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徽州许村传统街巷空间探究
*1

罗连杰
1
丁杰

1，2

(1.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2.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摘 要】:街巷空间作为古村落风貌中最具代表性的元素，体现了古村落的发展脉络和特色。面对村落保护和发

展的现实问题，首先应了解街巷空间的特色所在。文章以徽州传统古村落许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及相关历史资料

的整理，从村落空间构成、街巷空间界面构成、街巷空间尺度以及重要空间节点等方面，分析研究传统村落街巷空

间要素构成特色，揭示了街巷空间深层的、内在的形态特征，探讨了古村落街巷空间的传承和发展，以期对皖江流

域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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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村镇保存有传统的村镇格局和大量的文物古迹，承载着多样厚实的文化、艺术、技术等信息。随着城乡建设进程的推

进，新旧聚居环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历史村镇生活不断受到现代城市发展的冲击。保护和发展历史村镇的重要问题之一即

是研究其街巷空间的特色。

古村落街巷空间随着村落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其自身具有独特的建筑形式、空间形态和景观环境。街巷空间作为一种

场所，负载着村落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意识，体现了村落文化的精华，浓缩并概括了村落的特质。因此，通过分析与解读街

巷空间构成要素及外在特征，可以深度挖掘其内在价值，彰显其独特的地域特色和精神内涵。

一、许村古村落的背景及其生成环境

1.许村的背景

许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西北，是古歙县对外联系往来的必经之地，是一个以传统耕读文化为典型特色的徽州村落代表。

许村古名昉溪、任公村，南唐吏部尚书许儒自河南许州迁此后改名为许村，并沿用至今
[1]
。

许村始建于隋唐时期，是重要的粮食、土特产转运集散地；唐末至南宋时期，许村规模逐渐形成；南宋经元到明初三百年

间，是徽州社会、经济、文化的稳定发展时期，许村因此逐步发展壮大；到明清时期，许村已进入发展的鼎盛阶段，“里生日

繁，赀业充盛”；随后在抗战和公路修建的影响下，许村水陆转运的交通枢纽地位逐步降低，发展逐步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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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村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包含五个行政村，分别为许村村、前村村、跳石村、塔山村、箬岭村。其中许村村是最为重

要的行政村，也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许村村又分为金村、东升村、前溪村、环泉村和高阳村五部分，如图 1(a)、(b)所示。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许村长期以来都处于建筑文化的原生状态，现存有较为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就有 68 座
[2]
。据歙县规划

局统计，许村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5 处，省级文保单位 1处，县级文保单位 6处，见表 1。

表 1 许村文物保护单位统计表

级别 数量（处） 名称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15

五马坊、双寿承恩坊、三朝典翰坊、微省坊、双节孝坊、大邦伯祠、

大郡伯第坊、大墓祠、大宅祠、观察第、许社林宅、许声远宅、许有

章宅、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 高阳桥、大观亭、敦睦堂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6 升平桥、仪耘小学、许家泽故居、程松意宅、大夫第、老方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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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村村落格局的生成环境

