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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徽州传统村落水口营造追求实现界定村落边界、调节微气候、提供交往场所、满足精神需求等

功能，在营建方法上注重自然要素与人工要素相结合，以自然山水为基础，通过人工改造与提升，形成山、

水、树、建筑的和谐状态。安徽省黄山市花山谜窟风景区西入口设计正是借鉴了徽州传统村落水口营造的

有关理念，选择恰当的入口位置及规模，合理利用与改造山水环境，精心布局构筑物与建筑物，提升绿化

景观品位，实现了功能与审美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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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Huizhou Water Gap Construction Concept in the Design of 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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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constructing the water gap space of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which pursues the function of defining
the border, regulating the micro climate, providing a socializing place and meeting the villagers’spiritual need, natural
factors and artificial factors are combined. Based on the natural landscape and with artificial modification and promotion, a
harmonious state between mountain, water, trees and architectures are achieved. Introducing the idea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gap space in Huizhou traditional village, the design of the west entrance to Huangshan Mysterious Grottoes
chooses the appropriate location and scale, rationally utilizes and transforms the landscape, meticulously lays out struc-
tures and buildings and highlights the green landscape, achieving both its functional and aesthet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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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徽州传统村落的建造融入了徽州人独特的文化

观念，也表现了徽州人独特的精神追求。其天人合

一的设计理念，依山就势的村落形态，聚族而居的

人文意蕴，不仅满足了农耕社会生产的需要，而且

营造出了桃花源般的生活意境，备受世人瞩目。“仁

者乐山，智者乐水”，徽州传统村落的建造山水兼得。

特别是其以自然山水为基础，通过人工改造提升而

成的水口空间，是徽州传统村落的入口和空间序列

的开始，成为了徽州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景区的入口空间与传统村落水口空间有着

相同的空间位置和功能审美需求。徽州传统村落水

口营造过程中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善，使得山、

水、树木及建筑呈现出和谐的状态，这为现代风景

区入口空间的营造提供了借鉴意义。安徽省黄山市

东郊的花山谜窟风景区西入口的规划设计就充分地

吸取了徽州传统村落水口营造理念的精华，营造出

了优美的风景区入口环境，实现了功能与审美的统

一。本文以其为例，论述徽州传统村落水口营造理

念在风景区入口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1 徽州传统村落水口营造理念

明代风水师缪希雍在《葬经翼》中云：“水口者，

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因此，徽州人非常重视对水

口的建设，常常种植大型乔木或建造人工构筑物，营

造出功能多样、环境优美的村落入口环境。

1.1 水口的功能

1）界定村落边界。清代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
病书》中记载道：“徽州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

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要。”这样险峻的

地理环境成为古人隐居避难的世外桃源。因此，很

多中原和北方大族为避战乱，举族迁往徽州，聚族

而居。徽州地区山多地少，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一

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各氏族为了宗族

的生存和发展，往往寸土必争。因此，内向性、防

卫性成为徽州传统村落的典型特征，其村落形态也

呈现出相对集中、有机分散的空间特征。水口作为

村落的出入口，成为村落的边界和标志，到了水口

便意味着到达了村落的领地。传统村落大多依山而

建，水口处于两山夹峙之所。作为村落的门户和构

成元素，水口往往也是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这强

化了传统村落的防卫性特征。水口距离村落的远近，

视具体的山形地势而有所不同，自一里至几十里不

等。这一空间距离可看做是“环境容量”的一种反

映，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村落现有规模与发展饱和

时的差距。

2）调节微气候。中国传统村落在选址与营建时，
首先考虑的是风水因素。晋人郭璞《葬经》谓：“风

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1]徽州传统村落多处

于山地丘陵地带，枕山、向阳、环水、面屏是其营

建的基本模式。之所以如此营建，山地村落是为了

减少山风和寒流，平原村落则是为了营造风水环境。

徽州先民尤其重视水口“风水林”的建设，除对自

然山林的生态维持外，往往还大规模地人工种植林

木，以建立起有效的藏风防风屏障。此外，还会在

水口处筑坝蓄水，兴建水碾、水碓、水车等公共设

施，以满足村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徽州传统村落

注重水口处的藏风得水，起到了调节村落微气候的

积极作用。

3）提供交往场所。徽州地区人多地少，因此，徽
州村落呈现高密度的空间形态，村落内街巷比较狭

窄，较大的公共空间往往位于村落宗祠前的广场和

水口处。水口处不仅成为村民们日常生活的公共交

往空间，也成为村中举行大型活动（如祭祀庙会、婚

丧嫁娶以及文人绅士读书赏景等）的公共空间。由

于水口为一村之门户，加之受到水口锁财等观念的

影响，一些村落将水口营造成风景优美、设施多样、

层次丰富的水口园林，著名的唐模檀干园就是水口

园林的代表。

4）满足精神需求。徽州人推崇程朱理学，崇尚
“读朱子之书，行朱子之礼”，而“风水之说，徽人

尤重之”[2]，这种尚理学、重风水的社会风气，推动

了徽州传统村落水口的建设。在风水理论中，“水”

