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与技术创新》 ISSN 3058-4353 2025年 2月

33

道家“自然无为”思想下的荆楚民居环境特色挖
掘--以荆州市荆西村某集中居民点景观改造设

计为例

田冬玉 李双霜

襄阳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湖北 襄阳 441000

1. 道家思想与荆楚文化的渊源

1.1 道家思想与荆楚文化的渊

摘要:道家是中国最古老的宗教--道教的起源，荆州是中国历史上最久远的城市之一。道家对荆

州的影响较为深远，不仅是于人们思想上的影响，也融入到了荆楚人们的生活中，从生活方式到

民居环境，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都渗透到了荆楚大地。以荆州市荆西村某集中居民点景观改造设

计为例，将道家生态思想作为重点挖掘荆楚民居特色，进一步了解荆楚民居环境的构造与传统表

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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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建城历史

长达 3000 多年。自公元前 689 年楚国建都纪

南城，先后有 6个朝代、34 位帝王在此建都。

“荆及衡阳惟荆州”，为古九州之一。

楚有巫术，又称楚巫，是荆楚大地最古老

的宗教元素。楚俗尚鬼，鬼实弗神也，而其巫

谋神之。楚巫“鬼神之说”与道家修真派“修

道成仙”相互糅合，渗透为道教早期的形成奠

定了基础。使道教包含浓厚的楚国韵味，形成

了后世的道教。“道教教旨，人死后为鬼，生

前的修行道行仍然累计延续，故死后成为鬼

后，仍然可以继续修真，成为鬼仙，也可以选

择投胎”，这正是将楚巫与道家思想融合后的

道教。

1.2 道家思想在荆楚民居环境中的体现

于影响

荆州地区有三大著名道观，开元观、太晖

观、玄武观。而荆州最富有传统特色的传统民

居有瞿家湾古民居、周老嘴老街民居、监利县

程集古镇和沙市胜利街古民居，历史风貌较为

完整，大均采用砖木结构，取材于自然，是居

民生活与自然更加的贴近。民居中天井、漏窗、

天斗等构造，完善了建筑中的通风、采光、安

防的功能，并且在建筑中显天露地，起到天地

合一的作用，使天、地、建筑在空间中融为一

体，也体现了道家文化中人与自然、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想。以上可见，道家思想对于荆楚民

居环境的影响重大。

2. 道家思想影响下的荆楚民居环境特

色挖掘

2.1 清静无为的景观规划

无为并非不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

自然因素的基础上加以人工修饰，使之变得更

加适宜人居，这与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设计理念有所不同。中国古典园

林虽贴近自然但多数是人造而成，而荆楚地区

的民居景观是则在自然形成的景观基础上进

行加以优化，见素抱朴、现其本身、守其纯朴，

保留着纯自然的特性。如大小不一的池塘、青

草幽幽的驳岸、自然生长的花镜和落英缤纷的

园路等，都是由岁月与自然创造而成，人们对

其本身的修改甚少。

2.2 返璞归真的建筑设计

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为返璞归真，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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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民居洗尽铅华，任保留着自然本质与荆楚特

