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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徽州传统民居中的灰空间贯穿了整个空间序列，并影响着空间序列的节奏，同时还具有功能、生态、美学

等多重内涵。试图从空间界面的角度对徽州传统民居中各类灰空间进行分析，探讨各类灰空间在“凹”型基本平

面形式及其组合平面形式中的空间组合关系，解析灰空间在空间节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探析灰空间在徽州

传统民居中的地位，旨在为徽州地域建筑的发展提供新的设计思路。发展地域建筑不仅是对传统建筑元素的应用，

更在于对传统建筑空间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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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  言 

徽州传统民居汇聚了皖南地区地域文化的精
髓，是地域性建筑发展的灵感源泉。它以明清时期
徽商的崛起为经济基础，在理学思想、宗族观念、
风水学说等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孕育而成。由徽
州土著山越民居的干阑式木楼和北方四合院结构
相结合发展而成的对称布局、两层楼居的“凹”型
合院成为组合成徽州传统民居的基本单元。在基本
单元的基础上通过拼接形成三种常见的平面形式：
两个三合院串联形成的串联式；两个三合院相反连
接形成“H”型；两个三合院对接形成面向式[1]153-154

（图 1）。另外，“凹”型基本单元具有方向性，
可以任意调整方向互相拼接，从而使传统民居的空
间序列变化更加多样化（图 2）。 

 
图 1  基本单元及常见平面形式 

徽州传统民居中多种基本平面形式及多方向

的拼接形成丰富的空间序列，拼接过程中空间的连
接和交通流线的贯穿都离不开“灰空间”的作用，
同时“灰空间”还能够影响整体空间节奏的变化。
因此，对徽州传统民居中“灰空间”的探讨有利于
徽州建筑文化的研究和地域性建筑的发展。 

 

图 2  基本单元的方向性 

    二、徽州传统民居灰空间的概念解析 

建筑是特定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下的产物，就像
特定的气候和环境会生长具有当地独具特色的植
物和动物一样。传统民居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冲刷而
保留下来的社会和环境作用下的产物，具有独特的
地域属性。徽州传统民居中的灰空间同样也有其地
域特性影响下的独特之处。 

1.灰空间 

日本当代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最早提出灰空
间的概念，并给出了两层定义：一是从色彩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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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灰色的空间；二是介于室内外的过渡空间。其中
色彩中的灰是指日本茶道创始人千利休所阐述的
“利休灰”思想。以红、黄、兰、白混合出不同的
灰色来装饰建筑，这几种颜色能够混合出无数种灰
色。灰色与其他颜色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并可与
任何颜色搭配，体现模糊性和包容性与空间范畴中
的灰空间本质相通。后者表达的是灰空间似是而
非、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概念，体现空间的过渡性。 

根据常识，建筑的内部空间是由地板、墙壁、
天花板三个要素所限定。建筑外部空间作为“没有
屋顶的建筑”由地面和墙壁两个要素限定[2]224。灰
空间的限定要素与内部空间相同，而又兼有外部空
间的开敞，并处在一种由此及彼的运动过程之中，
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在这里相互渗透、融合。 

2.徽州传统民居中的灰空间 

虽然灰空间的概念是舶来品，但在中国传统建
筑中一直存在。在日本建筑中，“缘侧”即檐下的
廊子是典型的灰空间。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缘侧空
间”有檐、廊、亭等所形成的空间。徽州传统民居
中的宅门入口和建筑入口、挑檐和檐廊以及厅堂都
属于此类空间。厅堂属于徽州传统民居中的特殊灰
空间之一，它既具有灰空间界面的特点，又具有室
内空间的功能。除此之外，天井也属于具有徽州地
域特色的特殊灰空间。虽然从界面的限定要素来
看，天井与外部空间相同，由地面和墙壁组成。然
而“天井”作为徽州传统民居中唯一与室外相连的
地方，从这个名词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空间尺度与
外部空间的区别，即深度较大且进深小，并且人们
行走在其中，视线看不到天井顶部的开敞，这给人
以室内空间的感受，同时又能体验到阳光洒进来产
生的光影变化。因此，从灰空间的特点和界面限定
来看，入口空间、挑檐和檐廊、厅堂以及天井就构
成了徽州传统民居灰空间体系。 

