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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合院建筑与创作中的地域化方案研究

李晓阳

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0

本文通过对河南地区合院式建筑的分析，总结归纳其空间序列、构成要素和形态特征，将其与地域性创

作实例相结合进行解析和研究。结合河南合院建筑的设计构思特征进行总结，并提出地域化建筑方案构思创作的优化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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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地处中州，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独特的地理

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厚重的历史积淀、多元的文化

交流都促使河南形成了历史悠久、丰富多元的地域文

化。在广袤的河南大地上有北部的太行山系、中东部的

平原、西部和南部的盆地和山区，其地理环境、区域特

色虽然有差别，但其地域文化都基于共同的源头。下文

首先将从河南合院建筑入手，分析其空间序列、构成要

素、形态特征等，从而尝试对河南地区地域化设计方案

进行解析和研究。

1 河南合院建筑特征

空间秩序

河南合院建筑大体与北方合院相同，具有轴线组

织、院落组合、秩序规整、层次分明等特点。民居基本

保持了三合院、四合院的形式，甚至很多地区的新建建

筑样式至今仍然保持这种形式。其他建筑如官式建筑、

纪念建筑等同样以合院为基本组成形式进行建筑和院落

空间的秩序化布局排列。

图1 平顶山市郏县临沣寨西官宅平面（作者测绘）

图2 平顶山市郏县临沣寨西官宅立面（作者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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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位于平顶山市郏县临沣寨的一户民宅——西官

宅，这是河南地区一种典型的合院形式。它的空间序列

比较简单，基本是中轴对称，主屋面南，与东西厢房围

合成T字形院落。主入口为右进门，通过此门，经过窄长

的过道就进入到主人经常生活的院落空间，其主屋、东

西厢房尽收眼底。

图3 平顶山市郏县临沣寨民居航拍图

图4 信阳市新县毛铺村一民宅平面（作者根据信息整理）

河南地区的合院式民居建筑也并不完全讲究对称布

局，但中心轴线明显，十分注重空间序列的组织。图3为

平顶山市郏县临沣寨民居航拍图，可见当地大多民居宅

院为一进院落的三合院布局形式，南北向两座建筑为三

开间，主屋位于院北中轴线的顶端，引领视线，突出主

屋的重要性。院落空间规整有序，空间层次较为简单。

图4为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传统村落毛铺村的民居建筑

平面，其院落空间虽不似豫中地区开阔，院落空间同样

体现出内向凝聚性的特征。在空间布局中不讲求严格的

对称，但仍旧十分注重空间的序列，强调主要建筑的空

间地位。

除了民居建筑之外，其他种类建筑也大都选择传统

合院式布局。例如，位于南阳市内乡县县衙也是保存相

当完整的县级官式建筑群，其空间布局就是按照中轴对

称式合院形式进行组织的。县衙的外部空间通过照壁、

牌坊引导，经过院门进入主院落。主院落开阔，基本对

称，中间是青石铺就的宽敞主路。石铺道路直接通向县

令判案的主建筑，使得主院落空间完整有序，形成正统

威严的序列感。

构成要素

首先，建筑的建构行为受到文化要素的影响，文化

要素是地域性建筑的一个决定因素。河南由于地处中

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

文化特征。主要的建构形式总是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

建构从形式上能够反映出地区文化的影响。河南传统建

筑作为一种居住形式受到方正、统一的主流文化的主导

和影响，形成了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形制。因此，河南

的合院建筑也形成了规矩的秩序形态。

其次是技术要素，因为建构受到技术的制约和影

响。在一定阶段技术阻碍了建筑的发展，而在技术发展

的特定时期，先进的技术能够支撑和推动建筑的发展。

受到不同地域技术要素的影响，在建筑中不同地域的空

间结构、外观形式、细部材料等各有其特点。但随着现

代建筑技术飞速发展和传播，建筑也正在发生着变更，

这种差异性逐渐被同质化所替代。

另外，建筑的建构还受到了环境要素的影响。一个

地方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也影响着地域建筑的构成。

虽然各地环境条件有差别，但整体气候差别不大，因此

合院建筑的构成形式虽材料、技术等有不同之处，但若

提取精髓，不难发现它们仍是同一种地域建构形式。

形态特征

合院建筑的形态特征包含四个要素：边界、通道、

模式、方位。[1]

边界是指建筑的墙体、院墙、篱笆、植物等，边界

可以使人将生存空间与自然空间隔开，建立起自己的空

间秩序，从而获得安全感。由于边界的建立出现了内向

坚固的实墙、过渡的围廊屋檐等形态。河南合院建筑的

边界往往以封闭、内向型居多，一般由砖石墙体的坚固

材料构成，以建立起内部的空间秩序。这也体现出河南

人性格以及文化中内向凝聚性的特征。

边界与边界直接就构成了通道，而通道与秩序是密

不可分的。通道可以把建筑空间单体连接起来，通过这

种方式使人体验到秩序的存在。河南传统合院建筑之中

的民宅之间基本都是由羊肠小道串联起来的，且秩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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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宜人的；而官式的建筑则通过轴线对称、宽敞开阔的

