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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白山市花园口镇民艺市集项目为例，从建筑布局、建筑形态、建筑材料三个方面，阐述了对传统白派建筑

元素的现代转换策略，为新白派建筑的发展提供方向。

Abstract: Taking the folk art market project in Huayuankou town, Baishan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Baipai architectural elements from three aspects of architectural layout, architectural form, and 

building materials, and provides a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Baipai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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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放缓，以及文化旅游业的迅速崛起，

建筑风格和地域文化在近几年的城市建设当中，越来越被人

们所关注。长白山地区的白派建筑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对

其特点的继承和转换，满足当代多元化需求，对白派建筑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白派建筑
白派建筑是对长白山地区传统地域风格的归纳，是对东

北东部山区建筑风格和城乡风貌的高度概括提炼，同时也是

对基于长白山地域传统建筑的具有地方风格的现代建筑的

定义，是现代长白山风格。传统白派建筑的特点是就地取材、

因地制宜、形式简单、粗犷豪放（如图 1 所示）可总结为以

下几点：

①围合式空间布局。长白山地区的民居常呈现的围合式

的布局形式，房屋围绕中庭而建，适应家庭生活需要的同时，

保证生理和心理安全；

②木结构建筑。传统的长白山建筑多采用木结构具有较

好的保温性能，可抵御雪压和寒冷天气；

③坡屋顶形式。为了应对多雪气候，建筑屋顶通常设计

成陡峭的坡屋顶，避免积雪过多导致的问题。

传统白派建筑形式简单、质朴、风格粗犷豪放，这些特

征是长白山地区人们日常生活形态的自然反映，也是人们当

时历史生活场景的再现。

随着科学技术、建造技术的发展，建筑也需进行改革与

提升，才能不断满足人们在功用、精神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

因此在长白山地区，在传统白派建筑形式的基础上，进行了

一系列的探索，迎合现代建筑的创新理念。如图 2 所示新白

派建筑不应是对传统东北民居形式的直接复制，也不应是对

长白山文化符号的简单添加，而是在传统白派建筑基础上，

融合现代技术和手法，探索出的具有适应性和创新性的新建

筑形式。新白派建筑一方面探究地域材料和自然相适应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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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建筑形式，另一方面从本地的历史和文化建筑中探究、提