三、徽州传统民居中灰空间的界
面解析 

空间决定了建筑的使用价值，界面是围合空间
的物质实体，对空间的研究必然绕不开对界面的探
讨。灰空间限定程度的变化会形成不同尺度的空间
形态。另外，由于灰空间界限的模糊性，从而给人
带来多样的空间体验，也使人们的活动内容具有不

确定性。 

1.入口空间 

徽州传统民居中的入口包括宅门入口和建筑
入口。宅门入口空间的界面包括地面、顶界面及两
侧墙面，其限定程度主要由入口平台和顶界面决
定。根据入口平台的类型可以将宅门入口分为一字
型、八字型、内凹型和外凸型[3]。其中，一字型相
对其他几种类型来说，通过性更强而过度作用较
弱。从顶界面来看，一字型的顶界面与两侧围合墙
体同宽。顶界面除了有一字型之外，还有屋宇式。
这种形式的顶界面本身较宽，能够形成具有一定围
合程度的空间，供人们停留和交谈。不同形式的顶
界面和入口平台进行组合，形成限定程度不同的宅
门入口空间（表 1）。入口空间的限定程度越高，过
渡作用就越强，人们也就更加愿意在此停留。宅门
入口不仅起到建筑内外空间上的过渡作用，同时还
是人们从外部环境进入宅院内部时心理上的缓冲。 

表 1  宅门入口空间的界面围合 

入口平 
台类型 

一字型 屋宇式 

一字型 

  

限定程度 ▲ ▲▲▲ 

八字型 

 

限定程度 ▲▲ ▲▲▲▲ 

凸字型 

 
限定程度 ▲▲ ▲▲▲ 

凹字型 

限定程度 ▲▲ ▲▲▲▲ 

徽州传统民居建筑入口的位置及界面与主体
建筑的基本形式密切相关。在基本单元“凹”型合
院平面中的入口通常位于厅堂正对面的墙体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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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侧面的檐廊处。因此建筑入口的界面围合就有
以上两种情况。前者建筑的入口与一字型宅门入口
类同，所形成的入口空间限定较弱，主要起到通行
的作用。后者檐廊顶部如同屋宇式入口，空间限定
程度相对较强，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的停留和交谈
（图 3）。除面向式平面外其他三种基本形式的建筑
入口主要是以上两种情况，在面向式平面中，当建
筑入口与厅堂结合，且宅门入口与建筑入口共同构
成两层入口空间，遮挡宅院外的视线，保证建筑内
部空间的私密性，这种做法在基地有限的情况下形
成更多的房间，而入口处的厅堂则成为进入建筑空
间的前厅。 

 
图 3  檐廊处的建筑入口 

2.天井 

天井作为徽州传统民居基本单元中与自然环
境的唯一联系，拉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根据
天井在四种基本平面形式中的位置，其界面限定程
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凹”型平面中由一面房屋、
两侧檐廊与一面围墙所限定的天井（图 4）。另一种
是面向式中的前后两面“一厅两厢”的基本单元与
两侧檐廊围合的天井，四面坡向天井的屋面瓦檐形
成其天窗。 

 
图 4  天井 

从空间的界面围合程度来看，两者没有本质的
区别，都是底面和侧面围合顶面开敞的形式。其区
别在于“凹”型平面的天井一侧是高墙，面向式平
面的四周是房屋或檐廊。从空间形态上来说，后者
的天井空间更加开敞，与两侧的厅堂空间共同构成
人们的生活和起居场所，室内外的空间界限也更加
模糊。从空间尺度来说，两种围合形式的天井空间
都遵循了徽州人崇尚的风水学说中关于天井的标
准，即天井不宜过窄或过宽，应能够“藏风聚气”。
天井空间给人营造一种安全、私密且与自然环境相
融合的生活空间，其尺度不会因为有更多的空间与
之共享而有明显的增加。 

    3.挑檐与檐廊 

    徽州传统民居中的挑檐围绕在天井的周围，这
也是形成天井“四水归堂”的必要条件。由于挑檐
本身宽度较窄，并且位于两层建筑的屋顶处，对于
底层活动的人来说空间感较弱。然而，它无形中也
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并使人们自然的从天井过渡
到厅堂。 

