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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of Architectural Element of Shanghai Village Vernacular 
Dwellings and Rural Landscape: Thinking Based on Architectural Element Study on 
Vernacular Dwellings in Jiangnan Water Regions of Shanghai

谢  屾    XIE Shen

为探寻上海江南水乡文化来源，调查提炼上海乡村建筑元素和符号，上海市开展《上海江南水乡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工作，通过调研、文献研读和分析，以风貌元素提炼研究为载体，对行政建置沿革、自然地形地貌要素和水系交通条件等多

方面文脉因素追溯叠合分析，探索并总结出上海江南水乡的文化来源，并创新建立4个文化圈的基础认知框架。探索性分析

乡村风貌的两方面价值，即可视性价值和可读性价值，进一步总结未来上海乡村地区风貌提升的路径和目标。

In order to not only find the culture origination of Shanghai Jiangnan water region, but also understand architecture elements on 

vernacular dwellings of Shanghai,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reau started the work of Architectural Element 

Study on Vernacular Dwellings in Jiangnan Waster Regions, Shanghai. Through survey and analysis, the results bring forward a 

conclusion of Shanghai’s culture origination, and establish a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frame of Four Culture Circle. 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wo aspects of village landscape: visual value and comprehensible value, and furthermore, summarizes the way to promote 

Shanghai’s rural landscape.

0　引言

上海要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补

齐郊区城乡融合发展这块短板，并做好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乡村振兴是

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必须系统梳理乡村的历

史和文化财富，改变思维定势，重新审视乡村

地区价值。《上海江南水乡建筑元素普查和提

炼研究》（以下简称“《元素提炼》”）的初始目

的是为上海乡村系统性规划设计找到理论支

撑和指导，试图通过符号总结和提炼为下一步

上海乡村建筑元素和风貌再认知
——基于《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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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乡村风貌提供指引。美国

建筑理论家Keneth Frampton在其成名论著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中明确指出建

筑终究不仅仅是关于风格的问题，其在后续出

版的《建构文化研究》一书中也明确论述了

建筑之于人类学、符号学等文化和社会学意义

的关系；相应地，当《元素提炼》的目标指向

处于逐渐清晰过程中的某些符号结论（可视

性价值）时，也必然指向符号背后的建造、社

会和文化特征（可读性价值）。通过对《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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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主要内容和成效进行回顾，本文将从可

视性和可读性两方面总结、思考，对上海乡村

建筑元素和风貌的价值进行再认知，最后从规

划和土地行业管理角度提出若干目标路径和

愿景。

1　《元素提炼》主要内容与结论

1.1　研究背景和缘起

上海乡村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相对于江浙

地区乡村较缺乏。乡村发展和管理又长期处于

“灯下黑”的状态，虽是“十里洋场、百年魔都”

的腹地，但乡村风貌缺乏特色、建筑品质和质

量现状堪忧。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市委市政

府提出要对上海郊区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村建

筑特色和文化开展研究，调查和提炼出上海自

己的乡村建筑元素和符号，从而指导本市乡村

振兴过程中的郊区建筑风貌保护和重塑，最终

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乡村建筑风貌。所以，《元

素提炼》既是应对乡村风貌重塑的制度性建

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探寻上海江南水乡文化

来源、重塑“上海文化”的一次重要实践。

1.2　研究技术路径

通过“地毯式”调研和认真寻根溯源，以

a）    秦汉时期 b）   唐代 c）    宋代

d）    元代 e）    明代 f）    清代 
图1    上海现行政区范围与历史成陆底图叠合分析图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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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变化；二是自然地形地貌要素分析，包括总

