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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地区传统民居院落特征分析

杨文斌，王月玖，韩春风

(河北工程大学建筑学院，河北邯郸056038)

摘要：从张家口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民居形成的自然和历史条件入手，对张家口地区传

统民居院落在平面类型、建筑材料、主体建筑功能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张家口地区传

统民居院落类型多样的特征。坝下地区三合院、四合院垒砌精美、封闭规整；窑房院风格浑厚质

朴；坝上地区囫囵院布局灵活自由、宽阔开敞，体现了该地区不同的区域内民居院落对环境和居

民生活方式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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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house and courtyard in Zhangjiakou area

YANG Wen-bin，WANG Yue-jiu，HAN Chun—fe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Hebei University of Engaging，Hebei 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In relation to the geographical posidom，the climate features，the natural，historical forming

condi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folk house and courtyard in Zhangjiakou，the plane types，building materials，

and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main buildings function are analyzed．The features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the

traditional folk—house courtyards are expounded．AⅡthe beautiful，close and neat building of the mIee or

four section co删ds，the saute—s哆kd kiln buitding courtyards in the Lower Dam Area，and the

wide，open，free and flexible layouts of the round courtyards in the Upper Dam Area represent the adapt—

ability of the folk—house courtyards to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nhabitants’ways of life in the various盯-

eas of Zhangjia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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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张家口既是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征

战的前沿阵地，也是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及贸易发

展的关键连接点，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在这里交

汇，民居及其院落更是在交流融合中得以不断发

展，使得院落呈现多元化的特点。2006年，张曦旺

对张家口地区古民居做了分析、研究；2007年，罗

德胤详述了张家口蔚县古城堡内民居的特色以及

公共建筑的配置。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张家口地

区传统民居院落类型特征进行分析，以作为对该

地区传统民居研究的补充。

1传统民居形成的自然和历史条件

1．1自然条件

张家口地区处于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的过渡

地带，阴山山脉横断其中，将该地区分为坝上、坝

下两个自然区。坝上地区属张北高原，海拔1 300

～1 600m，南高北低，地势较平坦，具有典型的波

状高原景观；南部坝下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和内蒙

古高原的过渡带，海拔500～l 200m，山峦起伏，丘

陵与河谷、盆地相间分布。

张家I=l属于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

明，冬季漫长，夏季短促，昼夜温差大，日最高气温

持续时间较短。多年平均气温2．6。C，全年平均日

照时数为2 784小时，多年平均降水量3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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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历史条件
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的中心城市。

