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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视角下东阳卢宅的保护和发展研究 

赵聪玲
1
 

（华侨大学，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从地域性角度对卢宅建筑群进行研究，分别从卢宅的环境、历史概况、保护措施等角度进行分析。与

故宫齐名的卢宅建筑群，位于浙江省东阳市新城区与旧城区交界处，是江南地区闻名的古建筑群，同时也是中国现

存规模最大的明清住宅群落。对于卢宅古建筑群，虽然东阳政府有意识地去重视对它的维护，但由于存在政策上不

够完善及实施不到位的问题，卢宅村落及整体环境得不到协调的发展。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文献等方式，针对以上

提及的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设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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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学者的深入研究，使“民居”的概念逐渐被丰富完善。

整合众多学者的研究结果可知“民居”是传统民居的简称，指的是出现时间最早，分布范围广泛，拥有数量最多且最传统的民间

居住建筑类型，同时各个地方聚族而居的建筑也被称为“民居”。但因为中国国土面积辽阔,地理环境和气候存在较大差异，传

统文化和审美价值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了多样化面貌及其风格的民居类型。各族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迁徙与交流，促进

了各族人民对于居住建筑的建造与发展，这些民居也成为传统建筑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根据以上特点选取江南古民居的东阳

卢宅进行分析研究，是因为其具有江南建筑风格的同时，充分融合和体现了当地建筑群落的特点，可以客观体现卢宅的保护规划

和未来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设想的探讨可以为其他地方的建筑群落的保护提供参考和借鉴价值。 

1 传统东阳民居的概况 

东阳地处浙江省中部，是浙江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整体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平原面积较少，造成了东南地区特殊的盆地

地形。东阳气候温和，雨季时间较长，空气湿润，拥有足够的光照，四季分明，当地产物丰盛。东阳传统民居可分为姓氏宗族聚

集地和村落两种形式，是对江南巢居方式和余姚河姆渡建筑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江南地区姓氏宗族的聚集地基本分布在地势平

坦之处或者沿河南北而建，村落布局多为背山面水或者背水面山,在山区则是依地势自下而上或沿大型水源而设。 

东阳传统民居多以宗祠为中心，四周分布住宅，建筑空间一般分成露天空间，室内空间及公共空间三种空间类型，同时加以

一定的建筑规则，使空间层次变化多样。东阳民居多以砖木结构的楼居式建筑为主，建筑整体呈现白墙灰瓦的形制，室内辅以大

量东阳木雕进行装饰，空间通透明亮。 

2 卢宅的概况 

卢宅是东阳卢氏宗族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的聚居结构，建筑按南北方向轴线建立。总体布局以卢氏大宗祠为中心，树德堂、肃

雍堂、复荆堂三个大殿为支撑，主轴线分别经三座石牌坊，即肃雍堂、乐寿堂和世雍堂。两条轴线分别从肃雍堂、树德堂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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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六组不同的建筑，最后形成九进民居格局。肃雍堂是整体建筑的核心部分，它的格局包括前庭门屋，堂前两侧厢房，使得整

个建筑群落呈现出气势恢宏、古朴隆重的特点。卢宅的民居建筑群落中也展示了本地浓厚的木雕文化气息，室内外遍布各种木雕

构建，间接展现出古代士大夫通过对民居建筑的构建对文化的认同。 

2.1卢宅所处环境 

卢宅位于东阳市的东侧，整体村落面山环水，地理位置优越，从而成为风水宝地。但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更多城市公路被铺

设，改变了卢宅原有的风水，高大的建筑群落切断了卢宅与自然原有的联系，也促使卢宅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形成不同的特色。

同时卢宅所处东阳，雨水丰富，空气湿润，梅雨季长，这使得防水和防虫蛀成为卢宅建筑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2.2卢宅的历史概况 

东阳地区的历史可以从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开始，名为吴宁县隶属于会稽郡。到了唐垂拱二年的时候，更名为东阳县。卢宅历

史可追溯到南宋初年，卢氏家族于雅溪畔定居，后代恪守家训以聚族而居，世人称之为“雅溪卢氏”。自明永乐十九年开始，卢

氏族人中众多涉足仕林，因此雅溪卢氏被称作“婺州望族”。在这个过程中，卢氏使用大约 3333hm
2
土地，建造了规模宏大且较

完整的明清住宅群。整个村落面山环水，格局变化有序，布局主次分明，东阳木雕装饰其中，建筑色调朴素淡雅。对比其他的家

族宅第群，卢宅可以称得上是现存明清民居建筑的杰出代表。 

3 卢宅保护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卢宅和国内其他文化遗产一样面临严峻的挑战，同时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城市的急速扩建也会给卢

宅带来不一样的机遇。 

3.1卢宅历来保护情况 

卢宅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有关部门为此做了大量的保护工作：国家文物局在 1985-1989 年间组织了第一期卢宅基

