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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南地区传统住居的地域基因浅析

地域建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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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建筑地域性的理解及其文化脉络的探究�是推进人类居住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以甘南地区民居、
聚落为例�着重分析了传统住居的地域基因和文化内涵�为甘南地区可持续的人居环境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
关键词：传统住居；地域基因；可持续发展；甘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TU97　　文献标识码：A

Simple analysis of sustam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rchitectural culture
in Gannan region on the basis of regional gene of its traditional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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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the knowl-
edge of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 is the key to investigate and advanc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living environ-
ment．Taking the vernacular dwelling and villages in Gannan region as an example�the regional gene and cultural connota-
tion of its traditional dwelling environment are emphatically analyzed�so that a scientific basis is provided for the construc-
tion of sustainable dwelling environment in Gann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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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聚居建设�作为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
基本问题�已引起世界范围的共同关注．建筑协会
（ICBO）1981年华沙大会发表的《芝加哥宣言》指出：
建筑及其建成环境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方面扮

演着重要角色�符合可持续发展原理的设计需要对
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对健康的影响�对材料的选
择方面进行综合思考�以探求自然生态作为设计的
重要依据［1］．传统住居出于明确的目的�大多采用天
然的材料和适宜的低技术满足人的基本舒适度要

求．它是一个可以自我代谢的循环系统�与自然保持
着长久的和谐．同时�受地域气候、资源、地理、政治、
经济、宗教、文化风俗等的影响�各地区都有着相对
稳定的、世代相传的住居模式�同一种遗传信息反映
着这一地区的特质�这就是 “地域基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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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它影响着民居、聚落的生成和发展．因此�分析
研究各地区民居中的地域基因�将为当地人居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科学的依据．

笔者通过对甘南地区民居的考察调研及对该地

区民居的地域基因和文化内涵的分析�探讨将民居
的地域基因总结为可指导实践的模式语言�为甘南
地区人居环境的改善及大量新牧民定居点的建设提

供参考．
1　自然环境条件与人居发展状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青藏高原
东北边缘与黄土高原的接壤处�是一个以藏族为主
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全境平均海拔3000m�地貌形
态大致分为三类：高山草原区、高山森林区、丘陵低
山区．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节省造价的原则�根
据不同的地形地貌形成了目前适应地区特点的住居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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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甘南广大的欠发达地区�一方面大部分
地区仍保持着传统的农耕、农牧文化�生产方式依然
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农牧文化体现的传统
聚落与民居由于长期的使用、卫生条件的恶劣、房屋
的密集�其居住环境已不适应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同
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人
们的观念发生改变�要求改善居住条件、要求现代化
生活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另一方面�人居环境面临
着恶劣的自然环境的遏制�如近年来草原退化、森林
植被破坏、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逐步丧失等．为
了改善甘南州人居环境的状况�近几年甘南州陆续
开展了牧民定居点的建设．形式上大多为政府统一
规划�统一建设�因此形成了房屋均为红瓦砖墙�规
划上行行排列�千孔一面的住屋形式�毫无藏族建筑
的特色．而且�冬季易受西北风、河风侵袭�不利保
温．千百年来在适应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中演
变、改进而成藏族民居中最具特色的晒坝、敞间等建
筑灰空间�也被室内室外明显区别的房屋和院子代
替．由于无视因地制宜的原则�无视传统聚落、民居
中朴素的生态思想�使新区建成后牧民纷纷改建、新
建．如房屋采用空心砖�虽然造价低廉�但不利保温�
牧民纷纷将空心砖拆去�或下砌土墙、檐口砌砖�或
外砌土墙、内砌砖墙．因此�住居建设应注重当地的
气候、环境、人文、历史的特点�否则�将使新的住居
环境丧失文化归依感�而走向“建筑魂的失落” ［2］．
2　甘南地区传统住居的特点

甘南民居主要有土夯房、干阑木房、碉房、帐篷、
牧民冬季临时居所几种类型．其中甘南大部分地区
普遍采用的民居类型是土夯房．院落布局多为合院�
长方形或正方形布局�一般为二层�进门穿过马厩畜
圈�穿过小院�登藏式独木梯而上二楼主房．房正中
设佛堂或佛龛�其余三面围合�呈凹字形．门、隔墙、
地面、天棚皆木板镶装�花窗雕刻�即所谓“外不见
木�内不见土”．这种木匣子式的板屋民居�是藏木楞
子房的遗风古制［3］．建筑结构以梁柱承重�墙体土
筑�带有收分�起分隔、维护空间的作用．由于其木构
件与墙体分工�加上木作的柔性节点�有墙倒屋不塌
之誉．院落对外不开窗�各户院墙毗连�便于保温．每
户入口处用精细木雕装饰门廊�一般不做彩画�多为
原木清水构件�因而十分清新�自然．这一墙一门成
为民居形态的主题�使聚落具有较统一的风格．