（1）风水文化———顺应自然，与山水共生许村村落选址与布局体现了风水理论中“共生、共存、共荣、共乐”的四大基

本特征，整体呈现了“临水而建、双龙戏珠、倒水葫芦”的风水布局。许村位于山谷之中，呈南北向带状布局，三面环山一面

临谷
[3]
。村落坐北朝南，依水而建，沿水系蜿蜒曲折。源于黄山黑母尖富资水系的前溪与昉溪分别从西北与正北流经村落并在村

中交汇。

（2）宗族文化徽州地区历来是由宗法制度主导着村落的社会意识形态。村落的布局因此以宗祠为主体，不断发展延续，歙

县志记载“邑俗旧重宗法，姓各有祠，支分派别，复为支祠”
①2
。许村是一个宗族乡村，村落形态围绕着宗祠、支祠、家祠分级

展开，体现了以血缘宗族为社会基层单元组织方式的特征。以许氏宗祠为中心，辐射分布各支祠，支祠周围建有住宅，各单元

相互连接，形成主次明晰的街巷网络。这种组织方式产生了较强的安全感、认同感及排他性。

（3）儒家思想徽州人崇儒重教，最直观的影响则是大造祠堂和书院建筑。许村空间格局中，人们经历了一系列的空间过渡，

特别是从村外———村口———街巷空间———自家宅院。这一空间过渡表面上是从由宽敞到窄小，公共到私密，但从深层内

涵上看却体现出深刻的儒家思想———由闹到静，从天理到人欲，从大道到万象的儒学观
[4]
。

二、许村古村落空间要素构成

1.古村落图底关系

村落的空间要素由地形(面)、街巷(线)和建筑(点)三级梯度构成。村落空间的肌理特征是以面空间(地形环境)为基底，由

线(山谷、水系、街巷等线型空间)和点(各单体建筑物、各开放空间与景观节点空间)等要素在历代居民的生产、生活下逐步生

成的。它是居民集体营造的有机的、完整的传统村落景观系统
[5]
。

村落街巷与建筑相辅相成，共同形成村落的生长骨架，并且具有图形性。两者与山谷、河流、农田等自然环境元素组成的

底面，共同构成了许村村落空间的图底关系，体现了清晰完整的村落空间肌理特征如图 2(a)所示。

2 ① 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歙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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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村街巷系统构成

许村街巷系统体现出半人工半自然形态的规划痕迹。街道网络延续了明清时期街道格局，呈鱼骨状与局部方格网型。按功

能等级将村落街巷梯度分为:过境道路———主街———巷道———巷弄。过境道路为城许公路，尺度最宽，主要供车辆通行；

主街是村落的历史文化之脉，尺度相对最长，南北向贯穿整个村落，沿溪流方向曲折多变；巷道，则主要起联系村落各空间环

境的作用，尺度宽窄有度，起承转合，是街巷系统中最具特色之处；巷弄，则宽度较窄，仅作入户小道通过使用。主街、巷道、

巷弄相互串联交错共同形成了村落的街巷系统，如上文图 2(b)所示。

沟渠是许村街巷空间的重要构成要素。其与居民生活生产活动密切相关。沟渠(如池塘、水渠、水井)连接古村落内外部空

间，同街巷道路一起构成了古村落的生长骨架。许村街巷空间的形态受到水系走向的很大影响。村落排水从建筑自身的排水系

统，连接到街巷的排水系统(明暗沟渠)，沿巷道顺地势往下，或排至水系低洼处，或至村口与富资河汇合，如前页图 2(c)所示。

3.许村村落空间要素构成特色

受风水文化、宗族文化及儒家思想的影响，许村的村落空间要素构成从外部到内部有着清晰固有的逻辑结构。在街巷系统

与水体溪流的穿插联系下，由山谷、河流等自然要素构成的外部空间领域，与村落内部的人工要素如古街巷、古宗祠、古牌坊、

古民居、古井台以及池塘等，共同形成秩序分明、功能清晰的村落空间特色。就村落外部空间而言，其构成要素形成了许村独

具特色的场所空间。农田、水塘与水系等自然环境，通过道路、廊桥等人工要素相联系，既可以分隔村落的内外部空间，又便

于内外部空间的转折过渡
[6]
。而对村落内部空间而言，街巷系统是村落空间的主要线性要素，将内部空间联系和支撑起来。其中

城许公路是许村最为完整的商业性街道。许村老街街道蜿蜒狭长，宗祠民居栉比，古牌坊林立，至今仍存有较好的历史风貌。

受地形和风水文化的影响，街巷曲折幽深，具有“一波三折”之特色。而在内部空间中，在宗族礼制文化的影响下，宗祠建筑

占据主要地位，往往具有较为开阔的场所。如大邦伯祠前部开敞的场地同两侧狭窄的街巷，形成的空间变化井然有序，主次分

明。

表 1 村落街巷界面统计

底界面

形式 1 2 3 4 5 6

材质 石板 石板 石板 卵石 土壤 水泥

色彩 青灰 青灰 青灰 青灰 暗红 青灰

细部 较为规整 局部规整 老化破损 圆滑 无 无

侧界面

形式 1 2 3 4 5 6

材质 木材 抹灰 方石 青砖 青砖 红砖

色彩 灰褐 灰白 芝麻灰 青灰 青灰 暗红

细部
局部加以 局部发黑、

石材墙基
局部 规整、 抹灰

砖石抹灰 脱落 脱落 较新 多脱落

侧界面 顶界面

形式 7 8 9 1 2 3

材质 水泥抹灰 玻璃 瓷砖 灰瓦 封火山墙 水泥

色彩 灰白 透明 白色 黑灰 青灰 灰白

细部 较新 无 无 有翘角 徽州特色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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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许村街巷空间构成特色

