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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传统骑楼区域分异特征研究 *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Arcades in Hainan Island

林先宏  高勇  杨定海＊

LIN Xian-hong，GAO Yong，YANG Ding-hai＊

自海口骑楼老街于2009年荣获首批“中国历史文化

名街”的称号以来，海南岛骑楼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

关注。相关研究主要围绕街区文化背景、街区规划、建

筑形态装饰、保护及开发等方面开展，多以海口骑楼及

少量文昌铺前镇骑楼为对象，关注骑楼的共性 [1]。然而，

骑楼作为海南岛地域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之一，在岛内

不同地域均有分布，受地域环境和人文背景差异的影响，

呈现不同形态和文化特征，却鲜有研究探析不同地域间

骑楼的差异及其变异的原因。因此，本文通过对比海南

岛（不包含西沙、南沙和中沙群岛等地）不同地域骑楼

的特点以及构成要素，探讨分析其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

挖掘和拓展海南岛骑楼的潜在文化，探析不同地域以骑

楼形式适应人居环境的文化思想和传统智慧。

1 骑楼分布现状及分异

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及普查式调研，发现海南岛内现

存遗址或有明确记载却已损毁的传统骑楼街区有17处 [2]，

对其分别进行现状量化统计，统计内容包括街道内传统

骑楼的现存数量及其在现有建筑中的占比，并梳理其

发展时序（表1）。结合海南岛骑楼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

史节点，分析其分布现状的产生主要经历4个阶段：1）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海口辟为通商口岸，海南

岛人民下南洋热潮产生 [2]；2）20世纪初，南洋地区受经

济危机影响，华侨大规模返乡并在港口城镇继续经商，

促使骑楼建筑由海口进入海南；3）1912年在广东政府出

台的《广东省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实施细则》[3]

等政策推动下，骑楼作为一种城市制度推广至海南岛 [4]；

4）20世纪40年代后，在战争以及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的

影响下，骑楼的发展趋于停滞，骑楼被大量拆除，并被

现代民房所取代，其分布现状基本形成。

基于上述分析，海南岛骑楼的分布发展过程可概括

为：最先兴起于海口，随后传播至文昌铺前镇、三亚崖

城镇、儋州中和镇，并由此三地向周边地区辐射，最终

形成以北部海口作为文化中心，以铺前镇、崖城镇、中

和镇为核心分别带动东部、南部、西北部3个文化亚区发

展的分布格局。其中东部亚区包括文昌市、琼海市，南

部亚区包括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东方市，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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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of distribution statu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opography, 
transportation, population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central regions of Hainan Island, the arcades on the island show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coastal distribution, not se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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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and smaller on the contrary", have developed as a result 
of the dispariti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arious 
locations. In terms of decorative style, the arcade in Hainan Island as 
a whole is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ly extern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coexistence, distinctive in places", impacted by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the arc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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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区包括儋州市、澄迈县、临高县（表1）。
基于分布现状对比各街道规模及功能，发现存在以

