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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徽派建筑设计理念在建筑风貌整治中的应用
——以黄山市中心城区昱中花园区块建筑风貌整治为例

黄炜．汪婷婷
(黄山学院建筑系，安徽黄山245041)

摘 要：分析了传统徽派建筑与新徽派建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初步探讨了新徽派建筑特征以及新徽

派建筑的探索，结合黄山市中心城区建筑风貌整治，从应用角度提出具体的设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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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建筑皆依山取势，依水逶迤，村溪石径，深

巷重门，粉墙花窗，亭台楼阁把山岚云雾、溪光树影

导向了幢幢宅居之内。f1J传统徽派建筑包含很多内

容。风水、民居、祠堂、牌坊、戏楼、亭、水口、园林、三

雕、彩画等都属于其范畴。“小桥流水桃源家。粉墙

黛瓦马头墙”。是对徽派建筑最生动形象的描述。

由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徽派建筑的

分布主要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大量分布于广大乡

村地域的徽州传统村落．它们与乡土环境和谐共

生，涵盖了众多的建筑类型和环境类型，如西递宏

村，这一类数量最多，范围最广，也最能代表大众所

说的徽派建筑，也是最富盛名最为大家所熟知的。

一类是徽州传统商业街，如屯溪老街，鱼梁老街，往

往与水系联系紧密，是介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一种

类型。很多城市和小镇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

来。最后一类，就是传统徽州古城，这一类和中国传

统城市的布局形式类似，城市布局方正，讲究礼制，

如歙县古城，是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墙、城

楼、衙门、庙宇等，整个古城的徽派特色主要体现在

古城布局(歙县斗山街)和单体建筑。回

1 徽派建筑与新徽派建筑

黄山市的城市建设．现在提的最多的一个关键

词就是“新徽派”，对其的注解只是“新而徽，徽而

新”这样模糊的阐释。无论是政府机关、规划部门，

还是设计单位，都为之思考，建筑师们进行了很多

的探索。而何谓新徽派，在建筑学术界和建筑实践

中尚无一个明确的定义。如何理解“新而徽，徽而

新”，更是我们的城市建设中，保持和创新徽派建

筑，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对于久负盛名徽派建筑．新徽派建筑的地位显

得非常的尴尬。新徽派建筑与传统徽派建筑，存在

着很多的不同。

1．1城市规划设计理念的不同

传统徽派建筑、村落、吉城强调天人合一、讲究

风水理念、强调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往往

都是与自然山水相互依存的。虽然单体建筑存在着

类似性，但是由于环境的不同，产生了丰富的空间

景观。而现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讲究经济和效率，

强调功能分区，忽视了对山水自然环境的尊重，导

致了城市空间雷同，干城一面的结果。从国内外一

些特色城市的实例来看。与环境的和谐共存和现代

城市的功能分区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如国外瑞士首

都巴塞尔、国内西安、青岛。

1．2城市尺度的不同

在古代，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和马车，

对道路宽度的要求不大，同时由于吉徽州人多地

少，因此传统的徽州村落和古城的街巷空间都是狭

长高耸的。而现代城市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汽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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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被拓宽，城市空间尺度扩大，无法形成传统徽州

村落和古城的空间景观。合适的城市空间尺度，对

于营造徽州特色城市和符合人性化城市空间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3建筑规模与尺度不同

