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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鲁西南山地古村聚落形成的影响因素

李 源 齐 鲁

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 济南 250013

摘 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都意味着缩小城乡差距，发展乡村是未来发展的重

点任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现由城市转向乡村的趋势。文章以邹城市上九山村为例，从自然地理条件、风水

理念、宗族意识、习俗习惯、技术制约、地域文化等方面，研究村落形成的动因及营造思想，旨在为现阶段村镇建设

和村落文脉保护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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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国古代村落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

传统资源，也蕴含着大量珍贵的生物与非物质文化遗

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深入性

和日益凸显的城市化扩张的无节制性特点，对我国古老

村落发展产生持续性的巨大影响，大量的有着重要史学

意义、人文价值、美学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老村

落，都面临着衰退乃至消亡的重大危机。

相关背景

鲁西南地区位于黄淮海平原中部，是华夏农耕文明

发祥地之一，儒家文化、耕读文化影响深远，孕育了不

少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村落。该地区的山地

丘陵区域主要分布于济宁市东部及枣庄市境内，济宁山

地丘陵古村落儒家文化影响下，表现出了独特的风格。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多传

统风貌特征的古村落正逐渐消失，村落所承载的历史文

脉也逐渐消解。文章以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为例，通

过挖掘古村承载的历史信息和传统文化，提出上九山古

村的营建思想，对山坡地村镇建设的参考和借鉴。

上九山村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凫山山系中段，地处

邹城、滕州、微山两市一县交界之处。它有上千年的历

史，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济宁市唯

一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

研究体系构建

古村落从选址到建成、发展、演变，经历数百年多

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与周边环境和谐统一的自然生长

状态。山地村落的选址建设既要考虑通风、采光、安全

等生存必需的自然环境影响因素，还要考虑地域文化、

风俗习惯等人文环境影响因素。总结聚落环境适应性的

影响因素可分为以下几种：自然地理条件影响因素、风

水理念影响因素、宗族意识影响因素、习俗习惯影响因

素、技术制约影响因素、地域文化影响因素。

上九山区位条件优越，到达济宁市、邹城市、滕州

市均在一小时车程范围内。古村开基建村的本源可追溯

至唐末萧、段两氏先民因避战之乱的迁徙历史，村落因

元末战乱消失，于明初聂、郑、满、娄四姓陆续迁入而

再次兴起，是北方民系族群在鲁西南形成与演化的重要

例证[2]。

上九山村现有农户365户，常住人口692人。古村内近

一半的建筑建于民国之前，建国后又陆续建设大批传统风

貌建筑，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出现砖混平顶房。

村落布局与路网

村落的形成先由北至南，后自西向东。在唐宋元时

期，主要布局在小九山南麓向阳地带，明清时期跨过山

谷水系往南山方向发展，但主要还是沿山谷水系布置，

到了民国时期沿山谷继续扩展，建国后随着经济条件的

改善，人口数量猛增，村落规模迅速增长了一倍之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新村的建设，便形成了如今的

形态。聚落布局严谨，依山就势，高低错落，呈阶梯

型，空间丰富，肌理清晰，反映了中国传统古村规划建

设的一种形式与发展模式。

村落外围南山山顶有一处石头寨，寨墙高二丈、厚九

尺，寨围五十丈余，可容千人。其为嘉庆年间为防兵匪之

患而建，石头寨与石头村遥相呼应，安全时在村，危险时

进寨，体现了上九山村民顽强的精神及生存智慧[3]。

古村落在历史上有两条通往外界的道路，一条往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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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通往樊山村至石墙，一条往南，通往滕县的三山村

