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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阿勒屯村空间形态特征探析

张婷玉，韦宝畏

（吉林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８）

摘要：哈密地处我国西北部干旱荒漠化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鲜明的伊斯兰宗教文化特色。阿勒屯村是

哈密地区维吾尔族适应地域恶劣自然条件和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影响而营建的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村落空间。从

历史文脉，选址布局，街巷形态和庭院特色等对阿勒屯空间形态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以期能对当地维吾尔族传

统村落空间特色的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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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勒屯村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村”，位于新疆

哈密市回城乡西郊，其村域范围包括现在的建国、

沙枣井、九龙树、阿勒屯和麦盖提等５个行政村以

及哈密回王陵、仿建的回王府［１］ （图１）。 “阿勒

屯”在维吾尔语中称 “阿勒同勒克”，意为 “黄金

之地”。阿勒屯村建村历史十分悠久，距今已有

１０００余年的发展史。早在公元８４８年，位于漠北

草原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消灭后大部分回鹘人被

迫西迁，其中一支在９世纪中期迁居此地，在古代

高昌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之下由逐水草而

居的游牧生活转变成拥有固定居所的农耕生活，

逐渐形成村落的雏形。到清康熙三十六年 （１６９７

年），统治哈密的维吾尔族首领额贝都拉归顺朝

廷，由于协助朝廷平定葛尔丹叛乱有功，被赐封

为一世回王，五十六年 （１７１７年）在此地建立回

城，使村域范围得到大规模扩展，后因战乱回城

遭到破坏，包括已焚毁的回王府及其周边地域就

逐渐形成了现今阿勒屯村的村域范围。现在的阿

勒屯村依然是一个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体的乡村

聚落，维吾尔族人口占村落总人口的 ８０％以上，

居民主要信奉伊斯兰教。目前，阿勒屯村整体空

间格局和形态保护基本完好，村落中现存较为完

整的历史建筑主要有回王墓、主麻寺、艾提尕尔

大清真寺、老麦尔斯经文学堂和阿依力克麻扎等

宗教公共建筑，也有百年历史的古老院落，无不

彰显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和维吾尔族民族文化内涵。

图１　阿勒屯村村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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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阿勒屯村呈不规则形，以东侧纵向贯

穿整个村落的西河坝为水源地聚族而居，水源地

两侧形成的绿色廊道空间成为聚落重要的纵向景

观轴线。村落西北侧的回王坟是历代回王及其教

徒墓地共同形成的规模比较弘大的墓葬群，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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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随回王而将墓地建于此处。北侧的沿街道

