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爨底下村 

 

看看 

我这二到家的房号。
也许兰卡人认为这是

个吉祥号码。 

爨底下村鸟瞰图 



爨 
        兴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架火烧，
大火烧林烧的兴，岂不很热？ 
 

     爨底下村全部姓韩（谐音寒）正好互补 



爨底下村 

 2003年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至今保存着较好的传统风貌； 

 全村现有人口29户，93人。院落74个，房屋689间，大部分为
清后期所建（少量建于民国时期）的四合院、三合院； 

 全村依山就势，高低错落。以村后龙头为圆心，南北为轴线呈
扇面形展于两侧； 

  村上、村下被一条长200米，最高处20米的弧形大墙分开，村
前又被一条长170米的弓形墙围绕；三条通道贯穿上下，而更
具防洪、防匪之功能。 



爨底下村整体格局 



古村溯源 

√  相传始于明永乐年间（1404-1424），由山西洪洞县迁移至此，为韩氏家族聚居地。 

√  地处京西要道（古驿站）、人才辈出文化积淀深厚、具有和谐的宗族与群体关系。 

        



村落环境： 
 

1、选址优越 

      大环境：位居北京西郊由东向西的峡峪中，具有“紫气东来、心向

京城”的古地格局。 

      小环境：负阴抱阳、藏风聚气 
 

        



2、依山就势   
       

        坐北朝南的中轴线，70余座精巧的民居呈放射形沿山而布，
形如“葫芦”。 



3、空间多变 
 

      村落空间创造追求居住、生产、交往

等活动空间与自然空间的结合，依山就势
灵活变化。 
 

    线型：古道驿站商街 

    点式：关帝庙、灯场、戏台、四合院 

    面型：梯田 

 



山地四合院： 
 

1、巧用空间、小巧玲珑  

      与北京地区农村民居的传统格局不同，爨底下村采用四合院民居

（少数三合院），但受地形和经济条件所限，规模较小。 

       垂直等高线布置：正房升高，两侧厢房与倒座同高，错层布置 

       平行等高线布置：院落扁平呈横向发展。 
 

        



        随地形变化分层布置的合院，有利于采光和通风，且

屋脊纵横交错，构成了立体的山地景观。 



2、崇宗伦理、模式严谨 

合院位置、规格、装修标准均以家族长幼等级之序而定。 

         

        

  长者居高 

 

  以“间”为平面组合的基本单元：

正房三间、倒座三间、厢房各两间 



        爨底下村房顶多为双坡硬山顶清水脊，

起蝎子尾； 

3、装饰精美、寓意深刻 



注重装饰，门墩、墙角、墀头、门罩、窗棂等都有雕刻。 

3、装饰精美、寓意深刻 

五福临门 



      典型实例：广亮院 
 
      位于全村最高的中轴线上，为本村族长的居住院。北高南低，高差约6

米。南北两进，东西由三个相对独立的院落构成同族兄弟同居的大四合院。 

正房五间   



      其他主要景点： 
 

 

1、村南娘娘庙 
 
      所在的山坡是鸟瞰爨底下的制高点，登上山坡，鳞次栉比的房檐就在我
们眼前展开。 
 

2、古驿道客栈 
 

3、后村的长廊+福庆堂 
 

      后村地势更高，沿着这条长廊走，会感觉身边的世界立刻变得立体了。

从福庆堂可以俯瞰前村，层次分明的四合院屋脊布局相当壮观。 



潭柘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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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柘寺的位置 
 



潭柘寺 

 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有“先有潭
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但目前的建筑多为仿清代的； 

 寺院几经更名，康熙皇帝赐名“岫云寺”，但因寺后有龙潭，
山上有柘树，故民间称为“潭柘寺”； 

 寺院坐北朝南，依山就势。背倚宝珠峰，周围有九座高大的山
峰呈马蹄形环护； 

 潭柘寺规模宏大，寺内占地2.5公顷，寺外占地11.2公顷，还有
森林和山场。共有房舍943见，其中古建殿堂638见，建筑保持

着明清时期的风貌。 

 寺院建筑群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建筑的美学原则，以一条中轴线
贯穿其中，使整个建筑群更显规整。有殿、堂、阁、斋、轩、
亭、楼、坛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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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布局 
 

1、主要建筑可分为中、东、西三路 

 

      明清以来汉地寺庙大多沿中轴线组织

空间，依次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本寺

主供菩萨殿-法堂-藏经楼，形成一条南北

纵深的轴线。 

  

 

 



潭柘寺的中路 

山门：正中的汉白玉雕龙横匾，上书“敕建岫云禅 寺”六个楷体

金字，为清代康熙皇帝御笔亲题。 
 

门前是怀远桥 



天王殿 

天王殿内供弥勒像，背面供韦驮像，两侧塑高约3米的四大天王神像 

天王殿前有一口大铜锅，是和尚们炒菜所用。是潭柘二宝之一 



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坐落于7尺高的月台上，面阔五间，重檐庑殿顶，黄琉璃瓦绿剪边。 



      正脊两端各有一个琉璃鸱吻，置于屋
脊，可镇免火灾。是元代遗物。 
 

     在鸱吻的两侧，各系有一条金光闪闪

的锁链，名叫“镀金剑光吻带”，是康熙
皇帝的御赐之物。 
 

 

夕阳映照下的康提湖红叶 



       大雄宝殿后有分别有两株娑罗树和两株银杏树 

 

       银杏树是潭柘寺著名古树，东侧称帝王树，西侧称配王树，

但都是雄性的。 



大雄宝殿是寺中最精美、最庞大的建筑 

福海珠轮是乾隆皇帝御笔 



毗卢阁 

中轴线的终点，也是藏经楼。面阔五间，重檐庑殿顶，正脊的砖雕非常精美，

正脊两端的鸱吻也很有寓意，凤在上龙在下。 

阁前还有百事如意树和二乔玉兰树，均为潭柘寺的名树 



潭柘寺的东路 

       由庭院式建筑组成，幽静雅致、碧瓦朱栏、流泉淙淙、修竹丛
生，颇有江南园林的意境。 
 



流杯亭 

东线上最有特色的景致， 

取自曲水流觞的典故。 

猗轩亭，单檐四角攒尖顶 

汉白玉地面，南龙北虎的图案 

流杯亭水口 



金刚延寿塔 

塔中所藏的不是僧人的舍利，而是皇太后的生辰八字和

佛经，意在借助佛的力量，为皇太后祈福和延寿。 



潭柘寺的西路 

       大多是寺院式殿堂，戒坛、观音殿、龙王殿层层排列，瑰丽堂皇。 
 

观音殿乾隆手书莲界慈航 

龙王殿前廊上的石鱼，为潭柘寺二宝之一 



     远看似铜，近看是石，是一块含铜量很高的大块陨石雕制而成。 

 

敲击可发五声，抚摸可驱病。 



       潭柘寺的建筑格局，既包括

中国传统寺庙的阴阳宇宙观和崇

尚对称、有序、稳定的审美心态，
又与自然结合依景而建。 
 

      形成了庄重典雅的庙堂气氛
与自然情趣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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