下分异特点：1）骑楼优先兴起于政治经济水平较高的地

区，且水平越高，街道规模越大；2）传播路径为由政治

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辐射水平较低的地区；3）在传播过

程中，骑楼的建设由政府政策推动转变为民间自发，其

由商业功能为主转变为居住功能为主；4）政治、经济水

平较高的地区有利于骑楼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5）骑楼

主要分布于汉族人口聚居地，少数民族聚居地基本未见；

6）骑楼主要分布于沿海平原地区 [5]、河流末端的优良水

陆交通交界处，中部山地基本未见。

因此，政治、经济、交通、人口民族构成是海南岛

骑楼现状分异的直接影响因素。

2 骑楼形制尺度及分异

2.1 骑楼的形制及尺度
骑楼形制主要体现为开间形式及楼层数量。开间形

式主要分为单开间、双开间及多开间。单开间骑楼在民

国初年开始发展，已经具备传统骑楼建筑的基本结构

特征，一层由第一进向内通常划分为 4个结构，分别是

表1 海南岛骑楼资源现状汇总

分区 市县 街道地点 兴起时间
现存数
量 / 幢

街道占
比 /%

北部 海口 海口骑楼老街

博爱路

1849年

78 33.91

中山路 92 81.42

水巷口街 35 49.30

新华路 58 34.12

新民路 32 29.91

东部

文昌

铺前镇胜利老街 1895年 38 37.25

会文镇白延圩 20世纪20年代 2 ＜5

文城镇文南街 1930年左右 0 0

琼海
嘉积镇新民街 20世纪20年代 0 0

博鳌镇乐城岛 民国年间 0 0

南部

三亚

崖城镇东门老街 1912年 17 15.60

崖城镇临高村古街 民国年间 3 ＜5

保港镇东兴街 民国年间 0 0

乐东 利国镇乐罗村 民国年间 8 ＜5

东方 八所镇北黎村 1932年 5 ＜5

西北
部

儋州

中和镇复兴街 1923年 26 22.41

新州镇新英老街 民国年间 7 ＜5

王五镇中山街 1929年 11 ＜5

南丰镇镇南路 民国年间 3 ＜5

澄迈 金江镇中山东路 20世纪30年代 2 ＜5

临高 新盈镇老街 民国年间 1 ＜5

图1 单开间骑楼示意图  图2 双开间骑楼示意图

廊道、店铺、天井、后院，二层主要作居住或储物之用

（图1）。双开间布局更加紧凑、灵活，划分为大小更加多

变的空间组合，尤其是能划分出更大的商铺空间（图2），
其造价更高，也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体现。多开间

布局无普遍形式，主要作为电影院、戏院、商场、酒店

等大型公共娱乐性建筑，目前仅海口骑楼老街及铺前镇

胜利街留有遗址。

骑楼尺度体现于建筑层高、面宽、廊道高度及宽度

4个方面。为尽可能减少偏差，调研选择对保有完整骑

楼5幢及以上的街区进行测量、统计。

2.2 分异因素
为探究商业经济对骑楼形制、尺度的影响，将街区

内骑楼建筑按功能划分为民居建筑及商业建筑（包含商

住两用建筑），并统计两类建筑数量，商业建筑数量占街

道所有建筑数量的比例即一定程度代表街区商业活力。

为避免骑楼现存数量差距过大造成的幸存者偏差，一方

面选取双开间、多开间、三层及以上骑楼，统计其数量

及占街道内所有建筑数量的比重（表2）；另一方面统计

各区域骑楼建筑高度、面宽及廊道高度、宽度的均值进

行比对（图3）。
通过分析发现，双开间、多开间及高楼层骑楼比重

分区 街道地点

双开间 多开间 三层及以上 商 铺
数 量
占 比
/%

数量
/ 幢

占比
/%

数量
/ 幢

占比
/%

数量
/ 幢

占比
/%

文化
中心

海口骑楼老街 30 4.40 12 1.76 66 9.68 93.05

亚区
核心

铺前镇胜利街 6 5.88 2 1.96 10 9.80 48.04

崖城镇东门街 1 0.92 0 0 0 0 47.71

中和镇复兴街 0 0 0 0 3 2.59 30.77

文化
亚区

新州镇新英街 1 0.71 0 0 0 0 30.00

王五镇中山街 1 0.45 0 0 0 0 0

利国镇乐罗村 0 0 0 0 0 0 0

八所镇北黎村 1 0.56 0 0 0 0 0

表2 海南岛各地骑楼尺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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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播过程中大致呈逐级下降趋势，建筑高度、面宽及

廊道高度、宽度也基本逐级缩小，同时商业建筑在街道

中的比重也逐级降低。

因此，从宏观角度而言，海南岛骑楼早期是作为

“以商为本”的商住两用建筑，经济条件及商业活力发达

的区域对其发展有更突出的推动作用。从微观角度而言，

在经贸状况及商户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骑楼向双开间、

多开间及高楼层形制发展；在尺度方面，其建筑高度和

面宽、廊道高度和宽度趋向于更大体量。

3 骑楼装饰风格及分异

3.1 骑楼的装饰及风格
海南岛传统骑楼立面构造通常都遵循着“三段式”

