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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武安伯延村传统建筑防御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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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对伯延村的实地调研测绘，从传统建筑群体布局、单体组织与细部构造三个层次对其

物质防御进行研究，并分析归纳了内外反差、监视不安与自我暗示三种精神防御心理。指出伯延

村传统建筑防御体系由物质防御与精神防御共同架构，且受中国传统文化与商帮文化的影响，其

防御特征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内含的科学性对当代建筑的安全规划与设计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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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建筑承载了历史更替中防御思想的精髓，

在我国高速城镇化的今天，深入研究传统建筑对发

掘历史文脉、探索当代建筑的安全设计方法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对传统建筑防御体系与伯延村

传统建筑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如王绚等 [1] 以“设

防形态”的角度提出“防御性聚落”的概念，并建

立了相对应的类型框架；单军等 [2-16] 分别对我国各

地区的传统建筑防御体系进行研究，并总结出各地

区的防御特点；而对伯延村传统建筑的研究 [17-23] 多

涉及在形态特征、历史文化以及保护与发展层面上，

尚未有研究对其防御体系进行全面梳理。本文选取

伯延村传统建筑作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研测绘的

基础上，对伯延村传统建筑防御体系进行系统研究，

尝试丰富冀南地区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

1 伯延村概况

伯延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南部，南依鼓山，

北临南洺河，始建于宋元祐元年。武安土地贫瘠，

十年九旱，自明中叶起，百姓多数外出经商，于清

咸丰年间成立武安商帮，北贩草药，南卖绸缎，伯

延人则是商帮的主要力量。村内的巨贾富商还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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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土木，营建房屋，逐步形成现今规模。伯延村