的集市，村民赶集主要通过这条道路。村内有一条南

北向的滨水主街，数条枝状的石板街，石板街呈鱼骨状

连接滨水主街，将自由布局的建筑、院落、公共空间串

联起来，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滨水主街联通村里重要

公共设施，铺地就地取材，风貌完整，支巷呈鱼骨状联

系主街，这种布局整体上利于通风采光，同时街巷顺应

地形山势，利于山洪排水，体现了理性、科学的设计理

念。村落、坑塘水系、山体相依相存，犹如自然生长，

浑然一体，集中体现了生态和谐的理念。

风水理念

上九山古村的选址得天独厚，风水是重要因素之

一。上九山四周山丘环绕，其选址按照中国传统风水格

局，独取乾位，乾为天，主尊贵，两山之间，犹如咽

喉锁钥，中间有自然形成的坑塘，且布局形成“人”字

型，有天地人和之寓意，按照五行之中的属性，西北属

金，主发财，在卦象中的上九签，也叫上上签，此乃上

风上水，大吉大利之位。同时，也凸显了古代择吉地而

居的文化内涵，符合“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模

式，包含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历史智慧[4]。

技术制约

建筑材料和运输成本的制约也是古村落选址未在山

下平缓地带的原因之一。上九山村所在的凫山山系主要

以石头山为主，于是石头便成为了上九山村民最易获得

建筑材料。村民们建设时就地取材，除木门窗梁外，建

筑墙体、院栏、街巷铺地、大部分农用器具全是石材。

随处可见，石头房、石头院、石头坑塘、石头井，这也

是古村最大、最多、最奇的风景。古村内现存绝大部分

为青瓦石头屋，由于山体地形的限制，这种房子通常以

三间为主。受建筑材料的影响，结构相对较简单，造成

建筑低矮，墙体厚，室内空间狭小，且因门窗洞口不宜

过大造成室内光线昏暗，空气不畅，居住体验较差。

为减轻屋顶重量和修房顶方便而创造的墙孔洞，以

及风摆柳、黄瓜架、一炷香、满天星等精打细琢的石料

墙，讲究的石门当、古朴的滴水瓦、丰富的门楼形式

等都映射了这座石头村的精美和细致，房顶为起脊三角

形，屋面较陡，以防止冬天积雪重压，为典型的鲁西南

民居造型。

地域文化

上九山村崇礼尚教，睦善和谐，民风淳厚敦朴。村

民信奉忠厚传家，耕读传家、勤俭传家、礼法传家，古

村内随处可见的物质遗产与无形的非物质遗产皆蕴含着

浓厚的尚礼文化、诚信文化、耕读文化、商贸文化、风

水文化，特征鲜明。兄弟和睦“六合院”、廉政文明的

“萧进士院”、诚信立业的“上九山赊小鸭”、耕读传

家“老学堂”、风水哲学的“八卦塔阵”，以柳琴戏、

柳编、舞龙舞狮、剪纸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

外，上九山民俗文化与古老的口头传说内容丰富，其内

容无不蕴含着齐鲁文化、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中

忠孝仁义礼智信等精神，可以称得上是齐鲁文化古村落

的一个杰出代表。

村内有三处重要的公共类建筑，玄帝观、老戏台、

老学堂，分别体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玄帝观道教建筑群

原有八座庙宇，建筑形制大小不一，分别供奉玉皇大帝、

玄帝等八尊神像，整个建筑群位于古村地势高处，按地势

分布分为上中下三层。最上方的庙宇供奉玉皇大帝；中间

为主庙，在主神位供奉北方水神玄帝，左右两侧分别供奉

华佗、牛王、土地和文曲星；最下部为东、西两座庙宇，

分别供奉关公和观音。老戏台位于中间水系坑塘的开阔平

地处，居于古村中间位置，是村民日常休闲，特别是冬季

农闲和年后节庆时期娱乐的主要场所，主要表演柳琴戏、

鼓书等曲目。老戏台对岸是老学堂，清中期，由郑氏、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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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聂氏中的富裕人家出资，建起了这所私塾，聘请一位