结构布局：顶部檐墙、中部楼身、底部廊柱 [6]。其中顶

部及中部是海南岛骑楼主要的装饰部位，包含了五大构

件：檐墙、檐口、窗楣、壁柱、腰线。通过普查式调研，

归纳了五大构件常见的风格类型。

3.1.1 檐墙

骑楼的檐墙又称山花墙或花头墙，是指建筑立面高

于屋檐的一面矮墙，位于骑楼临街立面的顶端最突出的

位置，通常由山花、栏杆、栏板及短柱组成，形成统一

或杂糅的风格类型（表3）。
3.1.2 檐口

骑楼檐口指的是骑楼立面中位于檐墙以下，窗楣以

上的部分。因檐口在骑楼立面中的比重较小，风格较少，

在立面中起分隔檐墙及楼身的作用（表4）。
3.1.3 窗楣

窗户是海南岛骑楼立面的主要装饰构件之一。常见

的开窗形式为“三窗四柱”，即在骑楼立面中部并排开设

三扇窗户，通常大小等分。窗楣作为海南岛骑楼窗户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态造型风格多样，富有装饰性，能

突出体现骑楼整体风格（表5）。
3.1.4 柱式

在海南岛骑楼中，柱通常采用附墙柱形式设于窗间

墙部位，承担分隔窗户及装饰点缀等视觉美化作用，并

不具备承重功能。在部分二层具有阳台结构的骑楼中，

柱通常采用券柱形式，在体现美学及装饰功能的同时，

起到对阳台顶板压力的承重作用（表6）。
3.1.5 腰线

腰线即建筑装饰的一种作法，一般指建筑墙面上的

水平横线。在海南岛骑楼中，腰线泛指底部廊柱与中部

楼身之间的过渡部分（表7）。
3.2 分异

通过对海南岛各地骑楼五大装饰构件的风格进行量化

统计、对比分析，探讨、定义4个分区骑楼的风格特点。

3.2.1 北部：多元并存，典雅庄重

    海口是海南岛骑楼的文化中心，而海口骑楼具有发展

最早、规模最大、保持最完善等特点，因此将其作为琼

北骑楼的唯一代表。北部骑楼装饰风格有2个主要特征：

1）具有浓重的西方建筑风格。19世纪中叶，海口是

西方外廊式建筑文化初入海南岛的主要节点 [7]，首先受到

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除腰线构件以外，北部骑楼的檐

墙、檐口、窗楣、柱式大量应用了欧式古典元素，数量

占比均高达70％以上，远高于其他分区骑楼（图4）。
2）各构件的风格类型全面。海口骑楼经历了19世

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近百年的演变，这为其吸纳多元

文化提供基本条件。20世纪初期的南洋华侨返琼热潮推

动了骑楼风格本土化发展。海口骑楼因其强大的适应性，

在西式风格为主的基础上逐渐融入中式传统元素，形成

了风格类型全面的特点（图5）。
综上，北部骑楼装饰受多元文化共同作用，在多元

风格并存的基础上，主要呈现出欧式典雅庄重的风格。

3.2.2 东部：南洋风情，高挑俊秀

文昌铺前镇位于海南岛东部，作为骑楼文化亚区核

心，其胜利老街是海南岛现存第二大骑楼街区。因为文

昌市的文城镇、会文镇，以及琼海市的嘉积镇、乐城岛

等地几乎没有可参考的现存传统骑楼，所以将胜利街骑

楼作为东部骑楼装饰风格分析的主要对象。

文昌作为海南岛第一大侨乡，近代以来与南洋保持

着密切的人口与文化交流，南洋建筑文化及风格也随华

侨传入，并在骑楼装饰风格上有明显体现。“风洞”设

计作为南洋建筑的特征之一，早期在东南亚被用于减少

台风风压对建筑的损害，后被广泛应用于海南东部骑楼

檐墙。

统计得到风洞式檐墙在东部骑楼中占有极高比重，

是最突出的表现特征，而北部及南部有少量应用，西北

部则几乎不曾出现（图 6）。此外，东部骑楼建筑高度、

层高、面宽较大，壁柱、栏杆、廊柱等构件造型纤细、

尺寸较小。墙体以暖白色调为主，纹案装饰细腻而不繁

琐，呈现出高挑清秀的风格（图7）。
 3.2.3 南部：宗教色彩，敦实厚重

南部亚区相对于其他分区较为特殊，其中乐东县是

海南岛唯一有骑楼分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而三亚市是

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骑楼城市。20世纪初，骑楼商业街
图3 骑楼尺度与商业活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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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分类 特征          示意图       实例照片

