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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真与内涵——黔东南苗族传统民居建筑地域性剖析

宗广功*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环境设计系 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本文以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落——黔东南西江千户苗寨为研究对象，通过史料查阅与实地调研，梳理西

江苗族传统民居建筑形制、空间布局、材料应用、建筑装饰等方面的原真性特征，并结合本土的自然环境、风土人

情、习俗文化探究西江苗族传统民居建筑的地域性内涵，进一步揭示苗族传统建筑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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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苗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其祖先可以追溯至5000年前居住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蚩尤九黎部

落[1，2]。受部落冲突及后期封建朝廷的压迫，苗族先人在这几千年间前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迁徙，由最初的黄河

流域逐步向西南山区和云贵高原迁徙，少有一部分苗族先人游离至东南亚地区长期定居。苗族独特的建筑形式也随

着迁徙生活分散于我国西南多个地区。时至今日，黔东南苗族民居建筑不仅保留了古代建筑的遗风，其布局与空间

形态还受到当地自然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发生了适应性衍化。建筑最基本的应用便是满足居住功能，而住所作为人们

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苗族民居建筑也印刻着深厚的地域性特征。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于2006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通过对苗族传统建筑的地域性进行分析，能够为苗族传统建筑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理论基础，并有效丰富

我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1 建筑形制

为了躲避战争，苗族先民集聚到了云贵高原等低山丘陵过渡的梯级斜坡带。该地区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复杂多

变，冬暖夏热，雨水丰富，雨热同期，湿度大，极易受病虫灾害的影响。由此可见，当地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限制。为了保证农耕土地应用的最大化，苗民择高而居，将居所建筑于山坡之上。西江苗族吊脚

楼的建筑形制衍生于干栏式建筑体系。建筑采用穿斗式构架，开间少，进深浅，占地不多，可以在不规则的地形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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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3]，适用于各种山区地形，同时还可以避免野兽和自然灾害带来的直接影响。

但是，在陡崖峭壁上找到合适的地基台面，实属不易。因此全干栏式建筑的发展受到限制。苗族先民充分发挥自

己的聪明智慧，因地制宜，开发出了半干栏式的住宅。采用在斜坡上开采部分土方石，垫平房屋后部地基，然后用

穿斗式木构架在前部做悬挑的方法，巧妙运用地形，将劣势转为优势。采用这种建筑形制，不仅减少施工的难度与成

本，又更好地保证原有地形地貌不被破坏，体现了苗寨先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精神信仰。

苗族建筑整体的平面结构一般可分为四排柱三开间，也有六排柱五开间式，厢房以堂屋为中线对称分布。建筑对

于中柱选材的要求特别严格，必须通直落地，不能用2根柱拼接，且它的直径一般相对于侧柱稍大。框架结构一般为

五柱四瓜，每榀框架的前侧第一根不落地的柱叫“瓜”。黔东南苗寨建筑的一般高度有一丈八尺八寸、二丈一尺八寸

或一丈五尺八寸（1丈=10尺，1尺=10寸，1尺=33.33cm），这些高度的尾数多是以八为结尾。

2 空间布局

在房屋的空间布局方面，黔东南州苗族民居建筑根据传统的生活习性，在纵向空间上，一般采用三层的方式来划

分[4]。首层为基础层，用于圈养牲畜、家禽或堆放柴草、农具和贮存肥料、杂物等；二层为基本居住空间，是全家人

的活动中心；三层多为粮仓，少数人家也由于人口众多，设置为子女居住用房。

首层空间作为房屋的基础层一般比较低矮，层高大约在2米左右，进深一般不小于3米，与山坡的底面、后背面直

接相连接。因为底层用于牲畜养殖和农具等的置放，所以用到的墙板材料一般选用品质较差的木板，或直接采用杉

树皮进行围合。有的底层内部不加隔断，直接形成整体的视觉通透性，便于饲养更多的牲畜。除此之外对于外墙的处

理方式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如常采用芦席、木条栅栏等做围护，保持较好开敞透气，挥发牲口产生的异味。整体来