早在200万年前，古人类已在张家口市阳原县

泥河湾盆地起源、繁衍；5000年前，炎帝、黄帝、蚩尤

“三祖”汇聚涿鹿(今张家口涿鹿县)，定都立业，开创

了中华文明史。春秋时北为匈奴与东胡居住地，南

部分属燕国、代国。秦时南部改属代郡、上谷郡。

明末清初，张家口发展为著名的陆路商埠。几经兴

衰，如今张家口市已成为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辐

2民居院落特征

2．1院落类型

张家口地区传统民居以合院式为主，根据四

周建筑物围合的情况，大致可归纳为四种基本形

式，即四合院、三合院、窑房院和囫囵院(图1)。

(a)四合院 (b)三合院 (c)窑洞院 (d)囫囵院

圈I张家日地区传统民屠院落基本形式

Fig．1 Basic form of the residential courtyards in Zhangjiakou aera

1)囫囵院。张家口地区坝上四县张北、康保、

尚义、沽源处在地势平缓、地段开阔的环境中，囫

囵院是该区域最主要的院落类型(图2(a))。坝上

在清代以前，基本上属游牧部族，之后从关内(居

庸关)、口里(张家口以南)不断有汉人移来，进行

垦植，以前的游牧居住建筑也逐渐改为固定建筑。

由于饲养骡马牛羊等牲畜，所以院落宽阔深远，院

内再用石块和土坯或单以木栅栏围隔出小院，冬

季放置柴草，夏季种植蔬菜。居住建筑则通常选

址于向阳背风的平地或缓坡地带，以土坯房为多。

正房坐北朝南且稍偏东，多作三间；东厢房放置农

具杂物，西厢房用作畜棚；厕所置西南角，东南角

留院门，不设门楼。整个院落布局灵活自由，院内

空间主次分明，围护材料就地取材，多以土坯、石

块、木材为主。

2)四合院与三合院。张家口的四合院与三合

院广泛分布于坝下地区的蔚县、阳原、怀来、宣化

等县，在民居建筑的对称构图中(图l(a)、图I

(b))，形状、方向、位置诸因素之间的关系，都达到

了高度精美的程度。明清时期受北京四合院和山

西四合院影响，张家口传统四合院民居正房也以

朝南居多，开间多以三、五间为主，院落中轴线明

显，正房坐中，倒座相对，两侧厢房对称分布，比较

高级民居的正房和厢房朝向院子的一面都有前

廊，能起到遮阳避雨的作用，进深与面宽因宅而

异，宅基多为长方形，东西窄、南北长，这样形成开

阔之势，保证正房接受很好的光照，又给予厢房充

足的空间。

三合院在张家口成“n”形院落的住宅较多，

院落呈方形，正房三间，坐北朝南，东西厢房各两

问，整个院子没有南房，院门向南。

3)窑洞式院落。张家口坝下地区的窑洞按地

域分类属于冀北窑洞区，主要分布在张家口怀安，

万全，阳原、赤城县内，洋河支流两岸，黄土高坡的

向阳面上。坝下地区的独立式窑洞窑洞院落图结

构布局一般是三孔或五孔由秸秆拌泥土坯拱筑的

独立式窑洞作正房，东西窑各三间，庭院左右分列

厢房或只设院墙，院子呈方形，两厢房间距较大，

前面夯土围墙并开大门。

2．2院落组合方式

由于气候和生活方式要求，坝上地区院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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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为大型囫囵院，院内用地充足，限制了建筑完全

对称的布局模式。空间处理上各个院落单元横向

发展，平摊开来，并通过转折、错落布置等手法形

成均衡构图。院落之间横向相连成一排，纵向上

不再发展，保证各个院落之间充足的采光和良好

的视野；前后排之间有巷道相隔，便于行人及车马

出入。

坝下民居院落一般由基本形式的院落进一步

组合，成为中、大型院落。院落组合的方式可以沿

轴线纵向扩展，而后再横向扩展，规模大小视主人

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高低以及个人喜好而定。

明清时期组合型院落在张家口坝下地区经济

较为发达的蔚县、宣化、怀来县较为普遍，一般有

纵向组合和横向组合2种组合方式。

1)纵向组合。院落组合首先是纵深组合，前

面一个四合院，后面一个三合院，即组成一座二进

四合院；在二进院的基础上沿中轴线继续叠加三

合院，即变成三进、四进等多进院落。和北京四合

院一样，院落空间即有明确分区，前院为主人会

客、管理等活动的公共空间，后院是全家人居住的

私密空间。从前院进入二进院必须通过客厅，所

以客厅在张家口地区传统又被称为“过厅”；厅堂

之后则是一座完整的三合庭院，有独立的院门，即

--p-j；二门与客厅后檐墙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宽度

一般介于1．5～2．Om，为前后两庭院的过渡空间。

2)横向组合。横向发展的模式有主次院并列

和两组或多组并列形式。

主次并列即以一座标准的院子为主院，其旁

边附属一座次院。次院在横向的宽度比主院窄的

多，但纵向上与主院等长，次院在张家口地区传统

民间又叫“跨院”，主院面阔5问，次院3间，不够

一个标准院落宽度，其内只能容纳一排厢房。纵

深组成二进四合院后与主院共同形成一座中大型

院落，这种形制为传统民居的功能分区进一步细

化提供了空间保证。

两组或多组并列式院落。“组”是指相并列的

院子大小相等或者是相近而形成的大型宅院。有

别于主跨院并列，大型住宅院落以横向并列或竖

向串联依次增加院落，多个院落互相靠近中间仅

以院墙或房屋相隔，并以过厅或院门作为联通，当

地人称之为“连环院”。

3结束语

通过院落把单体建筑组合起来的方式，是传

统建筑千百年来发展积累的结晶。张家口地区传

统民居院落适应张家口地区地理、气候、复杂的环

境要求，满足居民的生产、生活的需要，呈现出不

同的形态和功能，是建筑艺术最直接、最生动的体

现，反映了本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的风韵和魅力。

作为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张家口地区传统民居

院落有很多手法今天仍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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