如图 5古村落建筑空斗墙砌筑技

术，这项技术方法是用砖侧砌或平、侧交替砌筑成

的空心墙体，它包括一眠一斗、一眠三斗、空斗无眠

3 种形式[22]。正是利用砖体结构组织的变化，减少

了材料的使用，体现出在古村落建筑上通过先进技

术工艺节约资源和提高建造效率与质量，达到生态

营建的诉求。

就生态设计思想形成原因而言，徽州先民营建

实践经验积累也是不可无视的因素。之所以徽州

古村落的营建如此有特色，处处彰显着生态智慧，

是因为徽州先民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资源状况

等自然因素以及人文因素的指导下所进行地生态

营建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在此营建过程中，正

图5 空斗墙砌筑技术⑤

a.一眠一斗 b.一眠三斗 c.空斗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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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代又一代的徽州能工巧匠们通过大量的营建实

践，不断从失败之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以及对营

造技艺加以改进和完善，才得以获得全面有效的设

计实践经验以及凝练与总结出生态技艺和生态思

想。换言之，伴随着营建实践经验的积累，使得各阶

段的古村落设计过程能够取长补短、优化资源配置，

极大地提高了营建水平。同时也生发出一些节约资

源与生态保护的观点和方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助力

其生态设计理念的积累和生态设计内涵的补充。总

而言之，无论是传统造物观中的技术工艺的革新利

用和朴素设计观，还是徽州先民营建实践经验积累，

都使得徽州先民在古村落设计过程中，注重于生态

思考和构建，从而诱导产生新的生态意识和设计观

念。此外，还通过不断吸收前人的经验，来服务于生

态设计活动科学开展。综上可知，这无疑也是促成

古村落生态设计思想逐步完善的重要原因。

4 结语

纵观徽州古村落生态设计思想形成脉络，可以

得知，生态设计思想的形成来自多方面文化之

“源”，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与渗透的结果。这也表

明了古村落生态设计思想的形成没有圈囿于单一

文化系统，而是传达与反映出多样性的中国传统文

化和生态观念。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以及对古村落

设计案例的考究与剖析，进一步证明徽州古村落生

态设计思想的形成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当地资

源与环境的影响、传统造物观和实践经验的影响。

本研究目的在于以历时性和微观的视角，找到古村

落生态设计思想形成的源头所在，了解与认知生态

设计文化，为当代开展徽州古村落生态设计理论与

实践研究提供参照。同时，从宏观视角来讲，这有

利于本土建筑生态设计理论体系的架构，有利于为

地域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方法与策略，

有利于为我国城市规划、生态文明建设与美好乡村

建设添砖加瓦。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息息

相关，如果脱离了时代背景，将会导致思想的碎片

化和断裂，从而失去其时代意义和价值取向[23]。所

以，对于徽州古村落生态设计思想溯源问题，需要

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找到适合梳理与研究思想溯

源的科学方法。同时需要我们时时秉承一颗恒心，

在生态设计思想溯源探寻之中体现对策，在细节之

处展现精益求精的研究态度，在生态设计思想利用

目标之中演绎价值追求。唯有如此，方能打造人类

“诗意栖居”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态保护、人居共存、

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并进。

注释

①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1720472950102xyq3.html。

② 图片来源：https://m.fang.com/news/hz/0_13533745.html。

③ 图片来源：http://www.sohu.com/a/218446112_113213。

④ 图片来源：http://www.archcy.com/...uipai/30c03bbd39894b0b。

⑤ 图片来源：同参考文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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