讲，底层藏污纳垢的功能特征显著。除了设置牲口饲养区外，厕所也一般设在房屋底层的边角处，多为蹲位茅厕。对

于临近山顶或边缘地带的住户，也多有将厕所设置于别处，与主体建筑形成独立的关系。

二层为主要的生活空间。因为苗族民居的整体高度都比较低，除底层外，居住层的高度一般为2.4米，有的甚至低至

2米，这多有可能是出于房屋整体稳固性的需要。除了核心区的堂屋外，其他所有的房间尺度都比较小。堂屋开间一般

在5米左右，有的苗居堂屋层高甚至超过3.5米，然而产生如此高度也多是由于将二层与三层阁楼部分的楼层隔板取消所

致。不仅因为堂屋是全家饮食、取暖、待客、安设神龛的地方，也由于堂屋在苗族建筑中的地位神圣，所以在尺度上相

较于其他房间可以尽可能的放大，这方面体现了堂屋所具有的崇高的精神地位。除了堂屋外，通常还包括作为进户通道

的外廊、设有美人靠的退堂、堂屋、卧室、火塘间、厨房、贮藏、过间等空间。对于房间数量的设置，则根据家庭人口

数量设置三五间不等。在堂屋外设置有“美人靠”，苗语称“斗安息”，意为供人休息的凳子和靠背[5]。

三层一般是阁楼，多用于储存或晾晒粮食谷物，大户人家也用1-2间作女儿的卧室或者客房[6]。因苗居大多数都

没有院落，除了在牲畜饲养区以外的底层设置了可以存放农具柴草的空间，其余只能在房屋的顶部寻找可以拓展储

藏功能的空间。出于粮食存放的需要，阁楼层的楼地面需要采用更为密闭的拼接工艺进行设置，以保持板与板之间

仅存有极小的缝隙，有效避免粮食颗粒在地板缝隙处的渗漏或者残留。在三层阁楼空间的两侧山墙往往采用开敞式

处理，且内部往往不进行分割，以保持极好的通透性。该种做法既可以减少单位面积楼体的整体负荷又利于阁楼层

具有良好的自然通风。而且，对于粮食谷物有很好的风干功效，即便在梅雨季节也能够极大的避免粮食的霉烂，造

成直接的损失。

3 建筑选材

苗族建筑对材料的选择，从宏观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征，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呈现多样材料综合应用

的态势。通过探究苗寨建筑使用材料的种类，也能够从其中认识到整个村庄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而不是停滞在某一

时间段之内，固守传统的形式。近年来，许多新材料也被用于苗寨建筑的建造中，如粘土砖和混凝土砖、塑钢窗和铝

合金窗等，但是要保留某一时期的建筑特色，关键是如何使用合适的建筑材料进行建造，同时还需要确保村庄之间的

整体继承关系不被破坏。黔东南苗族传统民居建筑一般都是木结构建筑，在建造过程中主体结构的梁、板、柱使用的

材料大多以当地盛产的杉木为主[4]。对于承托整体建筑的筑台一般使用石砌的方式，常选用的是取材于当地的轻质板

岩、变质砂岩、页岩等。对于房屋顶部的建筑材料在过去使用较多的是杉树皮或茅草，现在广泛使用的是小青瓦[6]。



城市规划 ·国际建筑学

156

在木材的选择方面，这里的人们通常将杉树作为建造房屋的主选材料。木质结构的墙体、屋顶都是源于木材的

广泛使用，木质建筑的柱子叠搭嵌合，可以使得建筑数百年而不倒，结构紧凑牢靠。吊脚楼的墙体受力部分通常为

3-4cm厚的杉木板，普通的墙板为单层（厚度约2-3cm）杉木板[7]。木质壁板等构件，也基本不用金属钉子进行固定，

往往都是依靠木材与木材之间的物理嵌合形成可靠稳定的支撑与维护体系。

除了木质材料的使用，西江千户苗寨建筑中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石材的运用。建筑材料中的矿物材料指的是各种