历史上兵祸匪患甚是频繁，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

富商大户经常成为土匪的劫掠对象，且村落地处武

安盆地，无险可守，所以当地人在建筑营造时把防御

性放在首位，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防御体系。

本文试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研究伯延村传统

建筑的防御体系。

2 建筑物质防御

建筑物质防御指所有由建筑实体构架的防御体

系，体现在建筑群体布局、单体组织与细部构造上。

2.1 多层次的建筑群体向心式布局

伯延村是由不同家族聚居形成的多姓氏自然村，

人们因生意往来汇集于此，在清道光年间，村内的

常驻姓氏足有二十八个。这种多家族聚居形式，在

建筑群体上表现为以家族的居所——庄园为基本单

位的多层次向心式布局：最外层是村落建筑群，即

村落中各家族的聚居区域；第二层是庄园建筑群，

即单一家族的居住区域；核心层为单座宅院，是由

同一家族直系血亲组成的居住空间。防御能力由内

至外呈递增态势，以确保宅院安全 ( 图 1)。                  
2.1.1 村落——层级递进式体系

伯延村落建筑防御采取层级递进式体系，由村

落围墙—外巷道—庄园围墙—内巷道—宅院院墙构

成。村落围墙并非如城墙、寨墙般的独立式围墙，

而是由各庄园围墙拼接而成 ( 图 2)。庄园内的宅院

通过改变院内建筑方位、朝向，使院墙作为整个庄

园的围墙，同样，临近村落边界的庄园外墙组合成

为整个村落的围墙。庄园对内自成体系，对外与其

他庄园进行协同联防，村落通过各家族之间串联协

作达到整体防御的目的。阁则作为整体防御节点，

分布在村落和庄园的出入口，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大

门。阁下设门洞方便通行，上建阁楼便于瞭望、防守，

发现敌情后便可关上大门，形成一套完整的防御体

系。建筑外墙的排列构成了村落的巷道系统。村内

巷道分外巷与内巷，交通组织复杂，虚实变化强烈，

外人来村如同进入迷宫。敌人若想攻入宅院，需要

打通三层围墙与两条巷道，这时人们可通过阁与屋

顶对巷敌人进行反击与防御。这种层级递进式体系

表现出很强的防御性与排斥性 ( 图 3)。   
2.1.2  庄园——堡垒式组团结构

庄园是伯延村建筑防御体系的基本单位。庄园

是以家族为单位，各个家族在村落选址修建的宅院

群，宅院群按家族中的长幼尊卑来分配不同等级的

宅院。庄园内民居建筑一般特点为高房基、高门楼，

建筑开窗朝内，朝外不开窗，形成高大的院墙，入

口处建阁守卫大门，一座庄园俨然是一座封闭的堡

垒。庄园内还分布着磨坊、粮仓、马房、水井、庙

宇等，这些建筑和设施不仅可以在平时可以满足整

图 1 建筑群体向心式布局

Fig.1 Centripetal layout

图 2 层级递进式体系

Fig.2 Hierarchical progressive system

图 3 村落交通组织

Fig.3 Traffic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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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家族的生活生产需求，在遇敌时也可为人们提供

补给，庄园更像是一座秩序井然的小城，在土匪进

攻时可以做到从容不迫，所以伯延村的庄园也被称

为“村中村”。

房家庄园是伯延村庄园的代表，坐南朝北，规

模宏大，房家数代人共几十个家庭居住于此，是典

型的大家族集中式布局。庄园出入口布置在南、北、

东向，是内巷与外巷的分界线。宅院的出入口皆开

在内巷，不与外界相连。内巷道尺度很小，防守时

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庄园分为内宅与

外宅，外宅分布仆人院、客房等外人居所和磨坊、

牛圈等生产设施，内宅是房家主人居所、书房和文

化楼。内外宅之间同样建阁，通过巷道两端阁门的

开启与关闭，可起到古代城池瓮城的效果。

2.1.3  宅院——机动灵活式布局

宅院是建筑群体的核心部分，宅院外围的防御

架构目的都是在保护宅院。由于宅院是人们日常生

活的居住区，在尺度上失去了高大体量的防御优势， 
所以一旦敌人攻破大门或越过院墙，宅院会出现无

险可守的局面，所以宅院内建筑群体布局上多重视

防御的机动性与灵活性。

以恒庆堂为例，宅院由徐氏家族徐攀月所建，

为坐西朝东的并联式院落。分为南北两院，南院为

徐攀月正院，北院为仆人院。恒庆堂建筑布局灵活，

流线复杂，极具迷惑性。恒庆堂正院大门形式简单，

不建门楼，且常年不开，徐家主仆都从仆人院大门

进出。仆人院在建筑形制和等级上与正院差异很大，

图 4 恒庆堂交通流线组织

Fig.4 Traffic organization of Hengqingtang

敌人攻进时会错误判断院主财力，使正院免遭劫难。

恒庆堂交通组织异常复杂，院内通道众多，道路曲

折，敌人在不熟悉院落的情况下很容易迷失方向，

院内居民却可以随时撤退或通过走道、地道和屋顶

串联，协同作战。( 图 4—图 5) 各进院落自成体系，

守卫者可通过房门进行区域性防守和迂回作战，进

退自如，可攻可守，极大保障了院内居民的人身安全。

2.2 建筑单体组织

伯延防御性建筑单体主要为民居和阁。建筑在

营造时运用了多种防御元素，对内能满足院落的防

御要求，对外能与庄园、村落构成整体防御体系。

2.2.1 民居的竖向防御机制

民居的竖向防御机制是伯延村防御的一大特色，

由屋顶、女儿墙、角楼、与地道组成，与建筑群体

的水平向防御交叉互补，构成村落立体防御网络      
( 图 6)。

伯延村民居屋顶基本采用平屋顶形式，其优势

在于连通性 ：首先，宅院内厢房与正房间以甩袖相

连， 与倒座间以厦相连，单座宅院的屋顶可全部连

通；其次，宅院间屋顶高度相差无几，且距离极小，

人可轻松跨越或搭接跳板、木梯进入相邻宅院 ；最

后，庄园间屋顶可通过街心阁相连，村落就这样通

过屋顶了组成一个整体。平屋顶在平时多作为室外

活动场地与晾晒粮食的晒场之用，战时宅院、庄园

间可通过屋顶联合作战，居高临下的打击敌人，也

可便携地将人力分配到村内重要的关隘，相互增援。

杨文斌等：冀南武安伯延村传统建筑防御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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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屋顶的女儿墙高逾一米，当地人称之为“拦

