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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合院的空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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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四合院经历了百年沧桑，至今仍然 是 老 城 区 主 要 的 居 住 形 式 之 一。北 京 四 合 院 院 落 布 局 有 序，

居住不仅是建筑空间的围合，还是传统的延续。对四合院的发展及内涵和建筑特色简要介绍，通过对四合院

空间与西方建筑模式语言进行分析，期望能够将传 统 四 合 院 空 间 模 式 现 代 化、实 用 化，使 其 成 为 由 传 统 建 筑

向现代表达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成为一种蕴含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创作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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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合院的内涵

四合 院，是 我 国 传 统 民 居 中 的 典 型 代 表，是

古老文化的一种象征。四合是指东、西、南、北四

面的房屋 围 合 起 来，形 成 一 个“口”字 形，即 组 成

了“院”，这就是四合院的基本特征。若论四合院

建筑结构之精巧、造型之雅致、种类数量之繁多，

必当以北京为首［１］。

北京四 合 院 历 史 悠 久，大 规 模 建 造 始 于 元

代。元代定都北京后，对都城进行了统一规划，确

定了都城的中心———宫城，并以宫城为核心，将城

市划分成规则的街区，胡同＋四合院的布局形态逐

步成型。虽然历经明清时期的大规模扩建和改造，

但四合院的主体形制未发生太多改变，根据使用要

求和社会背景形成了独特的居住方式。

除了历史背景以外，北京四合院更加特殊的

是融合了中华民族的礼制文化，清晰的反映着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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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宗法观念在建筑中的表达，承载着深厚文化

