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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文化的生态价值
兼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郑生钢

(黄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安徽 黄山245(X刃)

    摘 要:在徽州古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中，孕育了独特的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文化。这种聚落文化深受中国

传统哲学思想和风水术的影响，蕴含着朴素的生态意识观念，对现代生态聚落的建设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有
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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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州古村落作为徽州文化的物质载体，伴随着

徽州历史上三次较大的中原士族避乱迁人逐步形

成。在徽商经济的刺激下，至明清时期，处于稳定繁

荣阶段。如呈坎为唐末文昌公和秋稳公迁移定居，

棠椒为南宋初鲍荣始迁等。他们保留了严格的宗族

观念和制度，采取聚族而居的方式，抵御恶劣的自

然环境和种群之间的矛盾，以争夺和保存必要的生

存空间，求得宗族和个人的兴旺发达。同时，由于具

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深受中国传统哲学中儒、道两

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迁人的中原士族在对这些

宗族聚居村落进行选址、规划、营建和扩散时，遵循

尊重和顺应自然、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原则，追求人

居环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具

体的实施过程中，徽州人更是将深受中国古代天人

合一思想影响的“风水”奉为圭桌，在徽州古村落的

选址、规划、营建、扩散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徽州古村落的形成和发展中，孕育了独特的

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文化。这种独特的聚落文化内含

中国传统哲学的夭人合一思想，外披风水的神秘面

纱，蕴含着朴素的生态意识观念，对现代生态聚落

的建设和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借鉴的价值，对

于新农村建设更是有直接意义。

一、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文化

    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文化主要体现在徽州古村

落的选址、规划、营建等方面。徽州古村落在选址规

戈d、建筑设计和营造技术方面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

想和风水观念影响，蕴含了朴素的可持续的技术与

生态发展观。

    1.徽州古村落的选址规划

    徽州人将村落的选址规划看作宗族发达、人丁

兴旺的关键。他们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

按照风水的指导，总结出了“藏风聚气”的理想聚居

模式，即“枕山、环水、面屏”。p，
    古代风水术虽然有负面和消极的因素，但是它

对徽州古村落的选址和布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左

右着传统村落的格局形态。风水术运用整体观，深 .

人地观察和研究周边环境、四季变化、日月星辰的

运行等一系列宏观外在因素的影响，结合自然地理

的性质、地貌、景观特征，风、雨、云的形态，四季气

候的变化，以及水的环境等精心规划，体现出了因

地制宜的根本思想，蕴含了现代生态建筑学的某些

因素。具体到徽州，“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坐北

朝南”的理想人居环境并非只是简单的迷信，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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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丘陵地区村落选址的最佳模式，蕴含一定的科

