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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欣 赏

0 引言
地处中国陕甘宁青新一带的西北民居，由于

其地域辽阔，多民族聚居，故建筑形式根据当地的

民俗习惯及居住方式的不同而表现出多种形式。
如陕北、吐鲁番、宁南一带以居住土窑为主；青海、
甘南一带主要为藏族人居住的碉房；新疆南部常

见的民居形式是维族人居住的“阿以旺”等等。而

甘肃河西走廊比较普遍的民居形式是以汉族人居

住的四合院为主。这种四合院(图 1)平面布局以院

为特征，房屋沿中轴线对称布置，表现为前中后院

式，呈二进院、三进院、四进院等，通常以二进院较

为普遍。屋架形式为木结构，木柱木梁木檩，围护

结构为土坯墙，院(外)墙为敦厚高大的土夯墙，屋

顶形式多为双坡圈棚和单坡平顶，屋面防水不挂

瓦，以草泥抹面为主，主要厅阁建筑也有歇山、悬
山、硬山、盝顶等，但为起脊泥顶，所用瓦材很少。
整个建筑以“生土”为主，注重生态，防风隔沙，冬

天保暖、夏天隔热。我国西北这种四合院民居形式

能够保留下来的已为数不多，现存最完整的要属

地处河西走廊民勤县的瑞安堡。
1 总体建筑功能布局

瑞安堡位于民勤县城南郊 3.5 km 处的三雷乡

三陶村，建于民国二十七(1938)年，是原国民党地方

保安团长民勤县大富绅王庆云的私人庄堡。堡身坐

北向南，长 92.25m，宽 54.6m，占地面积 5 036.85m2，

建筑面积 2 394 m2，堡内有大小建筑 140 余间。瑞安

堡(图 1)内的房屋布局比较别致，大门居中，中轴线

对称，三进院由位于中轴线上的三道大门迭次而

入，呈前中后院式。第一道大门(图 2)置于庄堡前外

墙的中轴线上，呈拱券形，高约 10.8 m，宽 9.2 m，条

石镶基，大城砖砌筑，门扇木制，外包铁面，密施铁

铆钉。门楼位于堡墙之上，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硬

山顶式。门楼下、堡门之上设一大砸孔，可从孔内掷

物打击进行防御。大门内外眉背各有砖雕横额一

幅，外镌“瑞安堡”，里镌“瑞安堡落成赠言”。进入堡

门是前院(图 1)，沿堡门中轴线有一条长的甬道将

前院和中院分为东西两部分。前院面阔约 50 m，进

深约 26 m，紧靠堡墙于门道两侧建平顶式土木结构

房屋约 30 多间，西面为草料房、磨房、马厩、饲养员

住房和一条通往堡墙的斜坡马道，东面为护院卫

兵、车夫和长工住房。沿甬道经过前院到中院需通

过第二道大门，第二道大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土

木结构，硬山顶式，施彩绘，木雕精细别致。中院(图 1)
较浅，面阔约 50 m，进深约 13 m，由二门、东西厢房

和左右倒座围成一回廊式小四合院，为留客之所，

属对外接待区，非请不得入室。后院(图 1)通常是家

庭的主要活动场所，中院与后院之间以中轴线上的

第三道大门相隔，界分内外。第三道门略小，门额携

有“嫏環福地”四字，起二脊，前为歇山顶，后为盝

顶，盝顶上作一天井，两侧有耳门通入后院。后院由

建在中轴线上的五间卷棚式房屋分为东西两院，中

间有过厅将东西两院贯通。东院正堂为家祠，面阔

五间，进深二间，为九架前出廊硬山顶式建筑。东厢

房为主人卧室，共五间，卷棚式房顶，七架前出廊。
倒座三间，硬山顶式结构，为晚辈起居处。西院建筑

与东院虽然平面布局一致，但房屋的进深和开间略

小，西院三间正堂为佛堂，五间西厢房为书房和私

孰用房，倒座为晚辈住房，建筑形式与东院如出一

辙，回廊环绕，古朴典雅。西边“月”字形小院横跨

中、后两院，前面布置有仆人厨房，中间布置有主人

灶事用房，后面布置五间平房，为丫鬟住所。中后两

院的东跨院为厕所用地。家祠与佛堂中间为一单间

回廊四方形楼阁，名曰双喜楼，三层单檐歇山顶，内

有木梯可向北直通堡墙之上的逍遥宫。逍遥宫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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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河西走廊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瑞安堡为研究对象，对其总体建筑功能布局、生土建筑技术与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探

讨，揭示了中国西北生态脆弱区古民居建筑的布局特点和生土构造方式，为地处沙漠干旱绿洲边缘聚区的民居建设与发

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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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堡中轴线末端的堡墙上，三面绕廊单檐歇山顶式

半亭，与前堡门楼遥相呼应。除门楼和逍遥宫外，堡

墙上还筑有文楼、武楼、望月庭、逍遥宫、了望楼、巡
房、跑马道及女墙等。望月庭，逢月半赏月之用，西

墙正中而建，坐西向东，前出廊硬山顶式敞亭，面阔

三间，进深一间，室内地下设有暗道，暗道沿堡墙修

建，可以通往堡外。文楼，建于堡墙东南角，主人藏

书之用，前后出廊硬山顶式。武楼，主人健身之用，

建于堡墙东南角，与文楼左右呼应(图 2)，下层为单

间回廊正方形四角飞檐，上层为六角攒尖顶。西北

角、东北角建有了望楼，下设巡房，了望楼上层设哨

台，哨台部分外挑，外挑部分装有砸孔，遇到外袭，

图 1 瑞安堡总平面图

说明：斜线部分为生土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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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砸孔掷砖石阻击。土夯堡墙全长 300 m，高

