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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武夷山下梅古村为例, 分析了武夷山独具特色的古民居风格, 详细介绍了武夷山古民居建筑装饰上的雕刻艺

术,通过对武夷山民居的空间组织手法、空间尺度以及艺术处理手法的研究, 为当代建筑设计师提供了参考借鉴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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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地处闽、赣、浙三省的交界处, 传统民居融合了三省民

居的特色, 形成其独特的风格。由于该地区经济相对滞后, 建筑

的地方性由泥土、砖瓦、木石来充分表现。福建的石料运作颇负

盛名, 建筑装饰上的雕刻成为主要手段, 武夷山古民居尤其以砖

雕艺术而闻名,至今遗留的十几座古村落中, 仍保存着大量的砖

雕作品。文中以武夷山下梅古村为例分析武夷山独具特色的古

民居风格。

武夷民居地处山区, 居民大多集居, 少则三五家、十几家, 多

则几十家, 组成村落、小街乃至集镇。它们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

和地形地貌, 依山傍水, 因地制宜, 形成许多安逸、恬静而又富于

生活气息的小社会。村内房舍纵横为邻, 墙接瓦连, 构成曲折幽

深的小街窄巷。局部留出空地, 作为晒场和人际交往活动的场

所。其对自然空间的划分和街景的组织是现代武夷建筑风格创

作的极好素材。

武夷山水素有 奇秀甲东南 之称, 由于其地理环境优势, 武

夷民居从整体来看, 总是选址于近水处, 下梅村尤其突出。下梅

古民居分列于 900余 m 的当溪两旁,沿河两岸建有凉亭。古街、

古井、古码头、古建筑、古集市, 庙宇、宗祠, 加上古风淳朴的民情

风俗,构成典型的南方水乡格调。这些古村舍充分利用地形地

势,屋顶化大为小,自由穿插搭接, 微呈曲线的封火山墙又各有差

异,使这一和谐整体带上某种变幻和生气。溪岸堤边设置踏步,

供汲水和洗涤之用, 构成以水为中心的极富生机、高度内聚的公

共活动空间,具有良好的生活空间品质。

整个村落原有 70 余栋古宅, 至今仍保存 30 余栋,绝大多数

是清早期和中期的建筑,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古宅有: 邹氏家祠、邹

宅大夫第建筑群、方氏参军第、闺秀楼等。下梅村是闽北邹姓的

重要聚居地 ,在传统民居中, 宗族的伦理观念是一个重要的思想

根源。中国古村落的形成,几乎都是在以家族血缘为聚合的基础

上组建而成的,一般以宗祠或家祠为中心辐射展开, 形成一种由

内向外自然生长的村落格局。下梅村的村落充分体现了这种 聚

姓而居 的原则。
武夷民居大多是内庭式, 围绕内天井布置房间, 外墙封闭。

外墙封闭有利于夏季防晒、冬季防风,而且由于地处偏僻山区, 这

也是出于安全上的需要。宅与宅紧接靠拢, 建筑密度较大, 节约

用地。同时内庭式住宅特别注重内部空间的处理, 内天井常有一

进、二进甚至多进布置, 相应的房间围绕其间, 安排各种功能空

间,形成丰富的空间组合层次。在内天井中, 有较好的接触阳光、

空气和绿化条件, 而与外部隔离, 少受干扰。堂屋与内天井畅通

无阻,便于家庭公共性活动。在结构上,武夷民居结构简单, 就地

取材。全部是木构承重,穿斗式构架居多, 外围夯实土墙。

以邹氏大夫第建筑群为例,整个建筑群由四栋有封火墙相隔

并列的宅居组成,从东向西依次后退 3 m~ 6 m,呈曲折后退, 宅门

错落。这样的布局不但丰富了宅前空间形式, 使其路巷曲折幽

深,同时也把长幼尊卑的道德观融入在建筑之中。其中第二栋为

主楼,门上悬挂写有 大夫第 的匾额 ,大门下端刻有一对麒麟、凤

鸟、花草等图案的门当。进入大门穿过门厅后, 还有一座砖石门

楼,上方层层砖雕,美仑美焕, 气派辉煌, 体现了建筑空间序列上

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

整座建筑进深 58 m,由多个院落组成,每个院落均为天井式

布局。以天井为相对独立单元空间, 空间交错纷杂、高低错落。

这样的空间布局打破了传统民居的空间形式,极大地丰富了邹氏

大夫第建筑群的空间, 使子孙能够在相对独立的单元空间中居

住。建筑群中最精彩的当属后花园, 名为 小樊川 。宽约 12 m,

进深约 7 m, 共 80 多 m
2
。空间虽然不大,却布置得玲珑景致, 极

富特色。花园四周高墙耸立, 中央有一长方形鱼池, 四周石护栏

雕刻十分精美。除了层层叠叠的砖雕图案外,花厅与花园之间有

双层镂空透雕的隔墙照壁, 照壁中央嵌有砖雕行书 小樊川 字
样,现武夷民居对于内庭空间的景观布置尤其重视。

在武夷山,包括邹家大夫第等, 有数进厅堂的古民居中, 从入

口到最里层的地势依次渐高,并且最里层的一进厅堂多为面北而

尊。因为面北而尊的厅堂也称 椿萱正寝 , 椿萱象征父母, 最里

层的厅堂就是父母起居场所。这种布局在其他民居中是不多见

的,蕴含着传统伦理观念和步步高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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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技术层面与制度层面阐述了控规调整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立足于当前控规调整管理体系中公共参与的缺失