路和村内部主街———南湖路两侧建有商铺，形成

了小型的商业空间格局；西河坝旁的滨河路，每

逢周末当地居民会自发形成露天巴扎集市，延续

了他们古时的商贸风习。伊斯兰教宗教场所———

清真寺隐匿于聚落之中呈散点式分布，遍布整个

村落空间，满足村民日常开展宗教活动需求。结

合村中地形和宗教习惯，民居院落在村落中心位

置呈密集状，到村落周边逐渐变得稀疏，但也都

呈团状格局。南侧和西侧是大面积农田、果园，

也有小面积耕地散布于村落内部。

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其所处地

域自然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自然环境与

宗教活动的制约和影响，使阿勒屯村形成了现有

的格局。从自然环境状况来说，阿勒屯村位于哈

密盆地洪积———冲积倾斜平原中部的绿洲地带，

地势平缓，自东北至西南方向略微倾斜，土层深

厚，土壤肥沃。再加上当地气候为典型的温带大

陆性干旱气候，干燥少雨，降水稀少，蒸发量极

大。温差大，日照强的独特气候条件使得当地特

别适合瓜果、棉花和小麦的种植。但农作物的生

长需依赖丰富的水源进行灌溉，这对早期深居内

陆干旱区传统村落的形成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丰

富的水资源就成为阿勒屯村选址时所要考虑的首

要因素。阿勒屯村的形成，最早始于西河坝，因

为西河坝的形成来自于高山冰川的 “固体水库”，

当每年季节交替时，融化的雪水便顺坡而下冲刷形

成绿洲，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满足村落

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图２）。

图２　村落与水源位置关系示意图

同时，阿勒屯村由于地处西北内陆沙漠边缘

地带，大风和沙尘天气十分普遍，对当地民众生

产生活影响巨大。因此，村落整体坐北朝南略向

东倾斜，与风向形成４５°左右的夹角，内部道路网

络也与风向成一定的偏斜角度，有效降低了内部

交通空间的风速。位于其东侧的西河坝中的古树

木郁郁葱葱，形成了南北向的绿色屏障，在风沙

袭来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风力，可以改变村落

区域范围的风场及风环境。北侧民居的墙体作为

整个村落的迎风面，各建筑居住单元墙体连接成

整面，使迎风界面承受风荷载的能力增强，并利

用建筑表面粗糙的质感增加对气流运动的摩擦阻

力，化解部分风力对界面产生的风压，从而起到

抵挡风沙侵袭等恶劣天气带来不利影响的作用

（图３）。

图３　村落迎风面部分立面展开示意图

　　从人文环境的影响来说，村落空间格局的形
成与其居民的宗教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阿

勒屯村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区，居民信仰伊斯兰教，

因此清真寺是村落中最为重要的精神象征和标志

物，其散布于村落之中且覆盖了村落所有的居住

范围。以清真寺为村落中片区的核心，使得穆斯

林在每日进行礼拜时有了很好的可达性，成为聚

落均匀分布的中心 （图４）。居民的居住院落也以
清真寺为中心营建。因为穆斯林通常是以 《古兰

经》中的戒训和律法来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其中就要求穆斯林成员组成一个社区，“你们当全

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２］４５。就像阿

莫斯·拉普卜特在 《建成环境的意义》一书中所

诠释的那样： “文化之于建成环境具有中心性，

……在许多传统文化中，宗教的图示及意义是理

解城市形态的关键所在。”［３］１６在这一宗教教义的指

引下，维吾尔族居民以清真寺为片区中心，将住

房相互连接，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形成了密集

型聚落形态。反过来，这种受伊斯兰教宗教教义

影响形成的密集型村落形态也有利于抵御不良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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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因素的影响。由于阿勒屯村所在区域常年盛行

东北风和偏北大风，并时常伴有沙尘天气，而周

围又无地势较高的坡地作为屏障，所以在村落营

建时通过保持密集的聚落形态使得村落整体空间

内聚向心，相对封闭，从而起到抵挡风沙侵袭等

恶劣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图４　村落中宗教建筑空间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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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街巷空间

