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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 “三间两廊”传统民居人文关怀设计探析

李剑清，缪剑峰※

（后勤工程学院 国防建筑规划与环境工程系，重庆 ４０１３１１）

摘要：通过对岭南传统民居 “三间两廊”的居住空间布局形式以及空间元素设计进行深入分析，旨在发掘岭南

传统居住空间中人文关怀的设计手法。分析结果表明，三间两廊居住空间人文关怀的设计体现在———灵活的空

间布局满足居住生理需求，建筑构件的防御性设计满足居住安全需求，交往空间的多层次及复合性设计满足居

住交往需求，运用色彩、形体变换以及引入文化要素满足视觉及归属感心理需求。岭南三间两廊居住空间的人

文关怀设计为当代住宅设计指明了方向：空间可变性、功能多元化及关注群体亲密关系的构建可为住宅设计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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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洛斯在需求层次理论中揭示人的需求分为

生理、安全、交往、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

居住空间是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宜人的居住

空间在承担居住者正常的衣食住的功能之余，应

具有满足居住者更进一步的行为和心理需求的作

用，岭南传统三间两廊居住空间的人文关怀正体

现在满足了人的生理、安全、交往以及其他居住

心理需求。不仅在空间设计上满足家庭生活和交

往活动的组织，其空间元素的精心设计也极大地

提高了居住环境的舒适性和趣味性，增强了居民

对居住空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岭南传统民居空

间设计所蕴含的人文内涵对于当代住宅空间设计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间两廊是岭南地区最典型的民居形态，具

有多种形态样式，本文以其中最基本形制的居住

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空间设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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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传统居住模式

建筑本身是宗族组织物质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岭南地区，鼓励生育的宗族建设促使了核心家