马”，顾名思义就是阻拦响马。墙体采用镂空方式

砌筑，对内形成射击孔，守卫者可在女儿墙的掩护

下对敌人进行打击；对外由于镂空花砖的强度较低，

敌人若以钩索攀爬院墙，墙体强度不足以支撑一人

之重而将其摔下墙面。

角楼是高出屋顶加层，一般设在门楼上方，不

仅能够丰富入口处立面造型，还能起到瞭望、预警

与打击敌人的功能。角楼是民居防守反击的桥头堡，

里面储藏枪支弹药、滚石檑木，战时可随时为屋顶

的守卫者补给。角楼也供守卫居住监视之用，一旦

有敌人来袭可迅速占据有利地形，配合平屋顶防守

或反击敌人。

伯延村几乎每户都有地道。地道位置隐蔽，可

作为地下通道串联毗邻宅院，联合作战，也可作为

逃生通道，出口一般设在庄园外，有的可通向村外。

如房家文化楼地道，出入口设置于院落东南与西南，

联通到正院地下室和房家古道大影壁处，不仅可以

在影壁处进行伏击防守，还可以在地下室躲藏，地

下室往往会储存大量食物，可使人在地道躲藏数日。

2.2.2 阁的节点防御功能

武安有句老话叫做“无阁不成村”，阁的出现

首先是满足安全防卫需要，伯延战火不断，只有阁

的高度才适合登高瞭望，观察敌情，阁也是伯延村

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种建筑形式。

阁整体由阁座和阁楼两部分组成，阁座主要用

作大门和通道，阁楼主要用作居住和瞭望，阁楼中

还设有夹墙、暗道和射击眼等。在平时，士兵在阁

楼上瞭望或休息，遇敌时可提前示警，在敌人到来

之前做好准备。战时可利用阁进攻，通过射击孔打

击敌人。阁楼存有大量滚石檑木与火油，可利用阁

的高度优势进行还击。

阁在形式上分一字阁与丁字阁。阁大多分布在

村口、街心和街巷，选址皆为整体防御体系的节点。

村口设阁作为抵御敌人的第一道大门；街心设阁可

以形成分区防御。一旦敌人攻破村口阁门，村民利

用街心阁与敌人进行巷战或撤退防守；而在街巷设

阁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作为庄园的入口大门，其

二是作为过街通道连接街巷两边的宅院。阁不仅能

够与周围的高大的院墙形成完整封闭的空间，还能

够串联村内宅院，增强了村落防御体系的完整性与

协同性。                 

2.3 建筑细部伪装

建筑的细部构造体现了匠人们的设计智慧。例

如民居室内夹避墙，即中间藏有暗道的墙体，一般

建在室内，外观与普通隔墙无异，然其内部中空，

厚度可达 700 mm，一般用作储藏粮食或逃跑通道。

墙体入口设在墙上壁橱的暗门或火炕煤窑口旁，遇

敌时人们可以通过夹避墙进入地道躲藏或逃往院外；

又如地道通风口设置，在房家大古道侧墙设有一排

通风口，外观与拴马石相似，如无知情人告知基本

图 5 恒庆堂剖面图

Fig.5 Profile graph

图 6 竖向防御与尺度对比

Fig.6 The defense in vertical and the contrast of yards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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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察觉；建筑内射击孔设计也隐蔽异常，一般设

置在墙体中间，留出半砖的空隙，平时用砖填堵，

遇敌时可悄悄抽出堵砖，对敌人进行狙击偷袭。有

的射击孔则隐藏在墙体雕刻的配景中，如房家影壁，

影壁后即是房家文化楼地道，房家人可通过影壁上

的射击孔实现监视和打击敌人的目的。

3 建筑的精神防御

人对安全的需求不仅包括建筑实体上的“硬性”

防御，同样也包括精神上的“软性”防御。具体表

现为以下三种心理。

3.1 内外反差心理

所谓内外反差心理，指建筑通过在内外表现出

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外在形象，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反

