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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 

——以文石村为例 

李昌鹏 潘洌 廖宇航
1
 

（广西大学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摘 要】：庐陵地区(今江西吉安市)传统村落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以文石村为例，通过现场调研、

史料研究，分析村落的空间形态与演变过程，探究其形态背后的影响因素，为庐陵地区的传统村落研究略尽绵薄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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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地处吉泰盆地，今指江西省吉安市。《明一统志》云：“始皇二十四年王翦灭楚，虏负刍，明年置庐陵、安平、新淦三

县，属九江郡。”“秦郡县天下，厥有庐陵”，这是关于庐陵行政建置的最早记载[1]。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一

代又一代的人们在此繁衍生息，孕育出博大精深的庐陵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众多具有研究价值的传统建筑。然而学术界目前与之

相关的研究相对薄弱，对庐陵传统村落形态的研究和地域特色的挖掘远远不够。作为第二批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文石村，建

筑风貌保存完好、文化底蕴深厚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2]。 

1 文石村概况 

1.1村落简介 

文石村开基祖李常春于南宋(公元 1234年)从吉安小排头，河沆迁居至此，因有众多竹林故原名篁竹头，后因赣江墨潭之中

横亘巨石称横石村，之后再改文石。《文石李氏族谱》描述：“大河西，有村，地阔平旷，横亘水滨，二水双环，逆龙回抱，即

吾文石”。全村现有 300多户居住，约近 600人。(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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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文石村舆地图 

1.2历史演变 

文石村历史悠久，据悉很早之前这里存在多数姓氏，后因李氏家族势力不断壮大，其余各姓氏陆续迁出。现如今这里主要是

李氏家族居住，为开基祖下十代盈公后裔。盈公下有五房分别是沙房、楼房、上房、下房、西房。如今上房人口最多，占全村一

半，下房迁至今永丰沙溪，其他少数姓氏为当时李家的长工与佣人的后代。最早的人民生活在沿江河岸，且存在吊脚楼式建筑。

同治年间李氏族人在四川、湖南等地经商致富，购置如今土地，建立九栋屋与八栋屋(为李氏 25世居住)，后因人口繁衍再建二

栋屋与三栋屋(为李氏 26～28世居住)。由于其紧靠赣江，充沛的水资源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洪涝灾害。据村民描述，村

庄隔 20年发一次大水，清末时期文石村沿赣江河岸的店铺等建筑均毁于当时洪水，故文石新村搬往离水更远、地势更高的西面。 

 

图 2文石村卫星图 

2 村落的空间形态 

2.1村落布局 

文石村海拔 51.06m，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樟山镇东侧，距离吉安市区 18km，东南面紧邻赣江，北面和江口、舍边相邻，西面

与牧岗岭等村落交界。村落三面环水，类似于一个小岛屿，呈“弯弓”形态，属于典型的滨水平原型传统村落。遥江而望，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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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桃花岛，对岸有人形与虎形山脉(图 1)。村落内多种植桔树，耕地主要集中在西侧的两条水系外，人居环境幽静宜人。“绿树

成荫，桃花缤飞，滔滔江水，绵延山脉”，构成了文石村如诗如画的自然生态景观，自古流传下来的文石八景诗便是最好的印证

(图 2)。 

2.2空间形态 

俯瞰村落，文石村的空间形态属于组团型。整体的空间格局简单，主要道路呈 T字形将四个建筑群(九栋屋、八栋屋、三栋

屋、两栋屋)串联起来，数条支路由主干道发散再连接其他民居，加上建筑群内部规整的巷道，形成了文石村独特的路网结构。

村落西侧原有一郑夫人坊，是全村入口的标志用于纪念全仁之妻郑氏守寡贞洁，现仅剩遗址。李氏总祠位于全村的中心，对面是

村落最大的活动广场，两者辐射整个村落，而各建筑组团以房为单位坐落于总祠周边，形成上房居村南、沙房居村西、西房居村

北、楼房居村东的格局。除此之外，文石村有 4口古井，8处池塘，7棵上百年的古樟，形成了节点空间，错落的布置在村庄内

部，不仅给人们提供了交流休憩的场所，还给井然有序的村落增添了一丝活力(图 3)。 

 

图 3文石村空间形态 

3 建筑的空间形态 

村内大部分传统建筑保存状况完好。村庄内完好祠堂有 3座，4个民居建筑群除附属用房破环外，整体结构保存完好，全村

共计传统民居 23栋。典型建筑代表有李氏总词、三栋屋等。 

3.1公共建筑—李氏总祠 

李氏总祠(也称叙伦堂)位于村落的中央，由清代从村落东侧移建而来，是全村等级最高的建筑。右侧有一立本堂为接待客

人、读书与村庄议事之用，与祠堂一同构成院落称西平第。祠堂规模庞大，尺寸为 17×51m，占地面积约 900㎡，总体呈三开间

三进两天井的格局，前厅、享堂、后寝依次布置在中轴线上。建筑前方设有一对红砂石狮，入口呈门廊式，通过门廊到达前厅，

映入眼前的是建筑内部最大的天井，上有卵石铺成铜钱图案，两侧为厢廊。第二进为享堂供全村举行重大活动，最后一进的后寝

用来祭祀祖宗(图 4)。 

3.2民居建筑—三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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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李氏总祠平面图 