学道理。如坐北朝南可以获得充沛的自然日照和开

阔的视野，而无旱涝灾害之虞;近水可得自然水系

灌溉、洗涤、防火和航运的便利;较封闭的环境既有

利于阻挡冬季寒流的侵袭，在夏日又可以获得穿堂

风;山体、植被和水体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

节气候;河流、湖泊等水体可以为人的生活和动植

物的驯养种植以及农田的灌溉提供充足水源。甚至

在今天，我们在选择良好的人居环境、构建新型生

态聚落时仍会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这种理想的人居环境在山清水淑的徽州有着

比其他地方更多的选择。“枕山、环水、面屏”也成为

了徽州村落的基本格局。徽州各族宗谱都详细记载

其始祖遍察山水形胜、卜居择地的事例。如根据徽

州《尚书方氏宗谱》记载，方氏聚居地“降陌纵横，山

川灵秀，前有山峰耸然而特立，后有幽谷窃然而深

藏，左右河水回环、绿林阴豁”，正是理想的人居环

境，于是“慕山水之胜而卜居焉”。清道光《西递明经

胡氏壬派宗谱》记载:“壬派五世祖因公务去金陵，

道经西递铺，见其山多拱秀，水势西流，爱偕堪舆家

人西川境，遍观形势，有虎阜前蹲，罗峰拱秀，天马

涌泉之胜，犀牛望月之奇，产青石而如金，对霭峰之

似笔，风燥水聚，土厚泉甘，遂自婆源迁来此间”，聚

居成村落。

    对待非理想的村落环境，徽州人在顺适自然的

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有缺陷的自然环境进行积极的

改造，同时加倍补偿，通过引水补基、植树造林、培

补龙背砂山等方法，达到生态的平衡与自然的循

环，使之趋于理想的人居环境。如黔县汪氏宗族聚

居地— 宏村，在风水师的指导下，明以后进行了

数次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明永乐年间，引西溪

水人村，开凿水圳，挖建月沼。明万历年间，建南湖。

历经150多年，形成全村完整的水系，完善了人居

环境。绩溪宅坦天然缺乏山水环绕，于是胡氏祖先

在村口山岗、塘堤广植林木，起到防风挡沙、防止水

土流失、调节村落小气候的作用。

    徽州古村落在规划中还注意因循自然。徽州古

村落巧妙地利用自然环境和自然水系脉络特点，依

山就势、沿溪顺河。如黔县西递村四周群山环抱，两

溪分别从村北、村东经过村落在村南汇聚，民居大

多临水建造，山环水绕，景色宜人。徽州传统乡村聚

落还有仿生学的布局形态，与自然融为一体。如渔

梁沿江水蜿蜒，其中心街道与河流走向平行，而支

路则与主路垂直，形成了鱼骨状的道路形态。其他

还有宏村呈牛形、雄村呈凤凰形等。

    徽州古村落十分注意合理地利用和分配土地。

徽州山多地少，人稠地狭，正所谓“七山一水一分

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合理规划安排各种功能性建

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在宗族利益的指导下，

将建造水口、宗祠等公共设施作为前提，保证足够

的耕地维持农耕的需要。然后才把不宜耕种的土地

作为民宅，且大多为二三层结构，充分利用空间，以

求“构一庐得倍庐之居”。建筑密集，依马头墙分割，

巷道窄小，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

    2，徽州古村落的营建

    徽州古村落的营建也受到了传统风水观念的

影响，蕴含了重视自然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

的生态观念。在这种生态观念指导下，徽州传统乡

村聚落建设过程中，秉持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

思想，形成了种种保护山林资源、动物资源、水资

源、土地资源的思想和措施，十分重视保土和植树，

并且注意节约资源和能源，谋求人居环境与自然的

共存共荣。这体现在徽州古村落营建的各个方面。

在这里主要讨论水口、水系、民居的营建。

    (1)水口

    徽州人将水口视为财源茂盛、人丁兴旺的象

征，对水口的营造尤为重视。水口被看作是财气、富

气的象征。徽州村落大多人为地在水口营建亭、台、

楼、阁等建筑，以锁住关口，留住财气，其中浓厚的

风水色彩，当然是荒谬的。但是这种村口公共活动

场所的设置却也体现了古村落的集体意识，特别是

为保护涵养活水入村起点的水口，人们在水口处专

门植树，有保护水土资源的意义，有利于创造良好

的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水口处多种樟树、银杏、枫树、柏树等。如祁门

县古溪乡毛坦村南水口一株古樟树，相传为明万历

年间所种，数百年来受到当地居民的精心照顾。当

水口植树成林，就被称作“水口林”。水口林与村落

的兴衰成败有密切联系，故而许多村规族约严令禁

止砍伐。只准鸟雀飞过，不准刀斧入林，只准孤寡老

人徒手拾捡，如有违者按族规严惩。惩罚手段非常

严厉，有时甚至有断手或危及性命之虞。水口林的

营建和保护事实上涵养了徽州传统乡村聚落的水

源，保护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2)水系

    “傍水结村”是徽州传统乡村聚落选址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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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贝1]。徽州大多数古村落都有溪水环绕，如黔县西