阿勒屯村平铺于绿洲之上，形成一个以街巷

为网络，清真寺为结点的空间整体。村落内建有

大大小小的清真寺，供礼拜、宗教聚礼之用，以

它为中心聚集成村落内部的网状道路结构。在组

合关系上，街巷空间与清真寺之间相互约束，与

民居院落相辅相成形成特色鲜明的街巷空间形态。

村落整体道路空间由四条东西向的横向街道和三

条南北向的纵向街道贯穿整个村落，形成 “四横

三纵”的主要街巷交通空间结构，呈现独特的构

图肌理 （图５）。

图５　村落的街巷空间

村落内的巷道呈狭长封闭状，街巷间的转折、

交叉形成了网状交通空间形态，贯穿到村落的各

个角落。街巷整体是由主要街道、巷道、院前巷

三种类型组成。村内多为非相互垂直的交叉巷道，

形成了通而不畅的曲线型格局，巷道宽度一般４～

５米，是由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向外辐射相互穿插形

成的次级道路网。巷道连接了主街、宗教场所和

民居院落，也联系了维吾尔族居民所有的生活空

间，散布在街巷中的清真寺形成了或大或小的公

共空间，做完礼拜后参加聚礼的人都会在公共场

所中逗留聊天。此外，在村落中居民也会利用自

发形成的场所作为公共空间的节点，例如街巷相

互交叉的 “Ｙ”字型路口和树木形成的空间；水源

地附近的滨水空间；院落门前古树树荫下的乘凉

空间。这些受居民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影响而形

成的区域成为妇女们闲话家常，儿童们游戏玩耍

的重要公共空间，由此可以看出街巷是维系公共

区域与私人院落之间关联性的重要场所。

受沙尘大风等不利天气的影响，阿勒屯村南

北方向北侧迎风面的主街道入口处呈圆角形式，

建筑和围墙的形态也为曲面，这种防风措施可弱

化气流，削弱强风，降低风荷载。位于村落北侧

的其余次入口多采用分岔路的方式，在进入巷道

一段距离之后，这种路口方式可以减弱风速和分

散风力，并且路口转角处的树木，将风力减小之

后再分散到两侧道路。村落民居外墙几乎都不开

窗，即便有窗，也是又少又小，这样使巷道空间

形成一种封闭狭窄的带状空间，街巷的交叉转折

使视野由开阔的公共空间逐渐转变为相对封闭的

私人空间，形成了完整的开合性空间序列。巷道

连接的是院落前巷，宽度一般为２～３米，尽头一

般是没有道路可以继续前进的私人院落，是聚落

内部民居组团中具有较强的私密性的核心空间。

整个村落的街巷空间肌理如树状结构一般，以主

街为主干、街巷为枝干、尽端巷是枝干的分支，

贯穿联通整个村落。村落中的街巷不仅仅能满足

居民日常交通需求，还将庭院与村落中的公共场

所、宗教建筑等空间有机链接在一起，成为联系

内与外之间关系的公共区域，是维系邻里交往、

宗教礼拜的连接点，是村落空间精神的重要体现。

２庭院空间

阿勒屯村所在的哈密地区自古就是古代丝绸

之路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因此，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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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中的维吾尔族民居作为最基本的空间组成单

元是体现地域特色最为重要的物质载体。距今１５０

余年历史的阿勒屯村新麦尔斯经文学堂就采用中

原地区院落的建筑形式，是一个土木结构的四合

院式建筑。同时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入户门采用

尖券门，门楼顶部设置了伊斯兰教建筑形式中常

有的唤礼塔，主玛寺位于院落轴线中心，两侧是

讲经室和藏经室，均向东侧院落内部开高窗或者

天窗。南北侧厢房是 “塔里甫的宿舍”，是伊斯兰

教学徒的休息室，由于气候原因北侧宿舍以天窗

为主要采光方式，院落四周建有回廊。同时受西

域文化的影响，反映了该建筑综合性地继承了伊

斯兰教建筑和中原建筑的型制特色，具有极高的

建筑和历史文化价值 （图６、图７）。

图６　新麦尔斯经文学堂一层及屋顶平面

图７　新麦尔斯经文学堂大门立面与庭院

院落是构成村落形态的重要基础。前文提到，

阿勒屯村的村落布局呈 “外紧内松”的状态，致

使外部可供家人交流的公共空间变得十分稀缺，

从而使得院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克里斯·

亚伯在 《建筑与个性》一书中指出：“伊斯兰建筑

另一个重要的倾向是内向性，它是一种由内院和

封闭空间构成的建筑。”［４］１７６因此，阿勒屯村村民在

民居的营建上院落占了大部分的面积，建筑物与

院落的围合方式通常有 “一”字型、“Ｌ”型、

“Ｕ”字型和 “口”字型等四种类型 （图 ８）。

“一”字型和 “Ｌ”型是院落围合形式中最为常见

的类型，因为院落大小适中，用地的经济性、适

应性较强，院落直接位于居住用房之前，起到交

通组织作用。“Ｕ”字型和 “口”字型院落形式是

依据家族的大小由 “一”型、“Ｌ”型合院组合形

成，一般面宽较大，院落内部的景观性较强，可

容纳成员较多家庭一起居住。同时，为抵御当地

冬季时凌冽的北风侵袭，院落一般坐北朝南向布

置，住宅建筑居北地势较高，可抵御风沙，南侧

低洼处可设庭院，庭院中种植树木也可起到防风

沙的作用。

图８　居民院落围合形式

３民居特色

（１）平面布局。在维吾尔族民居中有一种非

常典型的住宅平面布局单元称为 “沙拉依”。这种

平面布局形式在阿勒屯村民居建造过程中也得到

了广泛的采用。该民居一般由两暗一明三间组成，

与当地汉族民居所不同的是位于中间的明间被称

为 “代立兹”，一般开间较小，而位于两侧的暗间

开间则较大。中部的 “代立兹”有时会分隔为前

后两个部分，前部分起着风斗作用，后部作为库

房或者厨房使用。风斗避免了位于两侧的卧室

“阿西哈那”和客房 “米玛哈那”朝院落方向开

门，同时有效地保护了居室内部的私密性。这三

间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单元，再辅以

厨房和其他辅助用房便组成了居民的生活空间。

檐廊是在居住建筑前设置的外廊，是室内和室外

的过渡空间，维吾尔族称之为 “皮夏以旺” （图

９）。房前廊下空间是维吾尔族民居建筑中不可缺

少的空间组成部分，宽度一般约为２米，连接了所

有的居住空间，在廊下经常摆放床、柜等一些生

活家居，维吾尔族居民习惯在室外廊下饮食起居

和生产生活，由外廊营造的空间就成为重要的功

能场所。有一些民居还在连廊前设葡萄架，夏季

时，枝繁叶茂的葡萄树为廊下空间开辟出阴凉透

风的休息区域；冬天，葡萄树枝叶掉落，阳光可

直接射入廊下的休息区域，使维吾尔族居民除了

严冬季节在室内度过外，其他时间都可在室外廊

下接待亲友、休息聊天、纵情歌舞。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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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维吾尔族民居基本单元平面