文石村三栋屋是因九栋屋人口饱和，由李之行牵头而建。正屋为典型的庐陵地区高位采光民居，三栋建筑横向相邻排列，故

称三栋屋。建筑群占地面积 1,300 ㎡，为两层砖木结构，附属用房呈口字形环绕正屋四周。前侧附属用房为家族读书写字之用

(已坍塌)，后侧为会客厅与厨房，两侧为下人居住，整体空间功能分布清晰明确。建筑内部有卵石铺就而成的巷道，前后为两条

主巷宽约 3.2m，正房之间为次巷宽约 1.3m。正屋为一明两暗三开间的格局，沿中轴对称，中部是厅堂，两侧及后方是厢房，砖

木结构，采用天眼采光(图 5)。 

 

图 5三栋平面图 

4 影响因素 

4.1自然环境因素 

在人类社会生产力低下的早期时代，如何在原始自然环境中生存是村民的首要任务，因此自然环境是影响村落选址形态的

主要因素之一。文石村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水充沛，适合人类生存。肥沃的土地资源使得村落除

五谷杂粮之外，也发展了瓜果、棉麻等具有地域特色的经济作物。水运一直以来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运输方式，独特的滨水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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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条件使得文石村农业发展便利，且其成为了当时吉安城郊的重要码头，不少的商人在此停留休憩，极大的促进了村落的经济发

展，村内至今现存诸多作为会客功能的建筑物。 

4.2宗族制度因素 

宗族制度，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以大宗小宗为准则，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封建伦理体制[3]。一

般的传统村落宗族结构为族、房、支、户四级。若按照祠堂来分析，文石村的祠堂有李氏总祠一座，为李氏家族共同祭祀的场所。

房祠有四座分别是上房房祠、沙房房祠、楼房房祠、西房房祠，仅有上房房祠整体完整。支祠仅有一座为上房支祠坐落于九栋屋

旁。文石村所有的民居建筑以房祠为中心，在其周边建设，所有的房祠则以李氏总祠为核心分布，是明显的宗族制度的体现。 

4.3耕读文化因素 

庐陵地区自古就有崇文重教的传统，且流传出了“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等耳熟能详的谚语。文天祥，欧阳修，杨万里

以及编著《永乐大典》的解缙等大文豪也都是来自这片土地。在明朝更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 

文石村内设有多处供年轻人读书的地方，如总祠旁边的立本堂、三栋屋的前厢、族谱上记载的日新书院以及九栋屋旁坍塌的

书院。规模不大的文石村竟有如此多的场所用于读书，由此可见在传统社会当地人民对于教育的重视，是庐陵地区人才辈出，文

风鼎盛的关键因素。这种耕读传家的思想在许多民居和祠堂建筑的细部上也有诸多体现，例如：李彩章公祠(上房支祠)的楹联，

“书可读田可耕我祖考曾遗传家之训，凤斯鸣马斯倚汝子孙莫负报国之忱”，字字珠玑，让人拍案叫绝(图 6)。 

 

图 6李彩章公祠楹联 

4.4商帮文化因素 

古代商帮中，江右商帮仅次徽商帮、晋商帮，排全国第三，是实力最强、成形早的商帮[4]。在“江西移湖广，湖广填四川”

的移民背景下，庐陵地区经商者秉承忠厚老实，待人宽仁为诸多人所喜，由此在湖广四川一带的经商事业中亦取得了不错的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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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村这种与传统农耕型村落截然不同的村落面貌就是在经商致富的背景下建立起来。文石村的商号称“义兴号”，创始

者为族人全仁，20 岁入川经商，因其忠厚老实的性格被老板看中，故将自己的女儿与布店托付与他。从此以后，全仁生意越做

越大，业务也扩展开来，创立了商号。全仁因病离世后，其弟巨华继承兄长的遗志继续经营，又开设了酒店钱庄等业务，“义兴

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巨华次子孚竹从小在生意环境中长大，培养出了极强的经商头脑，使得义兴号在道光年间达到巅峰。在

雄厚的财力条件下，孚竹于同治年间带领着全村人民移建了叙论堂与立本堂，后又陆陆续续地建立了九栋屋，两栋屋与三栋屋。 

4.5风水理论因素 

江西是中国风水的重要起源地，古村落的选址受到风水的深刻影响。境内的聚落在堪舆实践中比较重视形法，流行的是以

“形法”为主体，同时也利用一些“理法”操作为补充
[5]
。文石村的选址是先人对风水理论的遵循和对天人合一思想追求。村落

整体以西侧的西山作为“枕山”，三面的水系作为“环水”，东侧人形山与虎形山作为“面屏”，赣江作为“腰带水”，是风水

学中典型的理想格局。在整体的布局上采用风水学中喝形的思想，江对岸的山脉呈下山虎的姿态，故所有建筑做西向东与地形结

合好似一把弯弓，用来震慑此虎。建筑朝向也有与五行相关的说法，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做西朝东属于金宅，恰好是文石经商

之人需要。 

5 结语 

每一个传统村落都是古代不同地域自然条件、风土人情、社会背景的映射。庐陵地区的文石村是受自然环境、宗族礼制、耕

读文化、商帮文化、风水理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组团型的空间形态。在现如今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传统村

落面临村落风貌保护与村民生活质量发展的矛盾，剖析村落背后的本质逻辑，有利于传统村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得到更好的

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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