庭的产生，也造就了三间两廊这种与核心家庭相

适应的民居形式的普及。

三间两廊传统民居中房间的分配尤其关注家

庭地位和身份尊卑，以神位朝向为前方，左为东，

右为西，左尊右卑，故东房为上方，西房为次房，

父母住上房，子女住次房［１］。民居的家具陈设布

置紧凑，且灵活性较大，结合空间格局，对家具

陈设进行还原，可以展现出家庭生活组织的场景

（图１）。

图１　岭南传统民居生活空间还原



第６期 李剑清等：岭南 “三间两廊”传统民居人文关怀设计探析

在岭南传统家庭里，儿女未婚前与父母同住，

待儿子成家后，会在原来的廊屋旁边建新的三间

两廊房屋以适应新的核心家庭居住需求。三间两

廊的民居形制展现出岭南地区宗族聚族而居而又

分房立户的居住模式。

２满足生理需求的空间设计

（１）与梳式布局相适应的入口设置。岭南地

区受湿热气候影响严重，坐北朝南、规整排布的

布局方式能较好地解决日照、通风和交通等问题，

因此岭南地区形成了密集的梳式布局［２］ （图 ２）。

三间两廊的入口设置则顺应了这种布局形式，最

常见的是依赖与山墙平行的纵向来组织外部交通，

故入口多设置在侧面 （图３），亦有借助正面平行

横巷进行外部交通组织，这些民居的入口设置在

正面 （图４）。

图２　岭南梳式布局的横纵巷

　
图３　侧面设入口

　
图４　正面设入口

　　 （２）与家庭生长相适应的空间变换。在三间

两廊的形制中，房间的空间分割灵活性较大，当

人口较少时采用单侧单房，人口较多时，在房中

部设木隔墙或砖墙就可以对房间进行二次分割，

标准三间两廊正屋的进深一般大于６米，因此对房

间进行二次分割后小房仍能满足居住使用需求，

此外还可通过设置阁楼来进行临时的调整［３］。一

般而言，三间两廊形制的民居厅堂两侧的房间少

则两间，多可达八间 （一层四间，阁楼四间），可

做卧室、账房和杂物房等用途，廊房则通常用作

厨房和过厅的功能空间 （图５）。

图５　房间分割变换

（３）与生活需求相适应的交通流线组织。三

间两廊在内部的流线组织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

正屋的厅堂和廊房作为交通转换的空间，谓之过

厅式，是岭南地区常用的流线组织方式；一种是

以过道来串联厅、房、廊和天井，谓之过廊式，

这在广府边缘地区较为常见［４］。

图６　过厅式流线组织示意图

　
图７　过廊式流线组织示意图

过厅式的空间布局最大的特点是不同功能空

间的门都朝向厅堂，呈现向心式的布局，厅堂是

家庭活动的核心，这种空间布局呈现出强烈的仪

式感 （图６）。此外，过厅式的交通组织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家庭成员对家庭事务的参与度。过廊

式的空间布局则侧重于私密性的居住需求 （图６）。

根据不同的家庭需求可设置不同的交通流线。

３满足安全需求的空间设计

岭南三间两廊传统民居中满足居民安全需求

的设计表现在防御性良好的建筑部件设计上。一

方面，民居围墙一般高出成年人身高十数公分，

能有效遮挡外部视线，且墙上开窗少，窗户小，

内部私密性良好。另一方面，三道关卡的大门设

计和外部环境可见性强的窗户设计也是满足安全

需求的重要建筑部件。

岭南三间两廊传统民居在门的安全处理上独

具匠心，其大门由三道门组成，外面一道是屏风

门 （也叫矮脚吊扇门或花门），门高一般及成年人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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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门上部有木雕雕花作为装饰，门的开启方