徽州传统民居中的檐廊是最典型的灰空间，它
的存在打破了室内外空间硬性的交接，使室内外空
间相互交融，在空间和交通方面起到过渡作用。在
四种基本平面形式及其组合中，檐廊通常作为连接
点，连通整个交通流线。根据檐廊在民居中的位置
不同，其界面限定程度也不尽相同，人们在其中的
活动内容也有所区别。一种是在“凹”型平面和“H”
型平面中，连通天井和厢房；一种是在串联式和面
向式平面中连接前后两个单元。前者是四个界面围
合限定程度较高，更强调其过渡作用；后者通过门
洞连通两侧灰空间，被赋予了交通功能。另外，当
此处的檐廊与天井通过木质镂空门窗隔断时，形成
了室内空间，作为厢房的一部分或作为储藏。 

4.厅堂 

从界面围合的程度来看，厅堂与檐廊的空间限
定程度基本相同（图 5），而厅堂相对于檐廊给人
以更强的空间稳定感。从空间尺度上来看，檐廊的
空间尺度较小，厅堂的空间尺度较大。从空间比例
来看，檐廊的进深较浅而开间相对较大，空间本身
具有线形空间的特点，流动性较强稳定性较弱，而
厅堂则与之相反，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感，给人以
室内空间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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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檐廊与厅堂的界面对比 

厅堂面向天井开敞的界面打破了空间的界限，
不仅将外部自然环境引入厅堂，也使得内部功能延
伸到天井。厅堂在徽州传统民居中的功能等同于现
代居住建筑中的起居室，是民居中等级最高的空
间。作为家庭活动的场所，人们在厅堂祭祀祖先和
神灵，进行日常的生活和家务或透过天井观自然环
境的四季变化[4]。从整体空间的组合上看，厅堂与
天井共同构成了徽州传统民居空间体验感最为丰
富的部分，形成家庭活动的核心。 

    四、徽州传统民居灰空间的组合
关系解析 

从徽州传统民居的基本单元“凹”型平面来看，
从宅门入口经过庭院到建筑入口再到天井进而到
达厅堂，从“收”到“放”再到另一个“收放”过
程，继而到达空间序列的高潮。在这个最基本的空
间序列中，灰空间对整体空间节奏的形成起着主导
性作用。在徽州古村落中，四种基本平面形式和基
本单元的多方向性共同形成多样的传统民居平面
布局，其中曲折的内部流线及复杂的空间序列都离
不开灰空间的协调作用。 

    1.衔接与过渡 

灰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其过渡性。在徽州传统民
居的空间序列中，灰空间的过渡作用贯穿始末。宅
门入口空间作为过渡性空间把人自然的由外部环
境引入宅院内部。建筑入口空间则将人们从外部空
间过渡到更加私密的建筑空间。在建筑内部，灰空
间的存在使空间之间的衔接和过渡更加自然。在多
种多样的徽州传统民居布局中，不同的灰空间通过
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促成空间的衔接和过渡，并形
成具有节奏感的空间序列。当两个基本单元垂直布
置时，各个空间之间几乎无等级之分，内部整体空
间秩序感较弱，檐廊作为两个基本单元的衔接空
间，将整个交通流线引导和贯穿为一个整体，并将

两个天井空间的连接处形成了收束的空间，使得空
间节奏在这里降低，从而凸显两侧天井空间（图 6）。 

 

图 6  互相垂直的“凹”型平面 

2.渗透与层次 

相邻的两个空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有意识
的相互连通，彼此互相渗透，使得空间层次更加丰
富[5]49-55。徽州传统民居中的厅堂通过开敞的界面与
天井之间形成渗透关系，两者通过地坪高差和屋顶
进行空间界限的划分。厅堂与天井相互因借，厅堂
中的功能向天井延伸，天井中的自然环境透入厅堂。 

空间的渗透不仅使空间层次更加丰富，同时还
能利用空间的通透对人们在其中的活动起到引导
作用。檐廊作为衔接空间，它的通透处理能够使得
空间被分隔的同时又相互连通，并暗示和引导人们
进一步探索。在徽州传统民居中，灰空间的渗透处
理使功能之间相互融合，促使空间内涵的多样化，
同时避免空间的生硬转折。 

3.序列与节奏 

建筑作为三维空间需要人们在连续行进中，从
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才能对其有整体的感
知。因此，空间序列是空间和时间的有机统一。徽
州传统民居的空间序列的开始处有入口空间作为
内外的过渡，在转折的地方有檐廊作为衔接，在高
潮的地方有天井和厅堂相互渗透。在徽州传统民居