递的西溪、宏村的滩溪河、呈坎的津川、穿峰的桃

溪。徽州人对水系的改造利用，造就了优美、清新的

人居环境，对村落给水体系和排水体系进行合理布

局，为村落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用水，降低环境污染，

体现了生态平衡的思想，使得村落聚居环境和自然

生态相结合。如宏村的理水方式独特，开凿400余

米长2尺余宽的水圳引西溪水人村，或沿小巷而

走，或穿过厅堂下的暗道，或形成一方水院，既方便

日常的洗衣淘米，在夏日还成为天然空调。再流经

月沼，注人南湖，提供消防用水，调节气候微循环，

融科学与实用为一体。

    而像款县唐模植千园和棠越西畴等村落的水

系营建，合理布局给水与排水体系。通过开挖水渠、

水圳、水塘等水利设施蓄积地表水或开凿地下水，

以防洪排涝、供给日常生活卫生用水，还起到消防

和改善大气微循环的功用。对于生活污水，设置室

外污水发酵池和净化池，利用莲藕吸附污泥和乌龟

吃掉浮游微生物的生物净化处理方法，减少二次污

染，达到净化水质、降低污水排放的目的。再将污水

通过污水道排人村外水圳或农田，可以提高水的重

复利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这种独具特色的水系

营建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对于现代聚落的

营建特别是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意义重大。

    (3)民居

    徽州古民居是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最基本的建

筑细胞。徽州民居在建筑布局、就地取材等方面体

现朴素的自然生态观，蕴含着传统生态节能的思

想，对现代生态节能住宅的规划建造不无裨益。

    徽州民居朝向大多以东或东南向为主，充分利

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的措施，从而减少能源的消

耗。天井是徽州建筑的独特之处。以天井为特点的

四合院格局实现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和

天然的生态节能思想。通过天井，可以二次折射光

线，获得柔和的天然采光效果;可以合理组织室内的

自然通风，卧室外墙不开窗，通过天井一面的花窗来

满足减少散热和防盗的双重需要;可以汇集雨水、

调节湿度。由此，真正起到古代天然空调的功效。

    徽州民居的建造就地取材、因材施工也反映了

传统生态意识。建筑材料大多使用徽州盛产的竹木

砖石，价廉物美。如采用青石等铺地，木架构选用经

过干燥、防腐、防虫处理的当地优质木材等。一方面

这些天然材料就地取材，只需要简单加工处理和较

少的运输费用，

                          2008年

因而价格低廉;另一方面产生的建

筑垃圾处理简单，不会对环境造成负担和威胁，有

的材料如竹木砖石等甚至可以循环利用。利用乡土

材料修建民居对于减少资源消耗、保护生态平衡具

有重要意义。

二、徽州传统乡村聚落生态观及其价值

    受传统哲学思想和风水术影响的徽州传统乡

村聚落文化体现在徽州古村落的选址规划、营建等

各个环节，尽可能地顺应自然，即使改造自然的同

时也注重通过生态平衡来达到天、地、人三者的和

谐统一，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传统乡村聚落

生态观。

    1.关注全局的自然观

    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文化，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

想“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从全局的而不是孤立

的、片面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人居环境与自然环

境之间的和谐相处。徽州人将人居环境看作是与目

然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聚落选址规划和营建中，

尊重、顺应自然，因地制宜，谋求人与周边环境的融

合协调。在改造非理想人居环境的时候，徽州人并

非采用人类中心的观念，以自然界的绝对征服者和

统治者自居，一意孤行，任意妄为，以掠夺和摧残自

然界为代价来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是通过种种综合

利用和节约自然生态资源的方法来改造自然，达到

生态的平衡和自然的循环，使村镇与自然环境更加

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2.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

    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文化运用长远的，发展的眼

光，合理分配和利用土地资源，重视水口林的保护

和水系的营建，节约资源、能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和破坏，保持生态的平衡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然生 ’

态环境，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朴素生态观。

    当然，徽州传统乡村聚落文化中还存在一些糟

粕，如对于阴宅的迷信等。这些腐朽落后的成分应

该加以批判、摈弃。

    3.对新农村建设的借鉴价值

    徽州传统乡村聚落生态文化尊重、顺应自然，

其核心是以人为本，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意
图创造人性化的聚落环境。这对于今天现代生态聚

落构建特别是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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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提出，要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2《X巧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若干意见》提出“村容整洁”的要求。今日的新

农村建设不可能照搬徽州古村落的所有做法，但是

却可以借鉴徽州传统乡村聚落生态观中的有益思

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农村。

    首先，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创造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人居环境。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徽州地区新农

村建设，应该借鉴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理念，使得

人居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新农村规划中，应该从实际出发，与当地的自然

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相协调。切忌不切实际地盲目

照搬异地、城市模式。北方的农村建筑未必适合南

方的自然环境，一排排整齐划一的乡村别墅在平原

上看来气势宏伟，可是放在徽州的山区就显得呆板

了。因此，徽州新农村的规划要有一个总体风格的

把握，更应该突出徽州特色、乡村特色，形成一个个
生动活泼、特色鲜明的徽州新农村。

    其次，节约能源、资源，营建绿色建筑体系。新

农村建设中住宅的设计和建造应当借鉴徽州古民

居生态经验和营建技术，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更

多地利用自然采光、通风、保暖，减少人工采光、机

械通风、采暖对能源的消耗，达到节能、环保的目

的。在建筑选材上，发扬传统建筑艺术的生态精神，

主要使用低耗、低污染的乡土材料。新农村建设应

当营建绿色环保建筑体系，实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

    再次，治理垃圾、污水，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新

农村建设面临着严重的垃圾、污水污染环境的问

题。重中之重在于深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借鉴

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对农民进行普及性的环境卫生

宣传和教育，促使农民形成良好的自然观、环境观、

生态观。借鉴徽州古村落水系营建中的生态意识，

合理布局给水与排水系统，开发水净化技术等，实

现水资源的高效、循环使用。积极开发垃圾处理技

术，实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消解，循环利用可回收

垃圾，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最后，保土、植树，发展生态农业，保持生态平

衡。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和环

境的问题。借鉴徽州传统聚落文化中植树造林、涵

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做法，鼓励农民退耕还林、退牧

还草，严禁滥砍、滥伐，保持生物多样性，创造良好

的生态环境。优先发展低消耗、.低污染的生态农业

和工业，控制和减少排污量，实现新农村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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