及其重要性,提出建立公共参与机制所需要开展的工作,以及借鉴成功经验改进目前管理流程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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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 大多数城市已经完成了城市

规划区范围内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与此同时, 对于控

规的调整工作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并已成为规划管理中重要的一

项工作任务。控规调整直接关系到规划实施的目标问题, 不合理

的调整往往使得城市建设背离公共利益, 造成规划的合法性遭到

质疑, 久而久之将使公众对于城市规划产生信任危机。因此, 如

何使控规调整的实施有利于城市规划的合理性、实效性、公平性,

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1 当前控规调整存在的问题

1. 1 控规调整所面临的技术问题
1)控规指标的调整通常带来建设强度的增高,给城市建设带

来了巨大的压力。多数由地产商申请的调整案均对开发强度提

出了较高要求, 同时带来的是规划人口、交通流量等多方面的增

长,给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带来压力, 部分旧城更新项目

根本无法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水平,导致居民生活品质的下降。

2)控规调整研究范围过小,造成局部合理、整体失控的局面。

就单一片区而言 ,提高建设强度和增加房地产项目, 对城市建设

带来的压力或许可以接受。但是,各片区的控规调整仅顾及局部

武夷山的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 它是朱子理学的摇篮, 在这

里汇集了儒、释、道各种派别,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受文化的影

响,建筑上也充满了其独特的韵味。最能体现其精神文化意象

的,就是民居中的 三雕 图案, 这些珍存下来的砖雕、石雕、木雕,
堪称民间建筑艺术中的精品。

下梅古民居的 三雕 中以砖雕最为精美, 受徽派砖雕、广东
砖雕的影响,内容上又融合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砖雕书法、气韵灵

动活泼, 表现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雕刻技法, 令人叹为观

止。下梅民居中的砖雕主要以大户豪宅和宗祠的门楼为代表, 砖

雕图案以回纹、花草、鸟兽、人物、山水为多,也有的叙述一则故事

或再现当时的风土人情, 有的研磨砖拼成砖斗拱、漏花砖窗和各

种线脚。

下梅民居中的石雕也十分精彩, 民居中所有的石础、门础、门

当、抱鼓石都雕有图案, 内容丰富、造型新颖别致。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邹氏大夫第门楼下部的石雕和芭蕉叶形门等。另外, 由于古

民居都以木结构为主, 木雕工艺也被广泛采用。例如, 邹家祠堂

的梁雕、雀替木雕、二十四孝图 门雕, 邹氏大夫第的 小樊川 的
格扇窗雕等,都体现了当时精细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氛围。

武夷山地理环境、人文气息、风俗民情的独特性, 使其民居也

有着别致的地方特色。武夷民居从整体布置到空间组织, 都体现

了在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的实用性与精神性, 以及在特定社会、

技术条件下这种实用性与精神性的表达。武夷民居里的空间组

织手法、空间尺度感以及艺术处理手法、技术、审美思维, 都是值

得在当代建筑创作过程中借鉴和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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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lk house style of Wuyi
YU Jian

Abstract: Setting the Meigu villag e of Wuyi mountain as example, it analyses the unique folk house sty le of Wuy i, introduces the grav ing in the

decoration of o ld folk house style of Wuyi. And through researching the space org anizing style, space size and art managing style of the folk

house style of Wuy i mountain, it supplies reference to modern architectural des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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