欧式

山花式
中部多设矩形、圆弧等几何形
或异形山花，并搭配欧式浮雕，
左右两侧可搭配栏板或栏杆

瓶式栏杆
俗称西洋瓶式栏杆，表面通常
饰以白漆或青色釉面，可在中
部搭配山花

南洋风洞式

由欧式山花结合南洋文化发展
而来，设有一个或多个镂空风
洞，以应对东南亚强风气候，
减少建筑承受风压

中式

栏板式
常以矩形为主，以传统动植物、
器物、符纹等装饰 

预制板式
以镂空水泥预制板工艺而成，
常以花鸟、器物等中式传统纹
案装饰

牌匾式
表面饰以灰塑字体搭配而成，
常以店铺商号、标语为主题

表3 檐墙风格

风格分类 特征       示意图    实例照片

欧式 叠涩线脚式
最常见的檐口形式，采用整体
呈直线的叠涩线脚简单装饰檐
口，典型的欧式风格

中式

出檐式
常用于大体量骑楼，檐口出挑，
底部或有托臂或装饰

砖砌式
通常采用卍字纹、回纹等传统
纹案的砖体顺檐口走线铺设

栏板式
造型通常为矩形栏板并饰以简
单矩形线条，或作为牌匾使用

表4 檐口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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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分类 特征       示意图 实例照片

欧式

古典式拱券
欧洲古典式拱券是海南岛骑楼最常用
的窗楣形式，各个发展时期的骑楼均
有应用

伊斯兰式拱券
带有明显宗教色彩，常用于海南宗教
氛围浓重的地区

希腊式尖券
西方常见的券式之一，在海南岛骑楼
中相对较少，且留存案例不多

哥特式拱券
典型的欧式拱券，海南岛骑楼中应用
较少，常见于装饰相对繁琐、精细的
骑楼建筑

半拱券式 古典式拱券发展而来，造型相似

中式 无拱券式
常见于发展末期或现代修建的骑楼建
筑，缺乏精美装饰，强调简单实用

表5 窗楣风格

风格分类 特征  示意图 实例照片

欧
式

多立克式
古典三大柱式之一，柱身
雕有槽纹，柱头、柱础为
叠涩线脚装饰的圆台

柯林斯式
古典三大柱式之一，柱身
雕有槽纹，柱头以毛莨叶
花束为装饰

中
式

圆柱

柱身平滑或雕有传统回纹
或中国结样式纹案，柱础
常设有我国传统柱式结构

“覆盆”

方柱

骑楼发展中后期本土化后
的变体形式，多为四边或
六边形柱，表面光洁或有
中式纹案

异形柱
应用相对较少，柱身通常
为中式传统宝剑状、竹筒
状等

表6 柱式风格

在三亚兴起 [2]。伊斯兰文化作为南

部亚区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对骑

楼装饰风格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窗楣的风格应用。

南部骑楼窗楣除了常见的伊斯

兰式尖券，还出现了南部亚区独有

的二段尖券式、三叶式等多种伊斯

兰式变体风格（图 8），且伊斯兰式

风格的应用比例相对于其他分区明

显增加（图9）。与东部亚区相反，南

部骑楼建筑体量相对较小，但是构

件粗壮厚实，墙体多采用伊斯兰建

筑常用的米黄色调。因此，南部骑楼

整体风貌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式宗教

色彩，建筑有敦实厚重之感。

3.2.4 西北部：专注传统，细致精美

西北亚区中儋州的人文沉淀来

自于汉、宋两代的两次移民活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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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分类 特征   实例照片

