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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乡村风貌设计模式研究

蔡艺萱 聂蛟峰 牛 淋 张春凯
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传统乡村建筑类型受到历史、文化、环境、气候等多重条件的制约，具有不同的形成模式、营建技术、

表现特征。针对乡村风貌的保护与设计研究应立足于特定的时空内，对具体地区的乡村风貌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研

究，进而提出特定地区风貌的设计更新模式。特定地区乡村风貌保护与设计模式的归纳总结，对其他类似的传统地域

建筑才具有参照意义。本课题选取华北地区乡村这一特定区域，以保定市阜平县平房村为例，在红色文脉、乡村文化

的框架下，对其乡村风貌的保护与更新设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当地民居特征，并基于此探讨针对性保护民居的

措施，延续传统民居使用寿命，提升传统民居居住环境质量，以具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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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题致力于对华北地区乡村民居充分调研与研究的

基础上，总结梳理华北地区乡村风貌文脉及特色，并针

对具体案例探索一套华北地区乡村建筑保护与更新的设

计模式。提取传统民居建筑元素，指导现代民居建设，

延续地域民居特色，从而确保乡村风貌焕发新的生机。

分析华北地区乡村风貌的生成因素: 地理因素、地方
建筑材料因素、经济生活因素、及思想文化观念因素。

对华北地区乡村建筑进行由整体到局部的逐层分

析，探索改善华北地区乡村风貌及乡村居住环境的实际

措施，并应用于具体案例中传统民居的加固修复、更新

设计中。

1 现状基础

课题研究案例位于保定西部太行山区—— 阜平，

该地区地处太行山脉，地理环境、社会人文、经济发展

等方面具有相近性，且民居院落的形制、布局具有统一

性，由此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民居保护研究具有示

范性。

1.1  地理因素
(1)地形
阜平县境内地形以山地为主，山地高差落差大小是

制约民居建设的主要因素，山村建造民居以改造地形为

主，如利用挖方和填方整理出可利用的空地来进行民居

建设。

(2)气候
阜平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

季寒冷少雪，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

多风。在此气候条件下建设民居需考虑“采光通风、防

寒保暖”两方面的应对对策。为保证日照的充足，民居

多为坐北朝南的布局。同时为保证冬季供暖，传统民居

皆设有土炕。土炕与灶台相连，可以烧火取暖。土炕建

设材料为土坯或砖，储热性能较好。

阜平地区夏季炎热潮湿，常通过在院落中种植高大

乔木，树冠下可以作为纳凉；而到了冬季树叶凋落，又不

影响民居采光，可以起到改善院内景观及小气候的作用。

1.2  地方建筑材料因素
阜平乡村建筑材料的选择与地域资源有关，阜平乡

村传统民居以木构架结构为主，采用建筑材料以土、沙、

石、木等天然材料为主，以及砖、瓦等人工材料为辅。

(1)土石
黏土材料细腻，具有良好的粘接和塑性，主要作为

辅助材料使用，其应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与草混合
制成屋顶苫背泥，起到保温及隔热作用；2、作为与石块
的粘结材料，用来砌筑墙体；3、作为墙体找平以及维
护、修补材料。保定西部民居中的石材多为毛石，由泥

浆填缝。规整的石块可应用于石墙为承重结构的民居。

(2)木材
阜平乡村民居中木材的应用最为广泛，这与其自身

的特点有关。首先，木材是一种天然的材料，资源充

足，易于加工。其次，木材重量轻、强重比高、弹性

好、纹理色调丰富美观。木材在民居中主要的应用有：

1、作为房屋的承重材料，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中充当柱、
梁、檩等构架；2、作为装饰材料，以斗拱、花窗、木雕
等为主；3、作为建筑维护材料，院落围栏等[1]。

(3)砖瓦
砖瓦是阜平乡村传统民居的主要人工建筑材料之一,

砖以青砖为主，红砖、陶土砖为辅。青砖的耐风化及耐

水性能较好。屋顶常采用暗蓝色或灰蓝色灰泥坐瓦，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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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以黏土为主要原料，经泥料处理、成型、干燥和焙

烧而成。

1.3  经济生活因素
阜平地区农村经济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形成了本

地区独特的建筑形式和文化内核。乡村建筑满足人们日

常生活需求，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方式都

影响了其建筑特点。

1.4  思想文化观念因素
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居民的思想文化观念是多方面

的，本案例平房村，80年前曾经活跃着中国共产党在敌
后创办的第一所高校——华北联合大学。因此，本村传

统民居布局及修建也深受革命活动的影响，在乡村风貌

的更新设计中，不可忽视红色文化的影响因素。

2 案例实践研究

2.1  案例分析
本案例为阜平县台峪乡平房村，传统民居建筑特点

为传统太行山民居风格，建筑布局为合院式布局，正房

坐北朝南，屋顶为青瓦坡屋顶；东厢房多为平屋顶，

方便村民晾晒粮食、农作物；前有倒座房，结合门头设

置。建筑材质采用当地砖石、土坯墙体。窗户为木质花

格窗。

平房村与华北联合大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华北联合

大学是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干部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于1942年秋季迁至
平房村[2]。在平房村里，到处都留下了革命战士和知识