征。荆州传统建筑由来已久，而现存的民居建

筑依然保留着古时荆楚的风格。荆州传统民居

建筑的屋顶大多为硬山顶，一条正脊，四条垂

脊，形成两面屋坡。其两侧山墙把檩头全部包

封住，由于其屋檐不出山墙，有利于防风火。

山墙则采用荆州独有的凤凰山墙，运用荆州的

图腾凤凰，也传承着荆州世代的信仰。民居建

筑均取材于自然，为两层砖木结构，每一进之

间都有封火墙隔开，并由墙门相通。

2.3 顺应自然的植物配置

荆楚地区九省通衢，自然资源丰富，适宜

多种动植物生长，荆楚本土主要种植桃树、柳

树、樱花、紫薇、紫荆等本地传统树种，桃红

柳绿，美不胜收。荆楚人民在对人居环境进行

打造时充分利用了荆楚自然原生的植物群落。

同时也具有浓厚的农家气息，人们将蔬菜种植

与景观绿化结合，在菜园旁移植本土观赏植物

加以润化，既顺应人们的生活习惯，也保持自

然的景观搭配，宅前院后均可以看见自然生长

的花草景观、攀援植物和果木蔬菜绿化。

2.4 循环往复的水循环设计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

然循环的规律，而自然界的水循环则是一种

“道”。在还没有地下排水管网与现代化防水

措施的时候，荆州民居环境设计中便利用道家

推崇的循环本质，采用路缘石、透水铺装、天

井等引导雨水和地表径流，构成自然的水循环

系统。将雨水利用沟渠和地表径流引入周边湖

泊储存，而后用其浇灌农田与林木，虽没有现

代设施的效率，但这也充分体现先前荆楚人民

的智慧。

2.5 独具特色的色彩设计

不同与徽派园林的墨白、皇家园林的金碧

辉煌和江南园林的雅致，荆楚古民居在色彩设

计同样别具一格，主题颜色采用了道家核心元

素与楚文化标志元素中的红色，大红而古，大

势而英。如果用人物形容荆楚园林的话，皇家

园林是帝王是万众瞩目、徽派园林是隐士是闲

云野鹤、江南园林是文人是诗情画意，而荆楚

园林则是武将与百姓是保家卫国与安居乐业

的结合体。红色为主题色彩的建筑有着大气的

外表代表着荆楚人们的家国情怀，而屋顶的凤

凰又象征着祥瑞与和平。民居建筑周边的彩绘

与雕刻相对其他三类建筑而已较为稀少。

3. 荆州市荆西村某集中居民点景观改

造设计实践

3.1 项目概况

项目选址在湖北省荆州市，地处有“千湖

之省”之称的湖北省中南部、长江中游、江汉

平原腹地，自然资源丰富。荆州是一座古老文

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滨江城市，“禹划九

州，始有荆州，是三国文化、荆楚文化、道教

文化的发源地。

场地位于荆州市荆西村局部居民区，距离

市区约 8公里。场地西临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东接天文佳境小区，北面蔬菜种植区，南临荆

秘路。场地总占地面积约 17800 ㎡，长约 205m，

两边宽分别是 87m 和 84m。地处平原地区，场

地现状高差较小。

3.2 项目问题分析

3.2.1 道路积水发臭:

荆州为平原地区，荆西村历史深远、年久

失修，下雨天道路易积水，连续雨天常导致积

水发臭。在场地的南面有一条水沟，居民生活

污水排放以及废弃物堆积导致其发臭腐烂。

3.2.2 杂草丛生：

场地民居宅旁基本无绿化，有少数居民宅

旁有蔬菜种植。宅间道路边没有处理，废旧物

品随意放置，杂草丛生。

3.2.3 停车位紧缺：

该居民点建筑占主要面积，绿化和景观

面积较少，没有固定的停车位，居民通常将车

辆随意停放在路边或宅前，在后期改造中将会

对其一一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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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建筑景观特色缺乏：

荆西村民居大小不一、形式各样，有

皖南的马头墙式建筑，有偏欧式建筑、带有荆

楚特色的红墙青瓦式建筑以及普通的楼房建

筑，由于年代久远，大多稍显破旧，建筑南立

面没有进行处理，杂物堆积、杂草丛生，导致

其严重缺乏景观特色。建筑上没有设计晾晒衣

物的位置，导致居民将衣服晾晒在路边，影响

城市美观。

3.3 改造要点

以“以旧创新，以新怀旧”为主题，采取

道家中“自然无为”的思想作为主要的设计理

念。指在顺应居民原本的生活方式融入现代化

的元素加以改造形成新的更加适宜居住的人

居环境。

3.3.1 景观改造

（1）民居主街景观改造设计

由于民居较为集中没有足够的活动场地，

而主街商铺均为家居用品人流量较少，因此将

主街改造成商业街与居民活动区于一体的空

间。给周边居民创造一个相互交流和散步的场

地，同时也给商铺吸引一些客户。

1）主街西段景观：

针对公交站台、路灯、座椅、绿篱、铺装

等内容进行了设计。公交亭的形态由道家阴阳

的符号演变而来，结合屋顶绿化的设计理念，

在公交亭的顶部增加了绿植区域，既可以美化

环境又可以降低顶部温度，为夏天人们等公交

创造更加舒适的环境。将绿篱与座椅进行结

合，利用道家元素变化组合，增加景观的变化

与统一。

2）主街东段景观:

主街东段景观，通过中心广场，将商铺与

居民活动联系起来，增加场地的使用率。中心

广场的铺装设计由祥云和建筑窗户组合而成，

祥云即得道飞升事业有成，窗户为房子的一部

分，意指家，象征人们安定的生活，愉快的工

作。荆西村年代久远，下雨天街道上易积水，

因而在主街的铺装设计中为解决排水问题采

取直线作为主体形式，每个色块中间有微小的

沟壑，加以一定的变化增加其节奏与韵律。用

铺装引导地表径流，最终流入生态溪，促进水

循环。

（2）绿化景观改造设计

因为场地限制没有较大的空间所以选择

了在左右两端的道路边各分出 2.5m 作为停车

位。由于现状场地绿化面积较少，改造过程中

采用了主街散点绿化、内街线性绿化、宅旁蔬

菜绿化、建筑垂直绿化、以及生态溪绿化的五

重措施加以改善。

1） 垂直绿化景观设计

垂直绿化是城市绿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是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丰富城市绿化景观重要而