炼、借鉴承继地方的建筑元素或建筑空间特征 [1]。

图 1 传统白派建筑形式

图 2 新白派建筑探索

3 项目概况
3.1 项目背景

该项目位于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东南部的花园口镇。花

园口镇是靖宇县红色抗联路线的重要一环，打造具有特性的

市集综合体，重塑乡村生产生活场景，使游客体验长白山地

区的红色历史文化和民俗民艺是该项目的核心目标。

3.2 场地现状及拆改
场地面积约 30000 ㎡，东西向长约 170 m，南北向长约

180 m。场地紧邻鹤大高速，东西两侧环绕着大量的传统民居，

南北侧为景色优美的自然山林，且尚存部分粮仓和老旧厂房。

经过实地考察及分析后，我们保留了场地内具有历史记忆的

粮食加工操作塔，改造了保存完好的厂房，延续场地记忆，

新旧结合，使新建建筑更快地融入周边环境，如图 3 所示。

图 3 场地现存建筑的拆改

3.3 功能定位
民艺市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赶集集市，更多的是地域文

化型文旅市集，一般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各地生态、民

俗、传统、习惯的文明表现。本项目以红色旅游需求为背景，

通过地域文化元素的空间展现、地方文旅资源的深入融合等

方式，打造具有地方色彩的文旅市集，不仅能满足当地人的

生活需求，也能满足外来游客的观光需求，主要包含了市集、

酒店、餐饮和研学等多个功能板块 [2]。

4 设计策略
项目从传统白派建筑的空间组织序列、屋顶形式及立面

秩序中提炼语言，以现代化的手法进行处理，完成对传统白

派建筑元素的现代转换，增添传统印象的同时，适应现代建

筑审美、功能需求，如图 4 所示。

图 4 传统白派建筑元素的现代转换效果图

4.1 建筑布局——围合与流动
长白山地区特色传统村落建筑讲求围合，即空间的围合、

形态的围合、气韵的围合。打破单体建筑的独立性与封闭性，

单体建筑相互串联融为一体，使空间创造出互通有无的空间

平台。根据功能定位，我们将综合体的空间形态分为三类：

室内空间（酒店、餐饮、研学）、半室内空间（集市、部分

餐饮）和户外空间（休闲、集散广场等）。将传统建筑围合

的方式引用到设计当中，三类空间类型交替设置，从而形成

不同的庭院（如图 5 所示）。大的庭院出现在保留的操作塔

附近，这样才能形成聚集人气的活力广场，也能成为人们在

场地当中的集散地。小的庭院主要穿插于建筑主体之内，形

成丰富的灰空间，为文旅市集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满足

了民艺市集的功能需求。大小庭院的交叉设计，让整体死板

的空间充满了活力，从而可以激活整个片区。建筑的二层利

用多条连廊进行串联，在不破坏庭院整体性的同时，又满足

了各功能体块的相互联系，从而增加了建筑空间的流动性。

4.2 建筑形态——秩序与虚实
长白山地区传统民居均为双坡式屋面，便于排水排雪，

屋面材料以覆草和木板瓦为主，墙体材料以木与土为主，房

屋承重类型分为墙体承重和木结构承重两种。基地周边的大

部分民居虽然已经采用现代的建造工艺，但仍保留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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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式，即红瓦双坡屋面。红色双坡屋面在整个小镇铺展

开，使小镇具有很强的整体性，也凸显出很强的地域性。

a）主要庭院空间

b）二层连廊

图 5 空间布局

民艺市集的整体形态设计趴伏于大地之上，融入村镇当

中。建筑采用连续双坡屋面的设计，一方面体现东北传统民

居地域特色，减少雨雪荷载，另一方面能与远方连绵的自然

山体相呼应。根据功能空间变化，调整连续屋顶大小，形成

具有适应性的现代化坡屋顶形式（如图 6 所示）。集市功能

拆开来看多为市场、小吃、零售等功能，所需建筑空间多元

化，空间使用弹性也比较大，所以在主体市集之上，采用了

跨度比较大的坡顶。而在建筑东侧的酒店则包含餐饮、客房、

多功能厅等功能，空间使用比较固定，所以在酒店功能之上

采用了跨度比较小的双坡屋面。大小不一的屋面连绵起伏，

补充了场地中所缺失的城市界面，又能给当地居民带来一种

熟悉感和归属感。

图 6 屋顶形式的演变

筑屋顶与建筑体量相结合的同时，将一侧屋顶改造成为

只有梁柱结构，去除屋面上的檩条椽子和瓦片，这样便形成

了独特的室外灰空间。屋顶的虚实结合，打破了建筑的巨大

体量，削减了建筑所带来的压迫感，同时也消解了建筑与自

然间的界限，与自然和谐共生，如图 7 所示。

图 7 屋顶结构的虚实

4.3 建筑材料——节能与生态
白派建筑的特点之一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多选用木

材做承重结构。花园口镇具有明显的长白山地域气候特征，

为保证建筑的舒适性、耐久性等，在选择建筑材料时，必须

兼顾保温性能、耐久性、防水性、抗震性和环境适应性等因

素，以满足当地气候特点和建筑需求。本项目屋顶均采用靖

宇县当地的木材，铺设灰瓦，结合屋面斜度设计，防止雨雪

进入建筑内部。结构柱采用优质仿木材料，保证建筑风格的

统一，也提高了建筑结构的耐久性。此外，由于东北地处温

带季风气候，冬季寒冷干燥，夏季温暖潮湿，房间对采光、

通风的需求比较高。建筑东南侧设计了双层玻璃幕墙，并设

高窗，配合绿色中庭空间，有利于室内热循环，保证室内热

舒适。建筑西北侧多为靖宇县当地的砖瓦和石材，赋予建筑

坚固的结构，具备较好的保温性能，如图 8、图 9 所示 [3,4]。

图 8 建筑效果图

a）冬季：雨雪收集及室内热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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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夏季：空气流通

图 9 节能示意图

5 结语
传统建筑元素的现代转换旨在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功能、

技术和审美理念相融合，创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现代氛围的

建筑作品。包括传统建筑的核心元素，如布局、形式、材

料装饰等，通过重塑和设计，使其与现代建筑需求相匹配，

保留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同时，赋予建筑新时代的生命。论文

以白山市花园口镇民艺市集项目为例，将白派建筑围合式布

局形式与民艺市集功能需求相结合，重新诠释围合与流动，

适应现代集市的多元交流方式。同时延续传统白派建筑的坡

屋顶形式，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在秩序之下形成开放与共

享的空间，丰富了传统屋顶符号的表达方式。在建筑材料的

使用上，保留其就地取材的特点，引入高品质仿木材料，并

根据气候特征合理布置墙面材质，提升建筑性能的同时，使

建筑具备了现代的视觉语言。本项目是对传统白派建筑要素

提取并进行现代转换的一次尝试，旨在为类似设计项目提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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