结平原地势特征，分析古海岸线“冈身线”（嘉

定外岗—嘉定南翔—闵行马桥—奉贤柘林—

金山漕泾）、长江等自然要素对全境生产和生

活的影响；三是水系交通条件分析，阐述太湖

与泖淀湖荡、吴淞江、黄浦江等水系对文化传

播的影响（图1-图3）。

通过上述几方面文脉因素追溯叠合分析，

建立本次《元素提炼》的基础认知框架，即4

个文化圈[1]。

（1）“冈身松江文化圈”，以松江区、青浦区

及金山区、闵行区浦西部分为主，在建置上与

松江府关系紧密，其地理环境、物产经济与太

湖流域的水乡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文化上

主要体现松江（华亭）地区本土文化的积淀。

（2）“淞北平江文化圈”，主要以吴淞江以

北的嘉定区、宝山区为主，历史上曾归属苏州

平江府的辖制，其水系条件并不十分优越，经

济上以棉花种植、纺织为主，处于姑苏文化的

边缘地区。

（3）“沿海新兴文化圈”，处于黄浦江以东、

以南区域，主要包括浦东新区、奉贤区及金山

区的部分区域，属海岸线逐步淤积外拓地区，

历史上以盐业、渔业为主。近代以来因航运商

贸经济发展，接受外来文化的辐射较多。

（4）“沙岛文化圈”，以崇明区为主，为典型

的沙洲岛屿地貌。在历史上，其北部区域受北方

文化影响较多，南部区域受江南文化辐射较多。

1.4　文化圈脉络下的民居特征和元素提炼

按照文化圈脉络对民居特征开展小结，并

将不同建筑年代和特征落实表达在空间上，在

图2    上海地区海岸线变迁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图3    文化圈认知框架构建分析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冈身松江文化圈典型民居特征（四落厍屋面）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图5    淞北平江文化圈典型民居特征（精巧仪门）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图7   沙岛文化圈典型民居特征（崇明合院）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图6    沿海新兴文化圈典型民居特征（中西融合）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风貌元素提炼研究为载体，探索并总结出上海

江南水乡的文化来源。各郊区普查和研究均遵

循统一技术路径，通过历史地图梳理、镇村肌

理分析、民居普查和重点建筑解析，研读上海

传统建筑诞生的历史版图，提供空间维度、时

间维度的整体背景。

1.3　上海传统建筑文脉追溯

上海传统建筑文脉追溯主要包含3方面内

容：一是行政建置沿革，梳理出历史上上海全

境从隶属会稽郡、平江府到松江府等的行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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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江南水乡民居特征基础上，总结得出“内

溯太湖、外联江海”的独特脉络。

冈身松江文化圈有一定的苏浙融合建筑

风格，适应经济的独特乡土民居宅院较多；淞

北平江文化圈的建筑受苏式园林建筑艺术影

响，且较有士绅宅院的特点；沿海新兴文化圈

形成年代较晚，杂糅各地建筑元素较为突出；

沙岛文化圈的建筑在地理环境和生产文化影

响下呈现一定差异（图4-图7）。

在传统建筑元素提炼方面，共包括5个层

面12大建筑元素。一是空间肌理，包括枕水而

居、错落有致、院宅相生、紧凑实用；二是色彩

材质，包括粉墙黛瓦、质朴天然；三是屋面立

面，包括虚实相间、延绵缓起；四是构造工法，

包括抬梁穿斗、肥梁瘦柱；五是匠作装饰，包括

古韵仪门、雅致雕镂。

2　上海乡村风貌作为“问题”的再认知

2.1　被“忽视”的乡村风貌

《元素提炼》工作是为应对上海乡村风

貌问题而起。但是实际上，上海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内并不认为乡村存在风貌问题，原因