象征着财富和文运，留住财富之气、文运之气成为

每一个村落建设所追求的目标。通过在水口建设桥、

廊、亭、堤、塘、树等镇物的做法，增加水口的围

合之势，以留住财富之气、文运之气。因此，水口

的风水营造与宗族的兴旺发达和财富的繁茂紧紧联

系在一起，给聚族而居的族人增强了安全感、归属

感和凝聚力。

1.2 水口的构成要素

1）自然要素
古人极为讲究对自然山水的观察与利用，并已

总结出一套选址与营建的经验。徽州传统村落往往

选择在山环水绕、山明水秀的山谷之中，其选址大

多严格遵循中国传统风水理论中的“龙、穴、砂、水、

向”这“地理五诀”。“龙”指地脉的行止起伏，“砂”

指主龙四周的小山[3]，“水”包括水口、水城、水的

形态及流向几方面的内容，“穴”即确定村落阳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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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向”即确定村落整体布局的方向。

中国古代风水理论中有大量的内容将山川形势

与宗族的兴旺与否做了对应联系，要求村落坐北朝

南，背靠主龙脉生气的主山，水口处左右是左辅右

弼的砂山——青龙白虎，前有屈曲生情的水流环绕，

或是带有吉祥色彩的弯月形水塘，水的对面近处要

有对景案山，远处是朝山[4]。通过隐喻的手法，将山

川形势比作某种动物，如狮、虎、象、龟、蛇、鸡

等，进而将这些动物本身所隐喻的吉凶与世人的福

祸联系起来[5]。水口处还大量种植树林，不仅可防风

蓄水，还可与山水共同形成水口的围合之势，将村

落营建在山体的护佑之中。

2）人工要素
徽州传统村落建设除了选择利用自然要素外，

往往还建有一些人工构筑物与建筑物。一般以桥作

为关锁，辅以亭、塘、堰等建筑；在一些人文层次

较高的村落建设中，则会耗巨资兴建诸如文峰塔、文

昌阁、魁星楼、五福庙或牌坊、祠堂等高大建筑物，

以提升村落的文化品位。

风水理论认为水口桥能够起到截住水流、锁住

气运的作用，是水口处的重要构筑物。一些大型的

宗族村落对风水桥的修建及其周边环境的营造极为

讲究，有的桥上还设有亭廊小屋，称为廊桥。其作

用或为行人借避风雨，或供文士宴饮赏景，或便商

贾以桥设肆，或供宗族社交祈嗣等。水口处的人工

建筑对于完善传统村落水口功能，丰富整体环境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水口营造理念在花山谜窟西入口