分子们生活、战斗的足迹。历经岁月，村内的传统民居

依然保留了传统风貌，部分民居因年久失修，出现了坍

塌，损坏的情况，加之乡村的发展，各年代建筑的增

建，对村庄整体风貌的协调产生了破坏。

2.2  民居空间结构与分隔
（1）院落组合
平房村在本地区的自然及人文的背景下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响下，民居院落通常为坐北朝南的合院形式，

以两进四合院居多。合院分为建筑及院落两部分，建筑

与院落围合的私密空间即为民居的室外环境。

（2）间架
间架是传统民居的模数单位，是用来衡量建筑尺度的

参数。阜平地区传统民居常用三、五开间，多采用五架。

（3）大门
阜平农村院落的大门是民居重要组成部分，是向人

们展示的第一形象，更是家庭文化和价值的观念的象

征。当地居民较为重视大门的形制与式样，与建筑风格

相协调。

（4）窗
受当地地区气候因素的影响，需重视民居住宅的保

温保暖。传统窗通常为木框架和糊纸的窗格为主，保温

性能较差，不能发挥保温的作用。为了兼顾通风在夏季

可以拆卸部分原来的固定窗，安装纱窗。

2.3  民居结构与构造
（1）地基与地面
大部分民居的地基处理形式都比较简单，因民居多

为单层木构架，房屋荷载相对较小，通常以毛石垫平后

搭建立柱和墙体。阜平农村传统民居就采用以上这种形

式，更有简单的以素土夯实或用灰土铺就即可。

（2）承重结构
按承重结构使用的材料分类，阜平地区大部分传统

民居为“石+木”、“砖+木”结构[3]。

（3）屋面结构及构造
阜平乡村民居以双坡硬山顶为主，由下至上依次为

承重层、保温层、防水层。为预防冬季寒冷气候保证民

居保温保暖，采用在屋顶望板上铺苫背灰泥，在背灰

泥之上铺就灰瓦的措施。传统民居屋面材料防水性能较

差，容易出现渗水现象腐蚀屋顶木材，使得民居的稳定

性变差，民居使用寿命减少。

2.4  民居装饰与色彩
（1）木雕
阜平乡村民居中木雕整体风格分为粗犷和精细两

种。粗犷的木雕主要应用于民居结构构件的美化，使其

相对美观。精细的木雕主要应用于垂花门、外檐、门群

板等，多为当地大户人家的装饰。

（2）砖雕
阜平乡村民居砖雕的材料通常为青砖，青砖的抗腐

蚀性且比石材更易加工。因此，砖雕被更广泛的应用于

室外。主要应用为宅门墀头、影壁以及屋脊等处。

（3）色彩
阜平乡村民居色彩主要是建筑材料的本色，为墙体

青砖的青，屋顶灰瓦的灰，石墙的白与黄，窗户的木

色。远望民居群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3 保护及更新设计

3.1  设计思路
平房村作为华北联合大学旧址，规划方案确定为复

原村庄历史风貌，对村庄内部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

进行修复修缮。发挥其红色革命文化，打造红色历史传

承地，红色文化发扬地，彰显联合大学风采。

平房村项目规划用地约6.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0.2万平方米，占用民居 47间。项目以“一带、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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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节点”为规划结构，打造联大广场、联大文化聚落、