主要有：

（1）乡村对于文化缘起认知的弱关联性。

大多数关于上海的纪录片会把时间标尺定在

1843年开埠，并尽力演绎上海近现代的历史和

文化。朱家角的古镇小桥流水风貌则作为乡村

风貌的典型代表，昭示着上海之于江南文化的

特征。

（2）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上海对于乡

村居民建房的风貌缺乏引导。一方面，居民以

追求“舒适”“方便”为主，对住房的风貌关心

不多且认知有限；另一方面，由于上海城市化

进程迅猛，相当一部分乡村居民希望以动迁的

方式，改善生活条件，因此往往忽略了对自住

房风貌品质的保护和提升。

基于上述原因，乡村风貌始终处于被“忽

视”的状态，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被社会所

认识。

2.2　成为“问题”的乡村风貌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觉醒和

消费能力的提高，上海市民对青山绿水和乡

村休闲旅游的需求愈发强烈。然而相较于江

苏、浙江两省的青山绿水实践和美丽乡村建

设，上海郊区生态环境短板凸显，乡村建筑

质量和郊野地区风貌问题也到了无法回避的

地步。

同时，上海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打响“四大品牌”，也需要重拾并挖掘上海

本土的乡村传统文化。但由于近年来的“忽

视”，风貌管控和引导不力，导致农村住宅翻

建随意、景观破坏严重。许多拥有鲜明上海

地方特色的古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西方

建筑元素符号和式样相互拼贴；同一村庄的

建筑也各不相同、争奇斗艳，整体乡村建筑

风貌杂糅、拼贴，传统乡村肌理和风貌被严

重破坏，乡土风貌和传统文化亟需抢救性保

护和引导（图8-图9）。

3　《元素提炼》与上海乡村风貌再认识

随着研究的深入，团队通过挖掘历史文献

（汉代以来的古代地图、地方志、近代民国时期

地图、1948/1966年遥感影像图和现代卫星影

像图），发现了大量并不为人熟知的上海地域

文化历史和乡村风貌特征，在上海乡村历史记

忆如此稀少的当下，显得尤为珍贵。这也促进

了笔者对上海乡村风貌再认知和再反思：风貌

的价值不应仅体现在“可视性”上，也应体现

在“可读性”层面上。

3.1　风貌的可视性价值再认知

可视性价值，即风格问题，属实践范畴，主

要体现在挖掘、总结并提炼出一些上海乡村

的符号特征和建筑元素，让人们容易辨识并

记住上海乡村风貌。同时，也便于实践者们更

好地找到改善上海乡村风貌的实践方向。这

方面的工作在上海历史风貌保护中已经做过

很多：如对石库门的元素提炼、对里弄空间的

肌理尺度研究、对建筑构件的构造形式的归

类分析等，构成丰富的上海近现代建筑可视

性价值，促进历史建筑的保护，也促使城市建

筑的设计提升。

可视性价值在现代性消费社会中尤为重

要，因为可以通过网络等各种媒体成倍数级

放大消费价值，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观看、体验

和消费，通过风貌吸引人回到乡村空间中去

体验和消费。这也是实施乡村振兴、实现乡村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3.2　风貌的可读性价值再认知

可读性价值，即历史问题，属认识范畴，主

要体现在正确理解上海乡村肌理和风貌形成的

原因，包括经济、地理、文化变迁、材料和建造方

式的关系，让风貌问题成为历史和文化问题。

3.2.1    建构理论延展

Keneth Frampton在《建构文化研究》一

书中论述道：“建筑首先是一种建造……与美

术作品不同，建造不仅是一种再现，而且也是

一种日常生活的体验……建筑是具有物性的

物体，而不是符号……建造不属于任何特定

的风格，但是它必然要与地点和类型发生关

系。”[2]

图8    金山区朱泾镇待泾村蒋泾组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图9    奉贤区青村镇姚家村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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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理论深深扎根于文化人类学思想，冈