通道连接，形成了正统威严、层次分明的秩序感。通道

的形式和尺度关系到空间的联结方式，也影响着使用者

的空间体验感和空间行为。

人们在建构中不断重复的形式也就构成了模式，在

河南合院建筑中无论是平面空间的组合、结构形式还是

立面特征等，都是基本统一的。按照类型学的研究理

论，同一地区的空间单元模式大多是同构的。

方位与空间结构密不可分，它也是构成序列组织的

决定元素之一。由于中原地带的地理气候以及文化特

点，建筑宅院大多以坐北朝南的方位为主。建筑按照序

列组织布局，但主要建筑的门窗等都朝向中间的院落，

形成了一个集聚性较强的空间区域，也因此而引导人们

的空间行为。

2 河南地域化建筑创作分析

北京的观唐、成都的清华坊、深圳的万科第五园等，

这些项目作为中式建筑或者说地域建筑设计的成功范例，

也引起了我们对于河南地域化建筑设计的思考和探讨。河

南已经建成的地域化建筑也颇具特色，不仅能够充分与中

原文化相契合，也能够提取精华与现代建筑相融合形成新

的建构形式。下文将通过案例分析进行简要阐述。

图4 民居巷道与联盟新城三期别墅巷道

（左：作者自摄右：网络）

与文化相契合

提到建成的河南地域化建筑作品，不得不提的就是

齐康先生设计的河南省博物院。齐康先生认为地域建筑

文化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历史、现存建筑文化和出土文物

了解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表现地域文化深层的内

涵和外延，要深入的了解当代建筑技术，寻找实现的方

法。 博物院主馆设计受到了古代科技建筑——登封观

象台的启示，主体建筑底部方形体块象征基座，入口以

屋架式屋檐挑出，形成入口虚空间。而在总体规划中，

主馆与东西馆相围合形成了南侧入口广场。这种轴线关

系与序列关系又与河南当地的合院式建筑相呼应，体现

出建筑创作中的地域性表达。

提炼与融合

河南地域化建筑创作具有能够提炼精华并将其融入

设计构思的特点。郑州市联盟新城三期项目为以中式别

墅为主、配以少数低层住宅的小区。小区规划布局采用

了河南传统民间居住形态的精华，除了消防通道之外，

别墅院落之间通过的较窄的巷道组织在一起。这种尺度

更接近于人体步行时的空间需求，也创造出一种亲切、

宜人的人性化生活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可以感受到传统

的居住文化和精神。[3]

图5 联盟新城三期别墅某户一层平面图

（作者根据资料自绘）

联盟新城三期建筑布局颇具特色，能够将前文所述

河南合院建筑的形态构成要素用于建筑创作之中。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点：（1）利用边界，如围墙、树、建筑墙

体等。低层住宅的主要户型均采用院落套院落的模式，

由半私密的公共院落与私密庭院组成，用巷道把它们联

系在一起。（2）提取合院建筑的精髓，以院落秩序组织

空间。住宅单体以庭院为核心布置功能。（3）整个住宅

区营造出了一种新型的中式住宅建筑群体。主要方法是

对传统建筑或构件进行抽象、取舍和改造，将传统空间

格局、立面形式、材料做法等与现代设计相结合，采用

简洁的现代主义设计手法提取其精华并融于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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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化建筑方案设计不是简单的地域符号的重现，

更多的应是对地域建筑精华的扬弃式继承。对地域文脉

的继承能够唤醒人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生活空间的记

忆，使得设计能够做到既满足现代居住生活需求又尊重

和延续地方文化。

3 地域化建筑创作优化方法

在分析了一些河南地域化建筑设计之后，结合合院

式建筑特征，可以归纳出地域化建筑创作的优化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点：

理性分析地域化建筑设计语言

在河南合院建筑中，普遍存在统一的建筑设计语

言，地域化建筑方案创作中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对建筑

形式的创作进行理性的分析。设计师需要结合地域建构

形式开展创造性设计构思，从而形成概念，并探讨其形

式生成的逻辑性。

遵从和谐共生的设计理念

在创作中，设计师需要结合实际设计出能够符合人

与自然相和谐共生的空间，创造舒适宜人的建筑。满足

现代居住生活需求又尊重和延续地方文脉。同时，坚持

可持续设计理念，合理使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材料，

或传承其工程做法。

倡导创新型地域化设计理念

在当下地域性建筑创作中，进行新型的设计观念的

引导是必要的，从而进行新型的设计问题的解决，进行

新型的建筑设计元素的引入，保证建筑创作模块的有效

开展，实现建筑学的含义及其内容的优化。[4]地域建筑

在空间、序列、色彩、装饰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特征，

但往往容易被作为设计元素堆砌于方案之中。创新型地

域化设计不是简单的地域符号的罗列，而是在解决设计

主要问题的过程中，将地域化设计思想完全融入设计构

思之中，用“意象式”表达方式将设计语言抽象提取出

来，并结合于设计方案之中。

总结

河南地区合院式建筑空间序列、构成要素和形态特

征鲜明，具有典型的中式建筑特征。在河南的地域性创

作实例的分析中，也能够归纳出它们与河南地域文化相

结合、提取精华进行融合的手法。通过对合院建筑这一

传统建筑空间形式的分析，从而提出地域性创作的优化

构思，也对地域性创作提出了一些可以进行优化提升的

方法。这也是地域建筑之于建筑创作的积极的、推动性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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