1.街巷空间界面构成

（1）底界面地形、台阶或坡坎、沟渠、宅院墙基和不同街巷节点空间等地面要素共同构成了许村街巷空间的“底界面”。

结合街巷的交通功能，街巷的底界面多使用就地取材的铺装材料。大多数街巷以水泥铺设，沿前溪河两侧特别是许村主街多由

石板与卵石铺砌，而入户小道则以素土和水泥为主。石板条新旧程度各异，规格尺寸参差不齐，宽度多在 20-30cm 之间，长度

则依情况而定。石板多沿街巷走向错缝布置，在交叉口、节点及建筑入口处铺设方式略有不同。

从其底界面的铺装材料及方式来看，在重要的村落景观空间，多以石板铺装为主，辅以水系的穿插，形成景观及路径指导，

构成许村街巷的景观特色。

（2）侧界面许村街巷空间的侧界面则由建筑及周边的环境要素构成。街巷两侧建筑多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传统建筑，

据歙县规划局统计，许村传统建筑占村落建筑总面积的 77%。建筑墙基多以块石为主，墙面为夯土或砖墙构建，清水面或以抹灰

稍加粉饰，山花处多为徽派封火山墙，随着屋面坡度的变化而逐级跌落，材质、色彩朴素自然，与周围环境有机融合。多样变

化的建筑围合出的侧界面连续协调，错落有致。

许村依山临水而建，呈现出构成丰富的街巷侧界面。或两侧由建筑围合而成，形成相对封闭的街巷空间；或一侧为建筑、

院墙，另一侧为环境要素(绿地、溪流、山体)，形成半开放的街巷空间；或道路两侧皆为环境要素(绿地、山体、溪流)，形成

完全开放的街巷空间。街巷或宽或窄、或藏或露、或曲或直，变化丰富的侧界面，形成多样的视觉体验。

（3）顶界面由底界面与侧界面共同形成的天际线以及屋面形式共同构成了街巷空间的“顶界面”。顶界面的空间变化丰富

多样。或由错落有致的屋檐及封火山墙形成村落景观天际线，层层叠叠，富于变化；或屋檐、山墙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虚实