（２）构造工艺。阿勒屯村建宅使用的材料为

当地最为常见的生土。建房时通常将生土和麦草

秸加水混合搅拌成草泥，再添加少量细沙放进木

制的模具中制成长方形的土坯砖，最后将成型的

土坯砖垒建成墙，垒建方式主要有 “干垒法”和

“湿垒法”两种，垒成的墙体厚度一般为 ５０～８０

厘米，从下到上有明显的收分，下部较上部宽２０

厘米左右；厚重的墙壁具有很好的保温和隔热性

能，冬暖夏凉，而且可塑性比较强，不耐雨水，

特别适合干旱少雨地区。民居的屋顶少量使用木

材，采用平屋顶的形式来防止风沙天气，其做法

是先在梁上铺半圆的木椽子，之后铺上一层厚厚的

草垫阻止了夏天烈日的暴晒，冬天则起到保温的

作用，最后在草甸上抹上生土和麦草秸混合成的

草泥 （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

（３）建筑装饰。在民居建筑的装饰上，维

吾尔族民居继承了伊斯兰建筑文化的审美情趣

和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伊斯兰教建筑中经常

使用的几何花纹，阿勒屯村的民居在装饰建筑

时也多采用，在建造院落墙体的时候用土坯砖

竖摆出连续变化的人型或十字形的图案，既装

饰了墙体又使街巷空间富有变化。窗户装饰上

雕刻的几何图案花纹常采用星行纹、回纹、冰

裂纹等木雕花格的纹样，形制精美别致，有节

奏韵律的变化构图严谨而丰富，其木雕的构图

和工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富裕家庭居住建

筑前连廊多采用伊斯兰建筑中的多用的券拱，

多为蓝色白色等较鲜艳的颜色，并在上面用彩

绘浮雕刻绘一些植物花卉用来装饰，檐廊部位

也会用几何的花纹图样来装饰，融入了民族文

化的空间组成形式和装饰风格是阿勒屯村及周

边村落表达出的地域特点 （图１３）。

图１０　湿垒法建造的墙体 图１１　干垒法垒建的墙体 图１２　民居屋顶构造

图１３　维吾尔族民居建筑装饰风格

4" 567

通过对哈密阿勒屯村村落空间形态特征的初

步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村落空间形态的形成与

当地特有的自然条件和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为适

应当地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阿勒屯村采用封闭

内聚的村落空间形态，曲折蜿蜒的街巷道路，因

地制宜的营建技术，才成就了富有地域特色并延

续至今的古老村落；而当地居民对伊斯兰教信仰

则造就了阿勒屯村浓郁的民族风格，如隐匿在村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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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中绿色穹顶的宗教建筑，绘有精美图案的建筑

檐廊，几何形花纹的木格窗等充分表达了伊斯兰

教特有的建筑装饰艺术风格。这些因素综合作用，

使阿勒屯村成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传统村落，

它所具有的独特空间格局与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

当地社会民俗的价值观高度契合、相辅相成，从

而成为延续新疆内陆地区地域和民族宗教文化的

重要载体。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国家大力推进城

市化进程，阿勒屯村周围一些所谓的 “时尚型”、

“潮流型”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无论是建

筑形式还是建筑风格，都与阿勒屯村的整体风貌

显得格格不入，严重破坏了阿勒屯村的空间特色，

也割裂了整个村落的历史文脉。而村落内部出于

旅游开发目的的功利性更新行为，也导致了村落

历史环境遭受不可逆的破坏，最终造成城市面貌

会随着历史文脉的断裂而变得千篇一律毫无特色。

鉴于此，笔者认为要加强传统村落的法制化保护，

划定保护范围，保护和延续传统村落的历史风貌；

要尊重和改善村落居民的生活条件，发展村落经

济，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增强对传统村落价值的

认知，增强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要加强对传

统村落空间布局和建筑特色的研究，总结传统村

落营造的经验和生态智慧，在传统村落建筑更新

和环境设计中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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