内涵。按照封建宗法理念设计的四合院最能体现

古代社会长幼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传统观

念。四合院内外宅的划分体现了尊卑有别的等级

观念，维持宗族形式，规范家族行为。那种“北屋为

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的位置序列安

排，完全是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事兄以悌、朋交以

义的人生道德伦理观念的现实转化［２］。从这一点

上来看，四合院可以称得上是封建社会的缩影。

二、四合院的形制

由于地处北方，四合院建筑基本按照坐北朝

南进行布局，沿 南 北 纵 轴 线 建 筑 呈 对 称 布 置，各

院落独立封闭。四合院虽然规模有所不同，但都

是以院落 为 基 本 单 元 进 行 组 合。四 面 房 屋 围 合

为 一 进 院 落，北 房（也 叫 正 房）、南 房（也 叫 倒 座

房）和东、西 厢 房［３］，四 周 以 高 墙 封 闭，形 成 内 向

型庭院。规模稍大的四合院一般都有三进院落，

大门为金柱大门或广亮大门，门独占倒座房一整

间，有 垂 花 门，外 院、中 院、游 廊、后 院、罩 房 等。

大型四合院一般在主轴线外有多条次轴线，每条

轴线为多 个 四 合 院 向 纵 深 相 连 而 成。即 使 北 京

故宫也是严格按照此种形制进行布局。

三、四合院的空间模式

１．入口空间

在《建筑模式语言》中对入口空间的描述“走进

一幢建筑物或离开它，你都需要有一个空间可以通

过，无论这空间是在建筑物内部或在它外部。……

为什么需要入口空间？以下的说叫最为直观而令

人印象深刻：人们进入或离开建筑物的时间都是前

后连续的，为了与这时间的重要性相—致，空间也

应照此办理，使之间建筑物内外相连续”［４］１２９１。

大门作为四合院的入口，正是提供了这样一

个从外界走进四合院私密世界的空间，把入门空间

的区域规定得很明确。同时四合院的大门，无论贫

富一般皆有门楼，一方面供出入时遮蔽风雨，另一

方面，大门在封建社会也是主人地位的一个重要表

征，从大门的规模形制上就可以看出主人的官阶职

位以及社会等级，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礼制在四

合院中几乎是无处不体现。王府大门是门的形制

中的最高等级，其次有广亮大门、如意门等，广亮大

门只有品官的宅第方可使用。虽然只是大门，但不

仅仅只有门而已，达官贵人的府邸往往大门是几间

房子构成，这与“在门外，要使入口空间的墙壁三面

围合一个有顶的空间”不谋而合。

进入大门，迎面而来的不是四合院的整个庭

院，而往往是一面影壁。用砖雕或木雕艺术图案

装饰四周的 影 壁，中 间 写 着“鸿 禧”、“吉 祥”等 祝

福家宅平安的大字。“这样，大门敞开时，站在门

前台阶上的人看不到里面的房间，看到的只是入

口空间，也 不 能 通 过 任 何 房 门 往 里 看”［４］１２９２。这

充分保证了 大 门 打 开 时，院 落 内 部 的 私 密 性，从

传统思想上来说也是驱邪避煞的一种做法，在展

示内部空间之前先留一段遐想，欲扬先抑。

２．穿越空间

四合院，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

彼此之间 由 抄 手 游 廊 进 行 连 接。游 廊 是 开 敞 式

附属建筑，既可供人行走，又可供人休憩小坐，观

赏院内 景 致。天晴时，阳光明媚；雨雪天，倚栏欣

赏，更别有一番情趣。游廊形成了一种舒畅的流通

空间，既使各个房间之间彼此相联，又提供了一个

可行、可憩、可赏的场所，成为室外与室内空间的联

系纽带，同时增加了整个院落的景致趣味。

３．中心共用区

四合院房屋围合形成的庭院，是四合院布局

的中心，同 时 也 是 家 庭 成 员 活 动 的 中 心 共 用 区

域，在这里可以休闲娱乐也可以进行日常的家务

劳动。北京 四 合 院 的 庭 院 虽 比 不 上 东 北 地 区 四

合院的广阔，但也足够宽敞，阳光非常充足，往往

在庭院中会 遍 植 花 木，饲 鸟 养 鱼，阔 绰 的 往 往 还

会堆山叠石，形成良好的庭院景观。

四合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有合有分

的。各个房间彼此独立，关起门来就是一个自己

的私密空间；打开门，就是一个大家庭，有共同的

活动中心，连 接 成 为 一 个 整 体。庭 院，正 是 这 个

整体的活动中心，它位于整个四合院的中心，“以

便每一个人都同样容易进去，因而使大家感到它

是团体 的 中 心”［４］１２８５。人 们 会 经 常 经 过 这 个 地

方，但人们并不是非在这儿停留不可。如果他们

愿意，他们可以径直往前走；如果他们愿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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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此停留片刻，瞧瞧热闹；如果他们愿意，他

们也可以 在 这 里 歇 歇。“最 重 要 的 是，它 必 须 位

于从入口到私人房间的路旁，这样人们在进出建

筑物时总要从它的旁边经过”［４］１２８５。

“任何社会集团居住的建筑物都是通过提供

公用区来 维 持 这 种 接 触 的。”在 家 族 制 度 基 础 深

厚、以血缘 和 地 缘 为 主 要 连 接 纽 带 的 中 国，四 合

院标榜尊崇 共 同 的 祖 先，维 系 亲 情，并 体 现 不 同

宗族成员的不同地位。无疑，四合院加强了宗族

内部的凝聚力。同一宗族的人有共同的祖先，共

同的住所，共 同 的 墓 地，这 种 宗 法 制 度 是 维 系 中

国封建社会传承千年的精神支柱，而四合院则是

这种思想理念的物质家园［５］。

４．私密性层次

在中国 传 统 的 思 想 中 是 非 常 注 重 私 密 性。

从普通百 姓 的 四 合 院 到 金 碧 辉 煌 的 皇 家 住 所 故

宫，重重 的 院 落，将 家 族 与 外 界 几 乎 完 全 隔 绝。

“一入侯门深似海”正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合院中除大门与外界相通之外，一般都不

对外开窗 户，即 使 开 窗 户 也 只 有 南 房 为 了 采 光，

在南墙上离地很高的地方开小窗。因此，只要关

上大门，四 合 院 内 便 形 成 一 个 封 闭 式 的 小 环 境。

住在四合 院 里 的 人 不 常 与 周 围 的 邻 居 来 往。在

小院里，一家人过着日子，与世无争。可以说，四

合院是在 历 史 的 洪 流 中，在 动 荡 的 社 会 风 云 里，

北京人所寻觅到的一个安详恬静的安乐窝。

从外界到四合院的最后一重院落，私密性是

层层递进的。两进院落以上的四合院，一般都分

为内宅 和 外 宅。外 宅 是 半 公 共 空 间，是 对 外 会

客，处理日 常 事 务 的 地 方。内 宅，一 般 只 有 亲 属

可入内，在 家 规 森 严 的 大 户 人 家 中，通 常 外 人 和

男仆是不 得 进 入 内 宅 的。在 孔 府 的 内 宅 部 分 有

道禁门———内宅门与外 界 相 隔。此 门 戒 备 森 严，

任何外人 不 得 擅 自 入 内。门 的 西 侧 有 一 个 露 出

墙外特制的水槽———石流，府内规定挑水夫不得

进入内宅，只把水倒入槽内隔墙流入内宅。可见

其对内宅私密性之重视程度。

垂花门是内外宅的分界线，通常是四合院中

装饰得最华 丽 的 一 道 门，又 叫 做 二 门。古 时 女 子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指的就是这道门。这道门是

半公共空间与私密空间的分界线。进垂花门后还

望不见里院，因为有木板屏风门挡着视线。在内宅

中，北房南向是正房，房屋的开间进深都较大，台基

较高，多为长辈居住，东西厢房开间进深较小，台基

也较矮，常为晚辈居住。这种布局使重心突出，主

次分明，井然有序，借以体现人伦关系和辈分。

四合院，从 大 门 入 口———外 宅———内 宅———

房间，形成了公共空间———半 公 共 空 间———半 私

密空间———私 密 空 间 的 序 列。这 种 渐 进 的 序 列

使人产生安全稳定感和归属亲切感，人与人之间

能产生一 种 凝 聚 力 与 和 谐 气 氛。这 与 现 代 公 寓

住宅永远紧闭大门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结　语

北京四合院住宅的建造，大都是在封建社会

的晚期，它 满 足 了 人 们 衣 食 住 行 的 需 要，满 足 了

人们希望得到友谊、同情、理解、信任的需要。它

的文化内涵丰富，全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居住观

念。四合 院 的 建 筑 布 局，层 层 递 进 的 私 密 性 层

次、带有遮 蔽 的 入 口 空 间、流 畅 富 有 情 趣 的 穿 越

空间、温馨和睦的中心共用区……这些又与具有

现代建筑理 念 的《建 筑 模 式 语 言》所 提 到 的 有 很

多共同之 处。可 以 说 四 合 院 形 成 了 一 个 符 合 人

性心理、保 持 传 统 文 化、邻 里 关 系 融 洽 的 居 住 环

境。它形 成 了 家 庭 院 落 为 中 心，街 坊 邻 里 为 干

线，社区地域为平面的社会网络系统。在现代化

公寓的建造模式中，或许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

这些已经被遗忘的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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