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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走进和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派如诗如画的风光，山

清水秀，垂柳拂案，绿影婆娑。“远山茫苍苍，近水河悠扬，万

家坡坨下，绝胜小苏杭。”民国元老李根源先生曾在诗中如此

赞赏和顺。

2 和顺之人居环境

和顺古镇位于云南省腾冲县城西南 4km 处，全镇国土面

积 17.4km2。是国家历史文化名镇，AAAA 级景区。享有“中国

第一魅力名镇”之美誉。

全镇住宅从东到西、环山而建，渐次递升，绵延两三千米。

和顺现有人口 6000 余人。她是面向南亚的第一镇。

2.1 地景———自然环境的利用

自然山水对人类聚落具有天然的防御功能，自古城市及

聚落的选址原则就是依山傍水或背山面水。基于环境实际，和

顺乡主体村落选择布置在和顺坝子南面相对平缓的黑龙山坡

地的北麓，突出部分使另外三面的山峦作为村落的外围界定，

与中间开阔的田野一道，共同形成和顺乡聚落外部的自然环

境空间。

2.2 建筑———人文环境的创造

依托天赐的自然环境，勤劳朴实的和顺居民通过有序的村

镇规划，结合建筑营造的过程，创造出极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和顺古镇民居以“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为其主要

的建筑形制。同时，为了更好地与地形结合、同街巷交融，和顺

人们营造出此地最具特色的“弯楼子”，建筑外墙呈弧线形，与

街巷和谐共处，从街巷的公共空间自然过渡到民居的私密空

间，有利于保持民居建筑的私密性，同时，形成的弯曲街道含

蓄而具有亲和力。建筑色彩上也是素雅的灰白色调，处处体现

出建筑的谦和。

2.3 聚落———村镇规划的成果

传统风水思想及和顺独特的自然环境条件形成了和顺基

本格局：坐北朝南，负阴抱阳，背山面水。极具自然亲和力的和

顺人将有限的平地让给了农田，而民居建筑大都依河顺坡而

建，背山面水依等高线逐级行列布置，呈现出一幅极具韵律的

立面构图。

和顺聚落以李家巷，大石巷，尹家巷三巷为里巷主干制约

主村。三巷两端皆有里门，门额或题词，或两侧作楹联，皆现在

内地村落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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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顺之民居艺术

和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侨乡，在这个近 6000 人的聚落

里，有一万多人侨居海外，其乡人几乎都是侨眷侨属。海外游

子带回来的四海信息和先进的科学知识，形成了和顺人开放

的文化心理意识，使地处西南边地的和顺，在保持中原汉文化

主流开放特色的前提下，又流露出融汇西方外来文化的吸纳

状态。

3.1 主要建筑形制

和顺古镇现存的民居建筑多以清末民初建筑为主，因多

为白族工匠营造，因此，“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为其

主要的建筑形制。当时为和顺华侨经济的鼎盛时期，所以大多

数民居建筑都很讲究，粉墙灰瓦，墙基高筑，用料考究，工艺精

良，布局紧凑，装饰典雅。民居大多以院廊围绕主体建筑的手

法，以正房、厢房、照壁、门等组成封闭空间，并通过不同的空

间变化来突出主体建筑[1]。

和顺民居中的合院式建筑，一般由正房、厢房、厅房、照壁

等基本构成单位组合而成。合院式民居根据地形、占地情况、

经济条件，规模有大有小，但无论大小，每户住宅都是一个有

序的空间。一般由间组成坊，再由坊围合成院，院与院的联合

形成群落，每户按周边领域所属，用围墙把空缺处加以围合，

构成一户封闭的合院整体。

和顺民居正房，晚清的建筑在廊子上设置天地笆，一用来

遮挡风雨，二可以保护老少行走的安全，天地笆造型不尽相

同，除实用之外，还有装饰性。民国初期建的正房，只有极少

数还用天地笆，大多取消改成廊子外用石栏围护[2]。

3.2 建筑装饰文化

民居中的天井、花园，大都精心布置，摆放石台盆景、兰草

花卉，使庭院极富自然特色。大门、花厅、正房多悬挂名人题书

的匾联。照壁上多题诗画，客堂中多挂字画、挂屏等为装饰，营

造出一种亦商亦儒，讲究耕读和诗礼传家的文化氛围。和顺民

居使人感觉温馨、雅致，富有文化气息。和顺民居精美的木雕

艺术，充分体现其文化氛围。

4 和顺之发展前景

和顺位于极边第一城腾冲的西南部，其交通条件还不是

很便利。和顺是祖国的边境地，目前为止，游客可以选择乘坐

飞机到达，但是价格较为昂贵。也可以选择从昆明出发，途中

就必须翻越险峻的高黎贡山，此条路可谓是“九九十八弯”，险

峻而狭窄。一般从昆出发得 12h 才能到达，路途艰辛。

和顺古镇大多沿街店面都在做玉石生意，但是其特色店

铺管理无序，造成鱼龙混杂的现状。主要原因是和顺的开发时

间不太长，与大理、丽江相比，商业气息还是不是很浓重，还没

有随处都是商铺的现象，但其景区内还是存在一些特色店铺，

居民自己开的店铺，还有一些商家出租的店铺等，但是还没有

形成统一的管理方式，分散无序。

正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旅游资源未被大力开发，甚至

有些还未开发。这是和顺古镇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优势就

是很多精品建筑得以完好的保存下来。相反的，和顺景区景

点很多，除了那些极具有名的景点外，其他景点的开发力度

还不够，很多游客到和顺参观了图书馆、博物馆、思奇故居

外，就不知道该怎样继续探寻古镇的魅力了。虽然其他的景

点也有其特色，但因其开发力度、宣传力度的不够而不被广

大旅游者所接受。比如我们大量的民居建筑，除了弯楼子民

居博物馆和艾思奇故居被广泛知晓外，其他的许多精美的民

居都还处于被埋没的状态。如今，人们对历史民居及其他历

史建筑的保护意识逐渐加强，同时保护的技术与手段也不断

提高，因此，可以在保护的同时加以开发利用，从而促进旅游

业的发展。

5 结语

中国传统民居聚落，无论就选址、布局和构成以及单株建

筑的空间、结构和材料等等，无不体现着因地制宜、依山就势、

相地构屋、就地取材等等的生态环境观[3]。本文通过对和顺古

镇及周边地区“建筑、地景、村镇规划”的分析阐释以及实地调

研，总结出和顺古镇人居环境发展中的经验主要有：节约土

地、充分重视自然、重视理水，以及在聚落和民居建筑中的大

量应用乡土建筑材料等。使得和顺古镇在众多的乡土聚落中

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

在和顺，一个人凭感觉闲走，看自己心底喜欢的风民或发

呆，比幸福还幸福。树枝、天空、飞鸟和云朵，组成的美丽的图

案。和顺是一个“活着的古镇”。数百年中、和顺人以他们艰苦

卓绝的出走，创造出了一块可以诗意栖居的土地，达到了“和

睦顺畅”的最佳境界。今天，已经有很多人到过和顺，更多的人

还在来和顺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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