12m，顶宽 2.5m，底宽 7m，墙上设跑马道，墙外缘设

高 2.2m，厚 0.5m 的女墙，巡房和女墙上遍布射击

孔，是主要的防御设施，射击孔设计巧妙，两孔为一

组，里大外小，中间隔开，外面的射击者很难击中内

部的人。墙内缘设拦马墙，安全坚固。整个建筑以南

北中轴对称布置，群体组合以封闭独立的院为单元，

主要房间坐北朝南，功能集居住、防御为一体，用材

以生土为主，是西北河西走廊民居建筑的代表作。

图 2

2 生土建筑技术手段
瑞安堡虽为民国时期建造，但从其实体表现来

看，实为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其表现出来的房屋

形式和建房技术可以说是集西北民居建筑之大成。
有土夯式外墙、拱券形大门、墙恒式门楼、土木结构

房屋（屋顶形式表现为歇山、硬山、卷棚、平顶、盝顶、
攒尖等）等等。瑞安堡的堡墙主要为夯土墙，底宽顶

窄、下放上收(图 2)，这是河西走廊民居建筑的常见

形式。构筑方法是用木板作模具，于其中置土(土一

般用 6：4 的粘土和石灰混合拌料)，再以石杵分层夯

实。而瑞安堡的堡墙做法是用木檩做模具，于其中

置粘土、砂子和石灰的混合拌料，再以石杵分层夯

实，在夯墙的过程中是每隔一定的高度沿墙铺垫一

层红柳枝条，同时在四个墙角处和墙体内每隔一定

的水平距离处竖向放置若干木桩夯入墙内。这种做

法现在细究起来是很有科学道理的，红柳是当地产

的一种沙生植物，韧性很强，将其置入墙内，可以用

作墙筋，起拉接作用，增加墙体韧性，减少墙体裂缝；

在墙体内夯入木桩，与现在砖混结构使用构造柱是

一个道理，可以加固墙身，增加墙体的整体性和稳

定性，同时还利于抗震。凡堡墙上有阁楼的地方均

用砖外砌城垛，垛面与墙面有显著的收分之势，砖

砌垛墙所用泥浆为糯米汤、石灰粉、粘土沫、少量砂

子和纸筋浆的混合物，干硬后砖缝显白色，所用砖

为当地土法烧制的粘土砖，显青色。房屋结构为土

木结构，木柱、木梁、木檩、木椽、土坯墙，建房的工艺

次序是：先基础→柱→梁→檩，再立门→砌土坯

墙→立窗，再挂椽→屋顶，再用白石灰、粘土、砂子和

纸筋浆做的混合物抹墙面，最后彩画，所谓的“墙倒

屋不塌”，正是这种先举架、再砌墙工艺的妙处。土坯

墙体在河西走廊民居中应用广泛，它是用自制的模

具，用当地的粘土脱土坯，待其风干后，用粘土浆与

土坯砌筑，外用泥筋浆抹面，一般墙体厚度均在

400 mm以上。这种墙体保温性能好，造价低廉，宜就

地取材，但由于其承压性能较差、遇水变软等特点，

一般只适用于西北较干旱地区的二层及二层以下

房屋，不适用于雨水较多的潮湿地区，且不宜用作承

重结构(通常和木结构结合使用)。瑞安堡房屋木构

架采用抬梁式，有抬梁式歇山顶、抬梁式硬山顶、抬
梁式卷棚和抬梁式平顶。屋顶形式的级别为“平顶→
卷棚→硬山→歇山”从前到后依次升高。歇山、硬山、
卷棚均前出廊，但额枋之上并没有采用复杂的“斗

拱”来承托出檐部分的重量，而是采用整体雕花式

“挑枋”来代替斗拱，即美观大方，又节俭实用。屋顶

的椽之上不挂木望板，而是采用当地沙生植物红柳

或芨芨编制的“房笆”，这种房笆取材容易，制作方

便，又节省木材，是一种很好的屋顶覆盖材料。屋面

是在房笆上面直接用较厚(100 mm 以上)的草泥(用
粘土与小麦秸秆拌制而成)抹面，硬山和歇山顶仅在

“脊部、檐部、两山”加铺青陶小瓦，中间使用草泥，这

种做法即保温又节材，防水性能又很好。
3 结语

瑞安堡地处河西走廊民勤县，地理环境为中

国西北生态脆弱区，利用生土构筑房屋可有效改

善该区域的那种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冬季严寒，

夏天干热的亚类人居环境。其建筑的生土用材及

作用主要表现在：①高大而厚实的土夯墙包围着

整个院落，不仅保暖作用增强而且阻挡了风沙的

入侵；②主体建筑的土坯墙，厚而密实，不易导热 ，

保温性能很强，利于节能；③坡度较缓的草泥屋顶

粘合性大，不易冲刷，即可保温又能防水，利于节

材。这 3 种生土构造方式取材容易，施工方便，节

水节材，节省能源，是河走廊民居建筑的特征做

法，对当今全社会普遍关注如何协调建筑、环境和

人的关系问题，以及节能建筑的研究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地处沙漠干旱绿洲边缘

聚区的民居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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