式为左右开启，该道门主要用以遮挡路人视线以

保证室内私密性；靠屋内是普通的实木门，亦为

左右开启；最具岭南特色的是中间一道门，由十

几根圆木横架在一个长方形木框而构成，谓之趟

栊门 （图８），与现代的推拉门开启方式一致，该

道门在满足通风需求之余，具备良好的防御功能。

外部环境可见性是居民对住区周边环境认知

的重要因素，视觉的遮蔽会让居民产生焦躁不安

的心理感受，但在居民可见外部环境的同时，也

要确保居民生活的私密性。在技术相对落后的传

统时期，岭南地区传统民居采用百叶窗 （图９）设

计手法满足了这相对矛盾的功能需求。百叶窗是

用相同规格的木板嵌在窗框内，密集等距地摆列

在一个木框内，可随心所欲地选择开窗方向，获

取不一样的采光效果和景观视觉。同时百叶窗层

层叠覆式的设计能够保护室内的隐私，这种窗户

的设计满足了居民安全需求［５］。

４满足交往需求的空间设计

交往是人精神层面的基本需求，包括家庭成

员之间的交往以及成员与外界的交往需求。

对于家庭内部成员的交往活动，岭南三间两

廊传统民居以厅堂作为家庭活动的核心场所，厅

堂是进行家庭议事、举行祭祀、婚嫁丧葬等仪式

的集中场所，并且兼具交通功能 （图１０）。对于厅

堂的使用甚为讲究，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座次不一，

家庭主事者和位高权重者在议事时上位就座，家

庭一般成员和客人则在侧旁就座。厅堂的使用情

况能充分展现出家庭的伦理关系、权力关系以及

宗亲关系。

对于家庭对外的交往活动，同为三间两廊形

制的岭南祠堂 （图１１）。在传统村落中承担着居民

交往主要载体的功能。由于岭南地区村落的聚居

一般以宗族的形式聚居，宗祠是岭南传统村落中

标志性的公共建筑，也是宗族精神的寄托地，因

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落居民交往的主要场所。

在家庭内会客以厅堂为主要场所，户外交往则以

宗族祠堂为核心场所，祠堂和厅堂共同构成了岭

南地区居民交往的重要载体。

图８　趟栊门

　
图９　岭南传统百叶窗

　
图１０　岭南传统民居厅堂

　
图１１　岭南祠堂

　　５满足其他居住心理需求的空间元素设计

（１）满足视觉心理需求的设计。视觉是人最

重要的感官，超过９０％的外部信息都是通过视觉

来接收，岭南传统居住空间设计中充分考虑了环

境色彩和形体造型对居民视觉心理需求的影响［６］。

①环境色彩。岭南传统住区注重对庭院环境的塑

造，利用植物色彩的四季变换营造多彩的居住环

境。在建筑部件中，通过设计具有岭南特色的满

洲窗和彩玻窗来丰富空间色彩，而且，这种窗户

在阳光照射下可在室内地面形成色彩斑斓的倒影，

使室内空间挣脱单调的灰色系列的束缚，创造出

万紫千红、光华闪烁的积极的室内气氛。此外，

透过满洲窗蓝白相间的玻璃，还可感受室外犹如

四季变换的景色，原本的满院红叶的秋景，透过蓝

色玻璃却可以看到一片弥白的深冬景象，满洲窗给

岭南人创造了领略北方冬季景象的契机 （图１２）。

这些设计都强化了居民的视觉心理体验，丰富了视

觉心理感受，使居住生活空间充满趣味。②形体造

型。对于形体造型的视觉心理影响，集中体现在单

调呆板的形体容易让人产生木讷、无聊的情绪，而

富于细节变化的建筑造型则有利于视觉体验的丰富，

进一步满足居民的居住心理需求。岭南传统建筑中

注重对建筑细部的构造，从建筑整体造型到屋檐设

计到门窗设计，但凡居民日常生活可见的一切建筑

部件都具有丰富的细节勾勒。例如，在岭南传统建

筑的窗棂设计中，岭南工匠善于灵活地将春夏秋冬、

山水草木、花鸟鱼虫、风霜雪雨等主题刻画在玻璃

之上［７］，让人产生亦幻亦真的感觉，丰富了岭南居

８６



第６期 李剑清等：岭南 “三间两廊”传统民居人文关怀设计探析

民的视觉体验，从而达到调节情绪、放松心情的

意外效果 （图１３）。

（２）满足归属感心理需求的设计。对居住地

有归属感是人们内心更为深刻的心理需求。归属

感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带有深刻的感

情意味的心理体验。在传统的岭南村落，由于世

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自然而然地结合宗族所处

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

是岭南地区在不断发展中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

设计者善于将地域文化要素融入到空间设计中去，

例如在窗户要素中引入传统剪纸工艺等具有地域

特色的文化要素，加深了居民对于住区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居民的心理行为，

这种特定的文化环境会带给居住者对于住区强烈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８］ （图１４）。