石材，如河道中的毛石，而且这些矿物材料不仅局限于对房屋基础和墙体进行的砌筑，在进行石头的砌筑以及石板

瓦、屋顶瓷砖砌筑时均可使用。

传统的房屋屋顶部处理方法往往是采用稻草进行直接覆盖。在黔东南地域的山坡上一种名为“香蕉草”的植物产

量相对更大，相比普通稻草，香蕉草具备更长的使用周期，它可以覆盖屋顶三到四年，比使用稻草纤维来建造的屋顶

更为耐用，因此在以往房屋建造的过程中被广泛使用。

除了以上材料外，毛竹在黔东南地区也具有一定的声誉。因毛竹制品在建造时可以替代木板作为墙面以及建筑的

围护材料使用，而且还可以在建筑中作为主梁进行房屋承重。该地区生产的众多竹子种类中，有一种高大挺拔的竹子

品种，将这种毛竹编织成一个大的单片毛竹墙，然后在它的内外涂抹砂浆，之后利用其来进行建筑建造会非常结实耐

用，而且相比拼合的木板墙体而言，毛竹融合石灰等胶粘性材料的使用具备更强的保温、气密性能。因此在黔东南地

区的民居建造中被广泛使用。

4 建筑装饰

在实地调研黔东南苗族建筑之时，我们能够看到建筑的装饰部位较少。从现存的调查材料中不难发现，苗族民居

建筑往往没有过多或过于复杂的装饰性。通过苗族对房屋建筑装饰的意图进行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发现，对大部分

居民来讲并不是十分关切。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装饰是居住功能之外的一种建造活动，并非满足必要的使用功能，

是一种审美性的额外消耗，这种活动属于“钱粮充裕”的大户把玩的艺术，不是普通人家甚至贫困人家能够轻易追求

的精神效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装饰行为都受成本因素限制，对于一些装饰内容根据习俗风俗的需要，无论是住户

贫穷或者富有都必须做的。

在东部方言区苗族的建筑物里多采用装饰性的图案表达多层面的寓意，而且这个装饰性的图案并非超脱于现实之

上，在图案中蕴藏的寓言故事，都是很容易读懂且具有很强的叙事性。这些图案被刻录在建筑装饰部件里，主要是苗

族人民期求获得繁衍、勇敢、力气和健康，主要是为了生命的繁衍，而不是从精神层面传达某种教化规则或显示权力

与崇高。在东部方言区苗族建筑的堂屋，一般是不在三层的阁楼层铺设地板，以便在堂屋获得更高的挑高，站在堂屋

里面就可以直接可以看见房屋的中梁。以往富裕的人家经常要举办“吃牛”仪式，牛角骨砍下来以后便绑在堂屋的中

柱上面。

在西部方言区的苗族居民比较注重的修饰空间是中堂，也就是堂屋。普遍做法是在大门外侧上方悬挂一口碗，下

端系红布条。门龙柱的中间或是安放一面小镜子，或是贴上一个用纸画的八卦图。有时采用红黑相间的方块涂饰作

为璧板外侧的装饰图案，这种图案的应用在东部方言区苗家在家具上也有采用，有的学者说这是古老楚国的典型装饰

图案，从色彩层面上去理解，黑色与红色的图案理解，与苗家火塘的空间色彩形式或许有一定的相关性。受长期的烟

熏，火塘区房屋的房梁、壁板都被熏染成黑色，而作为火塘中的火苗则直接被定义为火红的红色。

在中部方言区的苗族房屋，都普遍安装有俗称“豆安息”的美人靠和类似太阳花似的屋脊瓦塔。而在东部方言区

苗族的屋脊瓦塔装饰，皆是被某种象征意义并定义为房屋建造时必须作的环节，即只要建造房屋并盖上青瓦，就需要

按以往的方法进行装饰布置，即便采用这样的做法，工匠或者使用者都不完全明白这样做的文化意义。

对黔东南苗族民居装饰行为的顺序进行总结，能够发现以下具体规律，具体表现为：由主到次，由主屋到次要性

的附属建筑物；由生活主要使用的建筑空间向审美需要的空间。但是，整体来讲，对于建筑的装饰性环节，对苗族普

遍大众来讲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房屋主人，包括房屋营造的工匠，往往只是浅层得认为这些图案蕴藏着吉祥的寓意，

但真正探究如此的图案是否是代表吉祥，而不是灾厄，就很难对各种装饰图案的寓意和出处有明确的把控与了解，多

数装饰行为并非源自深刻的文化内涵而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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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结

从黔东南西江苗族民居的建筑形制、空间布局、材料选用、建筑装饰中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苗族传统建筑的多样

性、灵活性及深刻的文化内涵，这是几千年年来苗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在这日新月异的时

代，当我们在感叹苗族传统建筑构造技艺巧妙的同时，它也在悄无声息的流失，这些富有民族特性与历史烙印的传统

民居建筑对我们当今的生产与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财富。苗居建筑作为颇具特色的民俗

符号向我们展示着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对于相关理论的研究与知识体系的构建仍然需要不断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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