特•尼契克（Gunter Nitschke）曾经就日本的

“编织行为”进行深入分析：“编织和捆扎是日

本文化中每年一度的开耕仪式的基本元素，至

今还保留在日本各地……‘神明绳’，这些原

始的建构元素对日本宗教建筑和居住建筑的

发展演变都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影响日本建

筑活动尺度模数至今的‘榻榻米’（Tatami），

正是基于编织而生（图10）。”日本正是通过

与古代一致的建造动作，使得空间与地域文化

产生关联。

3.2.2    元素提炼工作中的印证和再认知

对于建构理论的论述是在强化元素提炼

工作过程中收获的理论抽象化总结，当我们不

断地从建造的角度去理解乡村民居，发现了越

来越多的“乡土文化”。这也与费孝通先生在

《乡土中国》中的结果不谋而合，越来越多的

可读性价值得到积累。

（1）宝山、嘉定挞门。乡村大屋大门为

双扇木板门，设置挞门，于大门及侧门处，其

内再装门，其上部留空，以木条镶配花纹，下

部为夹堂及裙板，隔以横头斜，门下半段常固

定，上半段可上翻如半窗，用以采光通风（图

11）。岗身线以东地区不适合种植水稻，但适

合种植棉花，所以嘉定区部分区域和宝山区

乡村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家庭为核心的纺织加

工业的手工业生产习惯这种设置既方便搬运

机器、物资、通风，也满足了前店后坊的工作

生活模式。

（2）闵行“绞圈”房子。原是一个木工

术语，指木匠采用45°倒角拼接的方法将矩

形的四边接成一圈，“绞圈”房子的屋顶连成

一体且呈45°斜交（即屋顶绞圈），其结构体

系是一个相互联结的整体（图12-图13）。闵

行区的乡村经济有别于其他区域，体现在：具

有财力雄厚的大家族集体生活的大院民居产

物。“绞圈”房子是家族聚居、相互守望又相

互独立的居住方式的一个缩影，但其古朴、规

矩的样式依然可以体现古代上海乡村地区强

调朴素实用的特色。这也依然是当今上海人

图10    日本编织行为与建造图解  
资料来源：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

图12    绞圈房子建造图解示意（排架—成组—围合）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嘉定、宝山地区乡村民居中的挞门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13    浦东三林地区绞圈房子实例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民的生活行为特征。

（3）浦东新区的“杂糅”民居风格。浦

东新区具有相当多的民居样式，杂糅了不同

的样式风格，有苏浙风格混杂中国其他地区

的风格元素，更有中式建筑夹杂外国古典建

筑元素（图14-图15）。这其实折射出上海作

为最早开埠通商的城市，对乡村人民生活亦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有相当多的川沙工

匠在上海租界区域做工，待其回到乡村老家

后，将学到的建造式样和技术应用到自家或

者乡村建筑的设计建造过程中，恰恰形成了

独具一格的浦东地区沿海新兴文化圈特征。

3.3　小结

类似上述的案例研究发现，在元素提炼过

程中不断闪光，给予调查研究团队和笔者更多

自信。正是基于这些可读性价值的发现和将来

理论体系的建立，才可以让社会认识到，上海

乡村地区民居和传统建筑依然具有极其重要

的研究价值，上海乡村地区作为上海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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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高桥地区民居      
资料来源：《上海江南水乡传统建筑元素普查和提炼研究》。  

图15    浦东大团镇王宅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图16    杭州东梓关村民居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依然是上海文化乃至现代城市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