欧
式

栏杆式
以西洋瓶式栏杆为主，
在阳台式骑楼中通常作
为阳台临街面扶手使用

中
式

栏板式

海南岛骑楼最常见的腰
线形式，采用草筋灰抹
面搭配简单线条，或采
用灰塑工艺饰以不同风
格的立体浮雕

牌匾式

栏板式腰线的变体，用
于商铺题写商号牌匾，
类似现代招牌，意图招
揽生意，或用于题写宣
传标语

预制板

主要出现于骑楼发展末
期，运用了三四十年代
流行的水泥预制板工
艺，题材以传统器物、
花鸟瑞兽为主

表7  腰线风格

图4 各分区骑楼构件西式风格应用比例

图5 各分区骑楼构件风格类型数量

规模的汉族人口以及强势的中原文化进入海南岛，占据

了琼北地区等条件相对优越的沿海平原地区，而本土黎

苗文化相对薄弱保守，受到挤压退居至中部以南丘陵地

带，最终形成“外汉内黎”的圈层式格局 [8]。作为文化输

入口之一的儋州以及周边地区受到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

形成了2个风格特点：

1）装饰风格更富有层次，细节刻画繁复精美。西北

亚区骑楼大量应用了其他分区极少见的多层复合式檐墙，

相对于其他分区檐墙更富有层次感，更注重精美的细节

装饰（图10）。
2）注重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应用，强调表现本土文

化。西北亚区骑楼在多层复合式檐墙的基础上，几乎全

部应用了民国初年流行的本土装饰工艺，即镂空水泥预

制板（图11）。纹案题材主要有“回纹”“万字符”等中式

传统符文，仙鹤、蝙蝠、牡丹等具有传统意义的飞禽花

草，以及铜币、盘长、如意等传统器物。

4 结论及讨论

外界环境条件对于海南岛骑楼发展的影响是多层次

的、区块化的、具有分异性的。海南岛骑楼在发展过程

中体现出3个方面适应性特征：在分布现状方面，呈现出

“沿海分布，中部未见”的整体特征，并存在“建制经济

优良者盛，反之则衰”的分异；在形制尺度方面，“于发

达地区者大，反之则小”；在装饰风格方面，整体表现为

“人文外化，多元并存，因地而异”。

以上特征及分异的产生主要受海南岛自然条件、政

治经济、人文背景等多元因素影响。

图6 各分区风洞式檐墙应用比例

图7 东部骑楼风格

海南岛沿海平原、河流末端的水路交通条件优良，

中部丘陵地区相对闭塞；聚集于沿海的汉族人口崇尚商

贾之风，缩居于中部的黎苗人口重农耕之道。这些明显

的差异结合早期骑楼对商业贸易的功能需求，决定了海

南岛骑楼基本的地理分布格局。

在骑楼的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水平的差异直接导

致了街区的商业活力差异，间接影响了骑楼在不同地区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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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力度和建筑体量，造成了发达地区骑楼高大宏伟，

街区依然兴盛，而欠发达地区骑楼较小，街区或已消失

的现状差异。

装饰风格的差异一是源于海南岛骑楼产生前的传播

阶段，二是源于骑楼在岛内线性、树状的传播路径。海

图9 各分区伊斯兰式窗楣应用比例

图10 西北部骑楼复合式檐墙案例

图11 各分区复合式及预制板式檐墙应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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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南部骑楼伊斯兰式窗楣案例

南岛骑楼是一种起源于欧洲外廊式建筑，后经南洋地区

传播进入海南岛，经本土化后形成的建筑形式。基于这3
个阶段下不同人文背景的影响，最早兴起的海口骑楼在

装饰风格方面糅合了西方、南洋及本土元素，但以西式

风格为主导；后续因为海南岛内传播路径的分支及文脉

的分异，又形成了南洋式、伊斯兰式、传统中式3种不同

风格侧重、性格迥异的文化亚区。

海南岛骑楼作为海南岛地域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之

一，多元特征是其重要标签，不仅体现在其是受多元因

素共同作用而产生，更体现在其因多元因素影响而形成

的区域间多元分异特征。这也证明了海南岛骑楼是一种

包容性、适应性极强的本土特色建筑。在海南岛骑楼衰

退锐减的大环境下，希望本研究能够使广大学者对海南

岛各区域骑楼的发展脉络、文化底蕴、形制形态及装饰

风格等方面更加重视，并有更全面的认识；能够帮助管

理部门在海南岛骑楼后续保护及持续发展中找到切入点，

根据不同分区骑楼的多元分异特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

特色的、多元化的保护及发展措施。

注：图片为作者自绘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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