传统的徽派建筑，往往都是1-3层的低层小型

居住类建筑，公共建筑的祠堂，也不过2-3层，体量

也不是很大，风水塔是徽派建筑的一部分，但是并

不作为典型被认知。新建筑，无论是多层住宅还是

公共建筑，无论是高层建筑或是大跨建筑，在体量

上还是造型上．都与传统的徽派建筑相去甚远。这

也是新徽派建筑设计中．需要面对的最直接也是最

难解决的问题。

1．4建筑材料的天然与人造

传统建筑所使用的建筑材料都是天然的材料．

如砖、石、木、小青瓦、白石灰、红土，以黑白灰为基

调，饰以暖色的木质窗框、挂落等构建。构成了外部

淡雅内部活泼的环境气氛。现代的建筑材料无论是

材质上还是色彩上，更加的丰富和多样。可供设计

和创作的选择也变得更加灵活。

1．5建造手段的手工化与工业化

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传统徽派建筑的建造手

段是手工化的，因此传统徽派建筑统一多样。从建

筑整体到细部装饰都显示出创作般的民间工艺美

术特征。如今工业化、模数化的建造手段。代替了原

有的方式，其直接的后果便是建筑冷漠、类同、复制

的国际式特征。

1．6设计手段的集体无意识与个人创作

传统徽派建筑的设计和建造，是在当时经济文

化背景下，民间集体无意识的行为，民众具有共同

的审美，对于村落、城市的整体环境，具有一个统一

的认识，并亲自参与到建造的活动中。现代城市建

设和建筑设计，是建筑师的个人创作，建筑师的设

计往往受到个人意识和甲方意识的左右。从设计图

纸到最终的结果，缺少建造的体验。

2新徽派建筑的创新

随着时代的发展，徽派建筑也在不断地创新。

新徽派建筑在设计理念上应延续传统徽派建筑天

入合一的精髓，在表象层面通过合理的组合运用白

墙黑瓦，马头墙，院落天井，门窗套，挂落，花格窗，

将这些元素用于新建筑当中。Pt经过设计师的不懈

努力，新徽派建筑创作也出现了不少成功的作品．如

徽文化博物馆、设计院新楼、徽商故里、黄山管委会

办公楼、人大政协办公楼，等等。

在风貌整治中。如何应用新徽派建筑的设计理

念，达到功能和美感的统一，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2．1与环境和谐统一

徽派建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与环境的和谐共

存，讲究与山水环境的统一，因此，在新徽派建筑的

创作中，我们一定要关注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对于

我们的城市来说，“显山露水”，“与山水共存”，便是

我们城市建设需要贯穿始终的大理念。问

2．2“徽风徽韵”与徽派建筑元素的植入

由于新徽派建筑与传统徽派建筑的各种不同．

我们在新徽派建筑的创作中。已经不可能完全照搬

传统徽派建筑的手法。不是加一个马头就是新徽派

建筑，更不能肆意运用。对于新徽派建筑，不能具象

的表达，但我们需要表达出“徽风徽韵”，建筑和城

市便具有了徽州的特色。我们可以把传统徽派建筑

的各个元素，通过打散和抽象，重组和综合的方式，

植入到原有建筑当中去．以此来体现传统徽派建筑

的特色和韵味。

3中心城区建筑风貌整治

3．1中心城区概况

黄山市中心城区的昱中花园区块位于黄山市

中心城区的地理中心，长期以来也是市民心目中的

城市核心。北依杨梅山，南临新安江，西接老城区

(屯溪老街)，东连旧城区(五六十年代至今)；延安

路、新安路、新安大桥、黄山路，几条城市重要干道

在这里汇合；黄山百大(旧称商业大厦)，电信大楼

是区块内以及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昱中花园是市民

休闲娱乐的小型城市广场；它是老城区甚至是整个

城市的商业、购物、娱乐、办公、医疗、交通中心地

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其整体环境和建筑风貌与城

市特色不相符。

通过调研，对现存的问题进行梳理，应用新徽

派建筑的设计理念．提出一些风貌整治的相关思路

和策略．并也作为新徽派建筑创作的一种探索。

3．2中心城区的整治策略

3．2．1徽风徽韵的表达

1．色彩统一，以黑白灰为基调，局部使用深色力

克色和木色。

2．形体简洁明快。强调大的体块关系和虚实对

比，通过形体的重复与变化，产生韵律感和丰富的

效果。

3．徽派建筑元素的植入，如门窗套、挂落、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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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探讨了新徽派建筑的类型和特征,对新徽派建筑的作品进行了评析.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徽派建筑的四条主要探索途径及成因,着重论述了

它推陈出新的内涵和美学特征以及对新地方风格建筑探索的启示意义.

2.学位论文 崔森淼 新徽派建筑研究 2006
    本文致力于在研究地域建筑文化的基础上，探究新徽派建筑的发展方向。以期能为古老徽州建筑文化的创新做一些实际工作，为新徽派建筑的创作

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论文从传统徽派建筑(主要是徽州民居)的研究出发，着眼于新徽派建筑(主要是皖南地区的具有徽派特色的)，以地域更新和建筑文化创新为理论参

照系，分析和研究新徽派建筑的发展动因、理论依据、创作理念、设计构思、设计手法及实际效果，并最终指明作为传统徽派建筑在新时期的延续，新

徽派建筑的发展方向。

    文章采用理论结合实际的建构方式，由理论、分析和实例三方面入手，最终得出结论。其中，理论部分是理性的基础，分析部分是联系的纽带，实

例部分是感性的升华。全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为理论篇，在论述建筑的地域性和建筑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地域建筑文化创新的观点，为研究新徽

派建筑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第二章分析篇，按照第一章的理论架构，首先阐述徽派建筑的地域性特点和徽派建筑文化理论，然后结合对徽州新老民居

现状的调研，揭示出建筑文化创新和新徽派建筑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第三章实例篇，针对实地调研和收集的新徽派建筑实例，以及自己参与的相关工程

实践，按其创新点的不同进行归类和评析；第四章总结篇为全文的结论部分，文章的核心论点所在。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全面阐明新徽派建筑的理论

体系和发展方向。

    徽州地区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它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孕育在这里的新徽派建筑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它的创作与发展将会在实践中获得检验。

3.期刊论文 贺婧.周楠 徽派建筑装饰与布局的现代化 -广西轻工业2007,23(12)
    通过古人的伦理现及价值观来透视徽派民间传统建筑,对其文化内涵解读,用材,结构和装饰上的特色分析,探讨在现代技术材料条件下对其风格的传

承创新,使其能"古为今用",并将"徽派建筑"的神韵与现代建筑的追求有机相融合,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新徽派建筑"的民族文化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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