4　上海乡村风貌品质的提升路径

在对问题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依然要回到解决问题的实践层面。即在明确可

视性和可读性价值后该如何设定目标和路径，

不断提升风貌品质，并在未来让上海乡村风貌

可以在上述两个方面具有更多价值，进而让上

海乡村成为令人心生向往的城乡空间。

4.1　风貌提升的目标

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传统的江南意象，现

代的生活方式和需求造成了传统的江南水乡

是回不去的现实，但我们仍需要结合现代生活

方式、现代建造方式和现代审美需求，重新优

化可视与可读价值，进而提升乡村风貌。

4.1.1    可视性价值优化

虽然《元素提炼》着眼于乡村民居，但是

需要认识到，乡村郊野地区的风貌还包含更多

的元素：生态、聚落格局肌理、公共环境等，优

化重塑过程须将视野放大至更广阔的区域。

（1）生态重塑。乡村地区的风貌问题首先

是郊野地区的生态景观问题。应尊重自然、保

护自然、顺应自然，在深入实施保育修复、挖掘

“山、水、林、田、湖”等富有特色的自然要素的

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类自然要素的规模、形态

及生态效应进行拓展和有机组合，构筑大都市

郊区宽广的生态基地，凸显上海郊野的原生态

自然风貌和原乡土景观特色[3]4。

（2）聚落格局。应努力延续和强化不同区

域村落与水系相互依托的特色肌理格局、“村

在田中、田在村中”的错落格局。保留街巷与

河道的关系，延续历史形成的街坊与道路走

向。以人为本，通过密、窄、弯的设计导向，延续

塑造小尺度街巷。

（3）公共环境。村内河道应疏通整治、打

通断头河浜，避免截弯取直。保持滨水和街巷

界面的建筑与公共空间的连续性和体验性，主

街通达的同时严控村内街巷宽度。合理布置停

车场，兼顾功能性与景观性。做好乡村微空间

的改造设计，如路面铺装材质、植物树种选取

等细节[3]71。

（4）乡村建筑。在《元素提炼》的结论基

础上，从视觉元素引导着手，建成既体现传统

意向又满足现代功能与审美需求的上海乡村

民居。注重新老建筑的风格协调、色彩淡雅，以

及布局错落，注重院宅相依，设置灵活多样的

院落边界。

4.1.2    可读性价值优化

一方面体现在对历史的进一步挖掘，不断

寻找并保存好乡村风貌背后的“故事”，让风

貌具有更鲜活和厚重的意义；另一方面体现

在乡村更新、建造和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强化

人的参与。这个“人”既包括村民也包括地

方政府、建造设计师、市民消费者等多元主

体。只有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一同参与村庄

发展过程，才能产生持续发展的动力，沉淀

下更多的“故事”，如杭州东梓关村在谋划、

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的过程中，始终努力调

和设计师、农民、村委会、政府等各方诉求，

最终形成了具有示范性价值的新风貌村落

（图16）。

4.2　风貌提升路径的若干要点

（1）明确对象。结合上海实际，乡村地区

的风貌提升不能“面上撒芝麻”，而应聚焦在

保留（保护）村和新建农民集中归并点上。

目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会同相关区、

镇政府，集中力量完成了全市村庄布局规划，

明确划定撤并村、保留（保护）村、新建的农

村集中归并点用地范围和布局，为下一步全

市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具体工作打下规

划基础，明确各类建设和更新的重点对象。

（2）发挥好乡村规划师（设计师）的智

慧支撑。乡村规划管理建设涉及面广，参与主

体、建设流程等较城市管理现状而言更具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各方都需要

有专业、有责任心、有热情的乡村规划师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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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团队来参与协调，发挥纽带的作用。乡

村规划师（设计师）并不是针对单个乡村规

划或设计项目，而应通过建章立制，明确工

作定位和角色，全方位参与各类乡村的建设

项目谋划、设计，与村民、基层管理者、市场

资本以及市区级管理政府做好协调与规则再

造。浦东新区、松江区和崇明区等区下辖的

镇政府均已组织开展大师下乡领衔的设计实

践活动。

（3）优化村民参与和乡村社会治理方

式。需要以社会组织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各

方力量衔接的纽带，作为村民参与乡村发展

的重要平台，发动村民持续参与自身家园的

建设和维护。

（4）分阶段实施推进。乡村的形成有时

间积累印记和自身成因，虽然有些乡村的风

貌特色不突出，但也不能因为运动式的改造

和提升破坏其传统肌理和风貌景观，而应循

序渐进、分阶段地实施。以松江区泖港镇黄桥

村为例，通过规划设计，2018年先期明确其

为全市首个“江南田园”试点示范，通过明

确一系列实施项目和工程，逐步重塑村庄：先

行通过村庄规划修编，启动一期64户村民的

集中居住项目建设；随后于2019年初增补泖

港镇的土地整治项目，促进黄桥村的土地整

治实施；2019年中旬，在一期设计卓有成效

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二期集中居住项目设计，

扩大增加村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并探索增加建

设“乡村公寓”；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

市的方式，为集体经济组织建立造血机制，逐

步促进建立黄桥村的复兴。

5　展望

乡村风貌问题的讨论从来不是单纯地讨

论形式问题，而是其背后更为广泛的机制、

体制和社会治理重构问题。通过路径构建、

智慧下乡，不断摸索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希

望最终能实现上海乡村地区的风貌回归。深

入挖掘上海郊区乡村地区的江南水乡文化价

值和基因，努力建设立足上海乡村实际、具

有时代特征和现代生活元素，传承江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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