有效的方式。发展垂直绿化，能丰富城市园林

景观绿化的空间结构层次和城市立体景观艺

术效果，有助于进一步增加城市绿量，以及减

少热岛效应，减少噪音，吸附灰尘和有害气体，

营造和改善城区生态环境。还能保温隔热，节

约能源，也可以滞留雨水，缓解城市下水、排

水压力。

在本案例中由于场地绿化面积受限，不能

平行扩充因此采取垂直绿化，利用攀援植物及

其它植物栽植依附或者铺贴于建筑立面以及

走马廊、电线杆、路灯等处进行垂直绿化，既

可增加造景形式，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同时

也和自然进一步融合，使景观更加的贴近自

然。

2） 宅旁蔬菜绿化

居民原本在宅旁种植蔬菜，根据“自然无

为”的思想，顺应居民原本的绿化形式，依旧

采用蔬菜景观绿化。在此基础上加以引导美

化，形成固定的景观形式，蔬菜绿化具有成景

快、栽培容易、观赏性强等特点，满足景观绿

化的同时也保留了居民的生活方式，更有限度

的利用土地资源。

3） 生态溪景观改造设计

对民居后的臭水沟进行改造，结合道路积

水的处理，用铺装引导地表径流，经过土石层

过滤，续存在生态溪内，居民用以浇灌菜田，

完成一个水循环设计。设计中融入生态植草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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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绵城市的理念，在植物造景方面，运用本

土植物注重乔灌草的搭配，打造成为一个幽美

适用的生态栖息地。

3.3.2 建筑改造

（1）硬山屋顶：在屋瓦的选材中依旧采

用传统的青瓦，保留荆楚民居最原始的风貌。

（2）凤头山墙：提到山墙人们最先想到

的是皖南的马头墙，在此便要提到荆州独具特

色的风头山墙。凤头墙的外观和马头墙中的鹊

尾式很相似，雕凿一只凤凰作为坐头，通常是

“金印式”或“朝笏式”，坐头两边采用小青

瓦进行装饰。不同于马头墙的是，凤头墙通常

为一阶或二阶，极少数为三阶，并没有四阶或

者五阶。在色彩方面凤头墙要比马头墙丰富一

些，采用了荆楚传统彩绘进行描绘，更具荆楚

特色。

在本例中改造增加了凤头墙的元素，建筑

进深有 16m，而建筑与建筑之间距仅有 0.5m，

考虑到通风透光没有保留传统的山墙，而是将

凤凰雕塑改至屋顶作为装饰。

（3）砖木结构：建筑本身为钢筋混凝土

结构，改造时在漏窗天斗等部位采用了砖木结

构，便于分隔空间，自重轻，并且施工工艺简

单，材料也比较简单。另外砖木结构是荆楚民

居最常用的结构，取材自然体现了与自然的联

系。

（4）设计走马廊：居民原本将衣物晾晒

在路边，在改造中设计走马廊便于居民晾晒衣

物，也是对荆楚古民居元素的一种还原，同时

可以利用有限的空间做垂直绿化。

（5）天斗和漏窗：是古建筑内部为了透

光由天井演变而来的。民居南面背光，居民原

本自己搭有矮棚乘凉休息，在此结合天斗进行

改造成为天斗篷。将建筑原本的窗户还原到具

有荆楚特色的回字纹漏窗。

（6）设计六合门：第一排建筑为商铺，

采用传统的六合门，既不影响使用也为商业街

增添了一份历史感。

（7）色彩设计：在建筑的色彩设计中，

以荆楚古民居的色彩和道家的色彩元素--红

色为主色调。

4. 结语

近年来旧城改造越来越普遍，很多民居环

境在改造之后便和从前天差地别，不复从前的

历经岁月的记忆，而是成为了一个崭新的让人

们自身都感觉陌生的环境，很多外出的游子回

到家乡也不再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从而对家

乡就只剩下了怀念。因此在本例中提出“以旧

创新，以新怀旧”，在道家“自然无为”的思

想下，顺应居民原本的生活方式融入现代化的

元素加以改造，打造成既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

式保留地方特色又适宜人们生活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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