础工作维修工程，进行了建筑的初步修复和文物的修缮工作。1988 年卢宅文物保管所成立，主要是为了避免重要建筑文物的遗

漏，方便文物存放。1989年卢宅受到洪水破坏，损失惨重。因此国家文物局组织针对卢宅 1989年的洪水灾害情况，在 1990-1994

年间对卢宅进行了第二次维修。在 1997-2001年间，国家文物局组织对卢宅进行第三次维修。近二十年对卢宅老街也进行了整顿

和改造，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具有东阳特色的木雕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卢宅整体建筑修缮工作的压力。 

3.2现存问题 

3.2.1卢宅的建筑派系认知问题。东阳传统民居常被社会各界人士习惯性的归类为“徽派建筑”，甚至江南各省的旅游界和

一些不明情况的新闻媒体记者也在无意识地宣扬这种说法。而东阳传统民居是东阳匠人的心血代表，不应该被冠上“徽派建筑”，

更不应该被冠上“婺派建筑”，这些说法是错误的。同样作为东阳传统民居代表的卢宅，白墙灰瓦的形象更加突出。人们对于白

墙灰瓦的第一印象就是徽派建筑，这将更加加深不了解东阳建筑文化背景的群众的认知错误。 

3.2.2卢宅所遇修缮保护问题。1989年 7月受台风影响，卢宅古建筑群经历特大洪水袭击，大批民居被损毁，使卢宅造成巨

大损失。除遭遇洪水袭击外，这些古建筑还会遭受酸雨腐蚀。虽然东阳地区近年以来酸雨的浓度及产生频率逐渐降低，但是东阳

的酸雨主要以硫酸型为主，对卢宅古建筑的木、石构件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同时人为破坏严重，历史上卢宅建筑群多次经历人们

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破坏。政府在这些保护上指导力度不到位，导致卢宅内在缺乏维护，此外政府只注重保护卢宅古建部分，而忽

略了与建筑群相关的原有居民居住建筑的保护，造成老房屋年久失修而坍塌，从而降低了整体村落建筑群的保护质量，增加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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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维护成本。 

3.2.3卢宅的周围建筑环境问题。1989年卢宅遭受洪水灾害破坏后，政府的修复工作并没有重视对卢宅建筑环境的保护，最

终造成了现存的卢宅建筑与周围建筑环境形成分裂之势。现存卢宅周围高大建筑林立，布局错乱，新生的建筑群虽然恢复了白墙

黑瓦的建筑样式，但是过于“新”的外貌，打破了卢宅原有面山环水的风水格局，同时忽略建筑物之间植被的重要性，使新旧建

筑之间缺乏过渡，缺少了卢宅文化中原有的人文景象。 

4 卢宅的保护措施 

4.1卢宅的保护措施分析 

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卢宅的保护是对卢宅历史、文化、建筑环境等方面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单单对古建筑群的修缮、改造

和利用，而是更注重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的传承。因此卢宅的保护应遵循以下几点： 

(1)遵循卢宅的历史脉络。加固和恢复原来的文化环境，对它周边景观植被进行恢复，促进景与建筑之间的协调，以保存和

提升卢宅的文化价值。 

(2)通过恢复建筑环境，尽可能地挖掘整个历史地段中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更好的向游客展现这片区域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

建筑价值。 

(3)改善当地民生，大力推广文化旅游业。卢宅古村落仍然居住着卢氏后人，是个保持着生活气息和生态活力的历史区域，

发展旅游业可以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4)以民带“民”。发挥当地居民的自主创新能力，带动当地民俗和民间活动的发展，推进民间非遗文化的传承。 

4.2卢宅目前的保护措施 

卢宅在保持当地具有代表特色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对于损坏的部分建筑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地通过加固

结构，使用相同或者相似的材料去还原修复古建筑样貌，吸引游客的参观以增加收入。 

4.3仍需进行的保护措施 

政府组织修建体验馆可以让游客了解卢宅的传统手工艺，进一步提高当地知名度以及手工艺人的收入；建立民俗馆和博物

馆这些建筑来为游客展现当地建筑和民俗的场景，展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景象；创建美术馆吸引不同的创作者进行作品展

示，拓展了人文活动，同时不定期的举办周末集市和节日民俗表演等活动吸引游客的驻足。 

5 总结 

卢宅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背景的文化村落，在对其建筑保护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历史、人文、艺术等问题，抱着发展的眼光去

看待卢宅的持续性未来。此外，卢宅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底蕴，这就要求政府更注重对它进一步的保护与发展。卢宅的保

护方案需要更精准的实施策略，既要考虑村子的整体建筑规划环境，还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为卢宅提供稳定的经济收入，

以实现“以民便民，以村利民”的特点。 



 

 4 

参考文献： 

[1]熊梅.我国传统民居的研究进展与学科取向[J]∙城市规划,2017,41(02):102-112. 

[2]东阳市地方志编委会编纂，王庸华主编.东阳市志[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 

[3]张帆.东阳卢宅民间“故宫”[J]∙绿色环保建材,2014(09):92-96. 

[4]詹科.地域文化背景下卢宅古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研究[J].山西建筑,2018,44(04):3-4. 

[5]杨进发.江南古民居卢宅的文化价值及保护规划[D].杭州：浙江大学，2006. 

[6]章磊.卢宅古村落历史文化与保护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