66                        西 安 建 筑 科 技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第 35 卷 

中，灰空间的衔接、过渡、渗透等处理关系的共同
作用，把独立的基本单元组织成为完整的、有秩序
的空间群体，形成丰富的且具有节奏感的空间序
列。灰空间在整个传统民居空间甚至整个古村落的
形成中，都作为贯穿始末的主线，引导人们在其中
体验空间的设计精髓。 

五、徽州传统民居灰空间的意义 

传统民居是地域文化在物质实体和空间形态
上的具体体现。其中的空间不仅满足了人们的使用
要求，更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社会观念、信仰、审美
等精神需求，反映了更深一层的地域精神。另外，
建筑空间与人的行为之间是互相作用的关系，人的
思想、行为在特定的场所空间的影响下不断的发展
变化，也就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同时，新的思想、
行为以及新的文化又会滋生新的建筑空间。在这种
相互作用的推动下，徽州传统民居不断完善，灰空
间在其中充当了独特且重要的角色。当代地域建筑
的发展能够从徽州传统民居灰空间中得到有益的
启示。 

1.丰富空间的层次与内涵 

由于各类灰空间界面构成的多样性和模糊性，
形成了空间之间界限较弱的流动空间，模糊的界限
也促使各个空间的功能内涵更加多元化。檐廊、天
井、厅堂以及入口等灰空间之间没有固定的空间分
隔，使徽州传统民居整体空间相互流动、贯通，形
成了层次丰富的空间序列。交通流线将灰空间串联
为一个整体，并使其成为空间节奏转折的节点；同
时，节点空间的隔而不断也引导着人们在民居建筑
中的活动。对传统建筑的传承并非直接的仿造和复
旧，而应该将现代建造技术、社会观念与传统的空
间理念有机结合，从而设计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反
映地域文化的现代建筑。 

2.倡导生态建筑理念 

徽州传统民居从最初的选址、建筑朝向及平面
布局到空间组合、建筑材料和构造处理都体现了人
们的生态建筑思想和经验，反映了人们适应自然、
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6]。灰空间的合理布置
控制着建筑的间距、密度以及总体的布局，保证

徽州传统民居获得合理的采光和通风。其中，院落
和天井对改善建筑室内湿热的环境有重要作用。天
井处的空气流动形成“烟囱效应”，从而将室内的
空气与外部空气形成对流，达到通风、降温和防潮
的效果。除此之外，天井内的排水设施与建筑外部
的水系相连，形成完善的排水系统，并且天井内的
水池、水缸也有利于调节建筑内部微环境。传统生
态理念和被动式的设计手法对现代绿色建筑的发
展很有启发，同时也是对地域文化和思想的继承。 

3.注重人本精神 

地域文化对建筑的影响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
个层面上。气候、地形、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等属
于前者，社会观念、审美、文化等属于后者。传统
建筑存在的地域差异也正是这两者共同作用的结
果。徽州传统民居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在灰空间
的设计上完美融合。天井是对当时人们崇尚自然的
“天人合一”思想的回应。在天井中摆放盆景配合
厅堂中悬挂的山水画，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的空
间环境。天井顶界面开敞作为露天起居室，人们在
这里喝茶、赏月，与自然进行亲切对话。人、建筑
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天井处体现的淋漓
尽致，同时也展现了人们顺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智
慧。这种与自然的对话正是现代生活空间中所缺乏
的。随着人们物质水平的提高，对生活环境的精神
追求愈加迫切，因此，将徽州传统民居追求天人合
一的思想纳入到地域建筑的发展中，以应对现代生
活空间缺乏人文关怀的现象。  

    六、结  语 

灰空间是徽州传统民居空间序列的主导因素，
入口空间、天井、挑檐和檐廊、厅堂等共同决定了
起、承、转、合的空间节奏，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空间环境。灰空间模糊的空间界限促使多种
空间的过渡和融合，使空间中人的活动内容具有多
样性。在人的参与下，灰空间发挥着其独特的现实
和意象作用。深入解析徽州传统民居的灰空间，有
利于从理论层面上继承传统民居建筑设计的精髓，
进而促进地域建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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