老秀才教授村里的少年读书，从此，这里就被称为老学

堂，解放后，这里办起了农民识字班和村里的小学，村民

们仍然称这里为老学堂。

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也会影响村落布局及院落内设施的布置。上

九山古村依山而建，因此院落都较小，但正房朝向必须朝

南。院落选址很有讲究，秉承自家建设不遮挡别家阳光的

原则，特别是南山东北麓的院落跟院落之间单排布置，与

山体地形相结合就形成了高低错落自由式的布局。

上九山村民在过年、婚嫁、或远行前等重要场合的

时候都会将贡品放在堂屋正门右侧的贡台上，进行祭

拜，一般朝向北方主神位，祈求平安。上世纪七十年代

前，村民加工粮食的工具主要为石磨、石碾、石碓。其

中碾、碓用于粗加工，磨为细加工。碾体巨大，一般安

放在村中公共位置，数量较少，碓几乎家家都有，安放

在院中一隅。

宗族意识

上九山为多姓氏村，各姓氏均外来迁入，定居时间

有异，迁入原因不尽相同。有的姓氏是躲避兵荒马乱迁

居上九山，有的属于官方强制移民，有的是灾年逃荒

要饭落根入村，演变发展多种多样。现如今村内有郑、

聂、娄、满四大姓，总人口占全村的百分之七十。村内

各族姓对家族兴旺、丁口繁盛至为重视，讲究长幼秩

序，扶老育幼，和亲睦族。族内各姓氏以“大杂居小聚

居”的方式居住在村落内。

上九山古村落群是中国传统山水人文与风水文化典

型模式的重要研究样本，是中国北方民系族群文化在鲁

西南地域形成发展的重要范例，是中国传统可持续人居

发展模式的重要表征，是齐鲁地域传统人文古村落的典

范代表。

第一，村落空间布局引导。村镇建设时首先要考虑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在村落选址上做到与区域山水格局

协调共生，空间布局上在考虑场地内现有空间要素等

限制条件，路网组织上顺应地形地貌，对外交通顺畅便

捷，与村民对外出行需求统一，内部交通慢行安全，与

村民高质量生活需求适应。

第二，村落建筑风格与环境特色营造。特色建筑风

格往往与特定时期的技术条件有关，如上九山村的石头

墙，草苫顶和瓦屋顶，门窗洞口的大小等；与所处的地

区的气候特征相关，比如建筑屋顶坡度，墙体厚度及石

缝构造等；除此之外，同时历史沿革也会影响到建筑风

貌，比如在社会动乱时期形成的山寨防御建筑。环境要

素特色往往与当地传统习俗、特色文化、人的生活习惯

有关系，如上九山的玄帝观道教建筑群、老学堂、老戏

台等。

第三，村落历史文脉或文化特质延续。村落往往是

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历史逐渐演变形成，并不单纯是我们

所看到的物质所在。聚落由小到大，多会存在其村落最

繁荣，人口规模最大的时期，村落虽小，但这也是社会

的一个个缩影，它也承载着许多人的回忆与乡愁。村落

的历史文脉或文化特质正是其数代村民的回忆，把握住

这种非物质的、人文环境的部分才能真正的在未来的建

设中不失去村落本身的精神，才能让文脉得以延续。

探索传统村落遗产的运营方式，成为古老村落完整

保存的重要保证。重点是要通过深入调查古老村庄的历

史演变、生活内容、地方特点和建筑风格，全面发掘其

宝贵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自然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

学合理的设计。与农村典型建筑和传统民居结合模式，

与传统农村工程建设保护管理结合模式，与传统农村景

观结合模式，与传统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结合模式，与传

统优势农业结合模式，与传统民风民俗结合模式，多样

化的农业结合方式。

结语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出现由城市往乡村转变

的趋势，未来的乡村应该是生态宜居之所、追忆乡愁之

所，文脉传承之所。上九山的聚落形成和营建思想可以

给村镇建设、村落文脉保护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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