安徽省黄山市的花山谜窟西入口地处中心城区

东部边缘由自然山体和新安江围合而成的地带，距

老城区约 10 km，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花山迷

窟渐江风景名胜区境内，与花山迷窟景区北入口隔

江而望。该入口的设计，借鉴了徽州传统村落水口

营建理念，营造出了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风景区

入口空间。

2.1 入口位置和规模的选择

花山谜窟风景区位于渐江南岸，东起南溪南村，

西至王村；地理环境甚好，山水相依，渐江在此由

南向北急转向东南，再急转向东北而去，形成环绕

之地势， 汭风水理论称之为 位。

风景区西入口位置的选择借鉴了徽州传统村落

水口营造的有关理念，在风景区西北较平坦处，与

北入口和南入口互补，并对风景区在空间上形成了

界定。西入口总面积约 5 hm2，主要设置了服务中心、

演艺中心、后勤办公及生态停车等功能区域。主要

交通组织以步行交通为主，道路系统以建筑功能为

依托，将花山路延续至入口售票处，路面由青石铺

就，与山路原

野的环境相

匹配。花山谜

窟西入口位

置如图 1所示
（图片来源：

根据《花山谜

窟——渐江风

景名胜区总

体规划（2008
年— 2025年）》景区规划图修改）。
2.2 山水环境的利用与改造

花山谜窟西入口依照徽州传统村落营建理念，

尽可能利用其自然要素。花山谜窟西入口的自然环

境主要为山体、农田、水体，场地西南背靠花山谜

窟核心景区，东北与渐江相连，地块位置地形平坦，

形成面山背水、东南走向的地形。其内部地势向东

北倾斜，即西南较低，东北地势较高，最大高差约

2 m，场地与河面最大高差约 8 m。周边地形峰谷分
明，其涧中小溪汇聚成塘，外围渐江源远流长，直

向南流。由江东眺，山峰突兀，犹如“山之龙脉”，

因而将此作为自然之“龙脉”加以充分利用。

场地外围生态环境较好，西南和东南两面是山

体，相对场地最高处约为 50 m，森林植被完好，具
有较好的自然条件。场地内部现主要为农田，有数

个大小不等的水面，水岸周边生长着芦苇等水生植

物，形成类似于湿地的景观。场地西侧现有小路通

入，规划有花山旅游公路与场地相连。地块西依自

然植被郁郁葱葱的山岭是最大的环境依存屏障，资

源优势独特显著；东临渐江，渐江水上旅游项目的

开发将增强本地块的游览性和观赏性。

2.3 构筑物、建筑物的布局

西入口规划设计吸收徽州水口营建理念，对西

入口进行构筑物、建筑物布局设计，建设项目包括：

西入口大门、演艺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入口生态

停车场、电瓶车停车场、管理办公楼及后勤接待、观

光阁、与市区相通的游船码头及管理等设施，从而

将该区建设成为景区西部重要入口服务区、文化艺

术展示中心及教育场地。

根据规划道路花山路的位置、用地现状以及功

设计中的体现

图1 西入口位置图

Fig. 1 Location plan of the west 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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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主入口建于场地西侧，沿江设置滨江绿化

带和游船码头；在入口南侧，设置小型办公后勤建

筑，依山设置文化演艺中心和游客接待中心；在游

客接待中心和滨江绿化带之间设置大型生态停车场，

满足停车需要，并在西侧规划建设二期停车场用地，

满足未来停车需要。在入口东南低洼部分，结合地

形和现状，筑坝蓄水，形成水系景观。沿江设置观

景阁，起到视线引导和观景的作用。建筑物基本靠

近山体设置，入口以及沿江设置小型景观建筑，以

减小建筑体量对滨江景观的影响。

此外，在西入口旅游公路尽端修建供外来车辆

停放的大型生态停车场，与北入口停车场共同构成

整个北区的停车系统，满足景区容量需求。停车场

地用石块与草地砖铺砌，采用石缝填泥撒草种的方

法，场地四周种植树木，满足生态停车要求。从渐

江岸边看过来，生态停车场地大面积的绿化使其对

景观的影响显著减小。西入口总平面图如图 2 所示
（图 2~3来源于：《花山谜窟景区西入口地段修建性详
细规划及单体方案设计》）。

2.4 绿化景观品位的提升

花山谜窟西入口在绿化景观塑造方面崇尚徽州

水口“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力图展示徽

州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质，努力营造自然、山林、田

园融为一体的徽州水口氛围，在意境烘托方面赋予

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还提升了景区的品位。

沿江为滨水空间公共绿化，并将自然山洼地设

计为蜿蜒曲折的小溪、池塘，萦绕在地块主路两旁，

使景区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有机整体。景区内的小

溪、池塘设计成以鹅卵石铺底的较浅的自然小渠，雨

季满足排水需要，无水时节可作为游客的观赏步道。

花山谜窟西入口沿江全景图如图 3 所示。

  

3 结语

花山谜窟风景区西入口规划设计，吸收了徽州

传统村落水口营建理念，基本保留了西部山体的原

样，并巧妙地将山体的青翠绵延引进地块内部，作

为地块的天然背景和绿色屏障。山上青松翠柏、白

鹭云集，山下建筑依山而建，与青山碧水、白云蓝

天共同演绎一曲自然生态的美妙旋律。隔江相望，景

区宛若一幅自然和谐的徽州山水画卷。

致谢：感谢黄山市建筑设计院、黄山市城市规划

院对本课题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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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西入口沿江全景图

Fig. 3 Riverside Panorama of the west entrance

黄 炜，等 徽州传统村落水口营造理念在景区入口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以花山谜窟风景区西入口为例

图2 西入口总平面图

Fig. 2 General Layout of the west ent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