岭南三间两廊传统民居的人文关怀理念体现在

其空间设计中，与马洛斯的需求层次遥相呼应 （图

１５）。其空间设计也体现了岭南文化灵活开放、兼收

图１２　满洲窗在阳光照射

下投射下来的斑驳影子

图１３　玻璃上刻画花鸟

图１４　带剪纸图案的彩窗

并蓄的个性特色和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彰显了

居住空间与人、与自然和社会的高度协调统一。

但随着商业化加速发展，岭南本土特有的三间两

廊式建筑早已濒危。对此，除了从传承与发扬的

角度对建筑文化遗产进行维护和保存外，批判性

学习和借鉴其中所蕴含的有益的设计理念对当代

居住空间设计进行指导，亦具有重大意义。

图１５　马洛斯需求层次理论与岭南传统居住空间设计的对应关系

2" 345678'9:+;<

岭南三间两廊传统居住空间的很多设计元素

在商业化快速发展的当代不再适用，但其设计思

想对当代居住空间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

当代住宅设计指示了三个重要方向。

１住宅的可变性设计是更具有生命力的住宅

设计

在现有市场运作体制下，当代商品住宅批量

化生产设计，普遍具有两种问题：其一，住宅静

态结构与住户动态需求矛盾，住宅内部空间为静

止不变的空间实体，难以随居住需求变化而变化，

因此居住主体动态变化的居住行为与静止的空间

实体难免产生矛盾。其二，住宅的物质老化期与

使用功能老化期不同步，住宅作为物质实体，结

构寿命至少数十年，而对于住户生活方式和需求

的变化而言，静态住宅空间的合理使用期限仅为

二十余年，住宅的耐久性与其可变性之间具有较

大矛盾，不利于住户便利性和舒适性居住体验［９］。

反观三间两廊，其作为岭南本土的建筑形式，

具有悠久历史。据记载，在汉代古墓中就已出土

该种建筑形式，其持久的生命力无不与其空间可

变性相关。满足同一家庭在不同阶段的生活和居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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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房屋价值降低过程

住需求，可以从新婚期到育婴期到学习期再到老

年期使用，住户对住所更易产生感情。而由于空

间设计的限制无法满足使用而频需搬迁的商品住

宅与人本主义不符。对于可变性的研究，美国业

内人士的研究亦证明了住宅功能老化大大快于材

料老化的事实 （图１６）。因此，提高住宅空间的灵
活性以适应住户在不同阶段的使用需求和动态的

生活方式，是当前住宅设计应关注的重点。

２住宅设计应关注功能多元化的实现
当代的社会现状造成了人们尤其是工薪阶层

的工作疲态，住宅作为住户一天中停留时间最长

和最主要的休息场所，应关注空间元素的微设计。

当代商业住宅在设计建造过程中注重量化生产，

忽略了细节设计，空间功能退化严重，与远古的

窑洞功能相仿，加强了遮风避雨的作用，缺少多

元化的居住体验，居住空间色彩元素单一，形式

单调，容易对住户居住体验产生消极影响，居住

功能的退化应引起关注和反思［１０］。

反观三间两廊的空间元素设计，充分利用了

地域性和人文历史元素，在各种建筑构件上加以

刻画，利用不同的物理属性和感官知识，对居住

空间进行再塑造，使住宅成为愉悦身心的栖息地，

不仅利于文化元素的传播，更有利于提升住户的

居住体验。因此，关注居住空间元素对居住者的

视觉心理影响和不同形式、材料、色彩等建筑因

子对人的居住情感产生的变化，深入了解居住空

间元素对使用者居住心理的影响机制，在进行空

间设计时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是当前住宅设计

关注的又一重点。

３住宅设计应关注邻里亲密关系的构建
当代居住空间产生已久的孤独、冷漠、高压

等普遍居住问题无不暗示着居住空间设计中人文

关怀的缺失，在住宅空间中表现为居住空间设计

的分隔化和交往空间的缺位，导致陌生度和冷漠

度强化，不利于亲密关系构建和居住体验的提升，

这些问题的产生也唤醒了居住者对宜人居住空间

的心理诉求［１１］。

三间两廊文化下的交往空间具有多层次和功

能复合的显著特点，在单元民居内部以厅堂、院

落等空间作为私密交往空间，民居周边还有小型

公共空间节点以及宗族祠堂、风水池塘等较大的

公共活动空间。不同尺度不同私密程度的交往空

间满足了传统居民实际交往需求。此外，公共空

间往往承担着多样性的功能，这种复合性的功能

空间提高了空间利用率，也很大程度地提高了交

往的可能性。如何将亲密关系的构建与住宅设计

完美结合，应是业内人士的重要关注点。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化社会中，传统民居的传

承和保护是当代建筑设计师责无旁贷的时代任务。

在对其进行空间探索和研究的同时，应适当提出

保护和传承的策略：一方面，需注重传统元素在

当代建筑空间的应用；另一方面，需关注传统空

间功能的现代化应用，将传统空间与现代化社会

功能结合起来，在使用中加强对传统民居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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