交融；或由两侧屋檐形成狭窄的里弄深巷“一线天”。

（4）三个界面的关系街巷三界面结合互补，相辅相成，围合构成街巷空间。街巷的三界面在环境地形的多样变化下构成了

街巷空间虚与实的变化韵律，体现出街巷空间格局的复杂性与完整性，如表 2 所统计的街巷空间界面所示。底界面是基础，不

同的处理手法(铺装材质、方式)对街巷空间的界定、空间的识别与空间的感受产生不同的效果。侧界面由建筑和周边环境要素

构成，既界定街巷的外部空间，又界定了建筑之外的内部空间，影响了街巷的视觉连续性、村落的整体风貌以及天际线等。顶

界面以天空为背景，由建筑侧面及周边环境构成，为侧界面的延伸，或为檐口、封火山墙、坡屋顶，或为自然环境(山、水、农

田)，影响着人视野的开阔度。

2.街巷空间尺度

村落街巷底界面、侧界面和顶界面的丰富性，决定了街巷空间尺度比例的多样性。相对来说，传统村落的街巷空间尺度比

较小，既受地形环境的影响，又受街巷功能的限定。空间尺度一般以人所接受的尺度为标准，过境道路宽度最宽，道路宽度为

5-6m，街巷宽度为 9-18m，街道的垂直界面宽高比 D/H 值在 1.5-3.0 之间，主要供车辆交通所用；主街宽度为 3-4m，D/H 值在

0.5-1.3 之间；大部分巷道宽度为 1.2-3m，小而狭窄的巷弄则为 0.8-1.2m，仅供人通行使用，D/H 值在接近 0.3-1.0 之间变化，

多数为 0.6 左右，如表 3 所统计。

表 3 街巷空间尺度



6

街巷等级 过境道路 主街 巷道 巷弄

街巷宽度 9一 18m 3 一 4m 1. 2—3m 0. 8—1. 2m

D/H 值 1. 5-3.0 0. 5-1.3 0. 3 一 1. 0 0. 2?.4

街巷空间尺度影响了人们在街巷中活动时的心理和视觉感受以及行为活动。例如过境道路宽度最宽，D/H 值最大，给人宽阔

的空间视野，故而成为交通疏散和商业活动的集中区域；大观亭处的街巷 D/H 值在 0.4-1.0 之间，给人亲切、内聚之感，且此

处为各主要街巷的交汇空间，街巷景观丰富，成为许村重要的休闲、聚会活动场所。又如环泉村的巷道 D/H 值小于 0.4，给人的

视觉感受狭窄压抑，主要是供人通行。

3.街巷空间重要节点

许村的街巷空间结构明晰，节点部分在整个街巷空间形态中起着重要的承接作用。空间节点可以进行开放———半开放—

——私密的环境空间过渡，同时也是停留、休闲、中转的重要场所。按功能属性划分，许村重要空间节点主要包含四类:入口空

间、公共空间、井口空间和交叉口空间。

(1)入口空间街巷与宅院入口的处理关系，既起着连接宅院入口过渡空间的功能，同时也是休憩、联谊的重要场所。入口空

间的尺度性较为模糊，依据人群的数量而改变，呈现出一种较为随意自由的空间形态。

(2)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是村民进行公共性交往活动的中心场所。公共性活动主要为商业买卖、休闲集会、家族祭祀等。同时

这些交往中心往往为主要交通道路汇集处形成放大的节点空间，兼具疏散功能。许村重要的的公共空间有入口广场、宅前广场、

政府广场、许村广场、大观亭广场、五马坊广场、昉溪公园、仪耕广场、敬老院广场、敦睦堂广场等，如图 3(a)所示。如村落

南入口是整个村落的主入口，此处连续设置了两座牌坊，呈现出文化鲜明的入口形象，如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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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村公共空间中较有特色的是廊桥空间———高阳廊桥。桥上建廊，既可以起交通连接作用，又能为村民提供遮阳避雨、

休闲歇息之处，形成许村一处独特的景观，如图 3(d)。

(3)井口空间水井是古村落必不可少的生活设施。为了方便取水，水井往往会位于较为开阔明亮的场地，形成以水井为中心

的井口空间[7]。井口空间空间尺度较大，井台往往会进行专门的抬高和加固，形状为方形或圆形，并且采用较为独特的铺装模

式，如前页图 3(b)所示。许村街巷狭长，穿插井台空间有利于打破街巷空间的单调、封闭感，增强街巷空间的韵律感
[8]
。

(4)交叉口空间街巷与街巷交叉口，在街巷空间中起导引、承接作用。许村的交叉口均以“T”、“十”字形态为主，其中

“T”字形占了绝大部分，这是因为徽州传统观念中较为排斥十字交叉的严肃呆板的氛围。交叉口空间多有不同程度的曲折和错

位，为了避免十字口的出现甚至会扩大为风车状的小广场，错位交叉的交界形态能够产生较强的识别性。

四、街巷空间现存问题及保护的思考

1.街巷空间现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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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工环境的恶化生产物质的老化、基础服务设施的落后、规划建设的无序是造成街巷空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主要表

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物质在气候的影响下，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老化腐朽。例如街面石板风化，出现断裂、凹陷，不便于通行；墙

体材料老化，许多砖砌墙体受到日晒雨淋，表面抹灰开始剥落，甚至出现开裂等危险状况。

第二，基础设施使用历史较长，设施本身的陈旧落后不能满足现代生产生活的需求；并且村落缺乏公厕、垃圾箱等环卫设

施，卫生状况不尽人意。

第三，村落的建筑功能结构、管道设施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使用者的需求，导致了许多居民对传统建筑的随意改造、管道搭

建，破坏了街巷空间的整体形态，更存在危险隐患。

(2)街巷活力的衰退许村所处位置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居民观念落后，导致街巷的活力日益衰退。由于空间环境的恶

化，年轻人外出打工，村落老龄化加剧，房屋空置率越来越高，商业发展缺乏特色，部分片区出现萧条的景象。村落居民对传

统的历史文化逐渐淡漠，风俗节庆各种礼仪活动简化，同时，旅游景点开发程度较低，缺乏吸引力。

(3)传统风貌的消散政府管理力量薄弱，居民保护意识淡薄是传统风貌消散的主要原因。传统风貌的消散主要表现为:

第一，生活环境恶化，缺乏及时的保护整治措施，控制力度的不足导致新建建筑与传统建筑格格不入。特别是现代装饰材

料如金属门、铝合金门窗、瓷砖的运用，破坏了街巷侧界面的传统风貌。

第二，为方便交通通行，大多数路面都以水泥路面设置，街巷石板底界面的特色逐步减弱。

2.关于保护的思考

街巷空间是一个复杂的组织结构，其保护工程更为复杂。针对主要现存问题，应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从整体上保护街

巷空间的构成要素和形象展现；传承传统风貌，维持历史肌理，更新落后的基础设施；政府积极支持和引导，全面提高管理水

平，加强居民保护意识，提高村落经济发展，建构多样性的空间形象来复苏空间活力。

(1)整体性保护街巷空间保护是村落保护规划的重要内容。街巷空间的整体保护体现在物质要素和精神文化要素的整体保护

上。物质要素如街巷格局、街道底界面、侧界面和顶界面，精神文化要素则包含社会文化、民风民俗和生活方式。石板路面和

错落有致的封火山墙，以及小桥、流水等自然景观，构建了街巷空间的整体意象；而街巷内的居民生活方式、民风民俗则体现

了许村村落的精神文化。将这些展现村落街巷空间特色的要素都纳入保护内容中，由内而外整体渗入。

(2)传承与发展传承与发展是街巷空间保护中必须面对的两大考验。传承街巷传统风貌，发展村落滞后设施。传承体现在延

续村落历史文脉，维持平面肌理，保护完整的空间结构、多样的空间形态、丰富的空间景观和宜人的空间尺度。发展体现在更

新街巷空间中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物质功能需求的环节，例如老化的基础设施，滞后的功能分布，落后的生活方式等。

此外，人的活动是保持地区活力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积极支持与引导，加强居民保护意识，加大管理控制力度。并通过

升级传统产业，挖掘旅游产业价值，加强村落形象宣传等手段来促进村落经济发展，调动居民的积极参与性，复苏街巷空间活

力。

(3)持续性整治整治街巷空间，则是要以保护与复原传统风貌为目的，对构成空间的物质要素(如环境、道路、建筑)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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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修缮，既能保存原生环境，又能满足现代生活需求。街巷空间的保护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是一个持续性的工程，并不是

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去细致了解，去思考。

五、结语

文章通过对许村村落格局与传统街巷空间进行细致阐述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许村村落的空间要素由地形(面)、街巷(线)和建筑(点)三级梯度构成。街巷空间结构清晰，呈鱼骨状与局部方格网

型，主街、巷道、巷弄相互串联交错共同形成了村落的街巷系统。建筑大部分为徽州传统建筑样式，整体上呈现出质朴、温婉

的韵味。许村的街巷空间与建筑互成环境，既体现了徽州古村落自然生长的共性美，又展示出其基于自身特色的个性美。

第二，从生成环境上看，村落街巷空间是在村落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存储着大量的建筑信息，是一个复杂的组

织结构，它将人们的生活需求、宗族关系、礼制思想、社会文化及环境情况形象地展示。

第三，从功能上看，许村街巷空间集多种功能于一体，既是交通联系的纽带，又是商品交换活动的载体，更是社会交往的

场所，是独具特色的场所空间。

第四，从构成特色上看，通过街面、街墙、屋檐及封火山墙的组合变化形成了街巷空间的多样性；在地形环境及街巷功能

的限制下，空间尺度较小；形式丰富的街巷节点各具特色，体现了街巷空间的复杂性与完整性。街巷空间的建构材料多就地取

材；界面的铺设方式、徽州传统建筑的形制和丰富的山墙变化反映出街巷构成的地域传统特征及朴实自然的空间氛围。

第五，许村街巷空间现存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工环境的恶化、街巷活力的衰退以及传统风貌的消散。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

府、专业机构和居民的共同努力。应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从整体上保护街巷空间的构成要素和形象展现，传承街巷传统风

貌，装载适合现代生活的内容，建构多样性的空间形象来复苏空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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