差心理。村内高大的院墙、高耸的角楼与阁，使村

内的人们产生安全与稳定感，使敌人产生威严与压

迫感。院墙内外则呈现两重天地，院内是人们日常

生活的场所，尺度亲切宜人，宅院四面封闭的空间

也能满足人们的安居心理。而对院外来说，“步步

高升”的做法造成极大的室内外高差，建筑通过对

外表现出的高大形象，使敌人望而却步，达到震慑

效果。对于村落整体防御的交通系统，守卫者在屋

顶上协同作战，旷达开阔，居高临下；而敌人只能

蜷缩在巷道内，狭小封闭，幽暗压抑，很容易对高

处的守卫者产生恐惧心理 ( 图 6)。

3.2 监视不安心理

兵法有云：“上兵伐谋，攻心为上。”对人们

心理发动的“心战”往往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建筑的功能与外在形象通过给敌人施加监视不安心

理，往往可以达到兵不血刃的目的。村落在道路的

交叉口与转角处都建有阁或角楼，作为村落的瞭望

塔，时刻监视敌人的动向。正所谓“做贼心虚”，

监视具有单向可见效果，所以敌人不论何时都会认

为正在被监视，其行为也自然而然的会受到潜在的

约束，再加上随时可能受到高处守卫者的偷袭，敌

人在巷道中可谓如芒在背，走立难安。

3.3 自我暗示心理

自我暗示是一种积极的心里状态，会使村内居

民内心平和，且不畏斗争。首先表现为伯延人的祈

福艺术，伯延村的庙宇众多，且几乎每家正房或倒

座都建有天地庙和吉星楼，可以说庙内的神灵寄托

了伯延人躲避祸乱、祈求平安的美好愿望，人们的

祈福行为也加强了村落的内部团结与凝聚力；其次

建筑在选址与营造时会有风水上的考究，如庄园内

建筑门与门不相对，以免造成冲煞影响家人运势。

村内巷道的尽头都会建有庙宇，镇压来往煞气。而

阁的选址均为村落中“藏风聚气”之所，利于接受

自然之吉气，人们在建筑中生活自然会产生强大的

心理优势；建筑在细部装饰上也极为考究，利用人

们日常所见，在装饰题材上让人产生心理暗示。比

如窗扇上方镂空木雕福、禄、寿、喜，大门两端的

墀头上雕有蝙蝠，寓意福气，屋脊上都雕有吻兽，

试图增福增康，消灾解厄。

4 结论

1) 传统建筑防御体系由物质防御与精神防御共

同架构。物质防御在强调了建筑的等级制度的同时，

还体现出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礼制，而精神防御则体

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这种虚实结合的防御

思想不仅是先人的智慧结晶，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哲

学观念的具化表现。

2) 伯延村防御体系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受多

家族聚居形式与当地地理环境影响，建筑群体呈现

多层次向心式布局，建筑单体组织上通过民居与阁

组成立体交叉的节点式防御网络，建筑细部构造上

通过巧妙伪装以增强村落整体防御体系的隐蔽性与

灵活性。

3) 传统建筑防御体系对探索当代建筑的本土化

安全设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精神防御心理

适用于营造和谐人居；对建筑细部构造元素的提炼

加工，可以总结出本土化的设计语言；对传统建筑

群体组合与单体尺度的把握对住区安全规划与单体

建筑设计仍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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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88 页 ) 与梁体协调工作、形成受力整体，

共同承担设计车辆荷载。

2) 根据裸梁至成桥阶段受力截面特性的变化，

考虑成桥阶段最大的应变反应，结合最大应变等效

的原则，推导、建立了控制弯矩的计算公式

M EI
E'I'

y'
y

dx = Mh+Meq，可以用来指导确定今后裸

梁荷载试验的加载控制弯矩。

3) 基于实例，验证了本文受力分析的过程和确

定加载弯的正确性。因此，基于桥梁静载试验的重要

观测应变指标确定静载试验加载控制弯矩，使结果更

具科学性；同时可防止裸梁产生过大应变、甚至出现

裂缝，使加载方式更加经济和安全。或因控制弯矩加

载不足，致使裸梁静载试验结果不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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