联合大学功能展示区等十个区域，构成华北联合大学红

色教育旅游文化区。

3.2  更新措施
平房村传统民居以传统木构架为主，木结构容易出

现干缩开裂、腐朽、蛀蚀、燃烧等病害，为此需要采取

相应的保护措施。

3.2.1  木构架整体加固修复措施
（1）当构架整体损坏程度较大，已影响建筑结构安

全性，需要落架大修，先将整体或局部拆落，然后对破

损构件进行修复。但当构件破损严重时，必须进行替

换，最后将木构架整体按原貌复原，并结合实际采取加

固措施。

（2）当木构架出现变形错位时，需要支起、抬平、
归位，在不影响主体结构的前提下不需要拆落，将发生

倾斜、错位的木构件复位即可，然后再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整体加固。

（3）当木构架变形较小、破损不严重时，按则情况
加固修复。对木构架进行修复时应注意，原有受力体系

不能被改变。

3.2.2  木柱的加固
对于木柱出现腐朽状况，通常根据腐朽程度进行修

复或墩接：

（1）当柱芯完整时，需要检查其承载力是否满足使
用要求，对受损部分进行清理，做好防腐性处理，然后

使用耐久力相同材质进行填补，最后用耐水性胶粘剂粘

牢。若柱身周围剔补，需用铁箍加固，以此来保证柱身

的稳固。

（2）当柱脚发生严重腐蚀，且腐蚀高度不超过柱身
1/4 时，采用墩接的方法进行处理。
（3）当柱子内部损坏，尚保留厚度超过50mm 的柱外

皮时，采用不饱和聚酯树脂灌注柱心的措施，来确保木

柱满足使用需求。

（4）当木柱整体破损严重，影响建筑结构稳定，承
载力无法满足时，需更换新柱，新柱的材料及规格应与

原木柱相同。

3.2.3  梁及檩的加固
梁和檩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腐朽、干缩、开裂，

应根据破损程度采用相应的加固措施。

（1）需要检查其承载力是否满足使用要求，若能满
足使用要求，将破损部分清理并做好防腐处理后，采用

相同的木材替换，然后用耐水性胶粘剂与梁粘合，再紧

箍加固；

（2）若不能满足使用要求需进行更换，更换的梁所用
材料应与原材料相同，并做好防腐处理后进行替换操作。

3.2.4  地基加固
阜平乡村传统建筑地基加固需要根据《既有建筑地

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中的规定进行。首先要对地基进

行检测，探明地基是否发生下沉，是否需要整体提升；

还要明确加固时是否需要拆下建筑构架。这需要由结构

工程师通过实地勘测得出结论，确定具体方法。地基加

固中需注意不得改变建筑原有风貌，并确保使用安全。

3.2.5  墙体修复
阜平乡村传统建筑墙体外表面常用草泥抹平，此类

墙体容易出现墙皮脱落、墙体开裂等现象。需要采用对

脱落的墙体进行勾抹和打点的措施进行局部修补。在条

件允许下可添加粘胶材料增加草泥的耐水性及强度，使

修复的墙体更加稳固。

（1）新建外墙面：用混合沙浆修补墙体裂缝,纸筋灰
打底刷白二度重新粉刷，在纸筋灰内加防水粉。修复围

墙损坏部分，墙体裂缝达10mm时需重新砌筑局部墙体，
去除墙体粉刷剥落处的杂质，重新用纸筋灰打底石灰浆

照面二度粉刷,围墙上部屋面局部瓦或脊瓦脱落，需重新
修补。

（2）修缮外墙面：房屋外墙利用现有基础及残存现
状来确认使用毛石或青砖砌筑，纸筋灰抹灰罩面，表面

纸筋灰勾缝，掺防水粉。院落围墙利用现有基础，毛石

砌筑1.2米，上部0.8米砖砌，抹灰罩面或毛石混合砂浆砌
筑，表面纸筋灰勾缝，掺防水粉。

对道路沿线村庄民居进行风貌提升可局部点缀半露

空院墙，院墙形式处理为“残垣断壁”式，再用木栅栏

补全，形成统一连续的、动感的街景景观，使人在驾车

的行进中感受阜平村庄的景色及文化。

3.2.6  屋面修复
阜平乡村民居为坡屋顶灰瓦屋面，灰瓦因其材料特性

需要经常维护更换，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修复措施。

平房村村庄核心保护区内部除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的

其他民居建筑，屋顶均改为青瓦坡屋顶形式。核心区外

部部分民居屋顶形式改动为青瓦坡屋顶形式

3.2.7  门窗修复
阜平乡村传统民居门窗多为木材质，长时间使用易

发生损坏现象，需根据破损程度采取相应修复措施。

为保证建筑风貌协调统一，规划对平房村村庄核心

保护区内部除文物保护单位建筑的其他民居建筑门头形

式进行统一，清除现有红色瓷砖，重新进行毛石、青砖

的铺贴，增加悬挂半坡屋顶，使门头颜色与周围传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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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风貌相协调。

结束语：乡村建筑风貌的提升，助力了乡村振兴的

实现。乡村房屋改造，既要保留建筑的乡土特色，也要

维持乡村风格统一。同时建筑风貌也要与当地自然生态

相生相融，较大限度保留住乡村原始风貌，使乡村呈现

美丽宜居新风貌。乡村风貌更新应充分尊重当地居民意

愿，以人为本，一切改造以村民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

杜绝“为改造而改造”，让风貌提升工程给予村民实实

在在的好处，让每个改造内容都具备实用性。

本文选用阜平县平房村改造更新为具体案例，通过

具体设计和施工做法对乡村风貌设计模式进行了研究和

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乡村风貌及乡村建筑改造

设计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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