为了有利于生产生活�聚落通常选在避风向阳、
水源充足、靠近寺庙的坡地上．多数聚落呈簇团式布
局�一方面有利于村民相互协作�加强聚落的防御能

力�抵御部落间的争斗、侵略；另一方面有利于黄土
的热效应的保持�保温、防风沙�抵御恶劣的自然环
境．甘南藏族聚落基本上由几个共同的要素来组织
空间：山、水、巷道、更迭（白塔）、打谷场、墙体．这些
要素的组合共同构成了聚落形态的框架．
3　传统住居的“地域基因”
3．1　适宜的地域材料及构筑技术

甘南地区土质丰富�土质粘结坚硬．生土材料具
有再循环特性�老化废弃后的建筑材料�可变为肥
料�重新长出草、灌木来．同时�生土材料热惰性性能
良好�保温隔热好�冬暖夏凉�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
十分适合于甘南高寒的气候环境�成为了最为常见、
取用方便的建筑材料．民居墙体多以土和碎石砌筑�
并拌有草皮、酥油�以增加生土的粘合力．白天土墙
吸收大量的辐射热�晚间再慢慢释放出来�以减少室
内外温差的影响（今天�以适宜的技术改善生土墙体
的物理性能�增强其防渗漏、坚固耐久的性能是完全
可以做到的）．墙体与屋顶以土和植物纤维（树枝、灌
木、麦草等）混合�增加了土的抗拉强度�同时其相互
间的微小缝隙�也形成了毛细间层�增强了墙体的强
度和保温性能．牦牛毛具有保温效用高的特点�选用
牦牛的颈背尾部的毛�编制而成的帐篷厚密而结实�
具有雨不裂、雪不塌的优点．牦牛粪�具有再循环的
物理特性�密实�保温性好�过去牧民冬季的简易临
时住所多以草皮和泥土、牛粪垒建而成�高约两米�
称为地窝子．这些朴素的生态思想�其生态的适应
性、经济性、就地取材的方便性、因地制宜的合理性�
对今天的人居建设具有很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3．2　对自然环境的尊重

甘南地区高山、森林、丘陵、河流、湖泊遍布�传
统住居的营造过程受自然条件制约�同时�在长期对
自然环境条件的逐渐了解后�居民认识到耕地的珍
惜以及如何逃避寒流、如何争取空间等．寻求制约的
同时�也在寻求庇护和地域归属．不同区域的住居�
具有明显区别与其他住居的地景．因而村民通常对
其特定地域中若干自然环境限定要素产生认同和感

知�并对其倍加珍惜．因此�对自然环境的认知与尊
重�构成了传统住居独特的属性．
3．3　对高寒气候的抵御

为了抵御高原恶劣气候、寒冷、风沙的侵袭�考
虑日照充足�避开河风、西北风�便于生产生活�住居
多依坡而建�簇团布局．“就坡建村” ［4］�户户毗邻�共
有山墙�这有利于黄土热效应的保持�保温�防风沙�
并且可以减少建筑的土方量�节省造价�保证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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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光充足�有利于民居的保暖节能．
3．4　住居的院落与组织

甘南民居所有用房均向着天井或院子采光�对
外墙几乎不开窗．甘南民居的天井尺寸较大�小则
四、五米见方�大则由院子替代�此种形式明显受汉
式的合院影响．室内空间均围绕天井和院子来组织�
上下楼层间以楼梯或独木梯联系�因而室内流线较
简洁、便利．家庭的主要活动如起居、睡觉、待客、饮
食等均在主室中进行．敞间尺寸较宽�实际上是三面
围合的走廊�或以玻璃封闭�或对外开敞．敞间除了
是联系二层主要房间的空间�在天气暖和时�也是一
家人的饮食、劳作、转经、晒太阳、待客等活动的主要
场所�是除了主室以外主要的家庭空间�起着联系家
庭生活、生产的重要作用．
3．5　宗教文化的传承性

藏传佛教深入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聚落以宗
教建筑为中心组织聚落空间�聚落中最主要的公共
活动亦是以宗教活动为主�聚集、诵经、祈祷、交流�
成为单调的农牧生产、生活中的唯一精神寄托．
4　住居地域文化的延续、发展 模

式语言

为了更好的指导今天的人居环境设计�贯彻其
中的地域基因�这里借用克里斯多夫·亚历山大（C．
Alexander）的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5］的方
法�把甘南地区传统住居的地域基因归纳为一系列
可指导实践的模式语言．相对于一个完整的设计来
说�每一个子模必须与其他的设计要素或模式语言
结合起来一起使用．

模式一：基地选择避风向阳之地
对高寒风大的青藏高原地区�避风向阳有利于

避开恶劣的自然气候环境�形成较好的局部小气候．
模式二：簇群式紧密组团
以高密度为前提�簇群式布局�形成小尺度空间

围护�利于保温．
模式三：自然环境建构第一印象场所
藏族对自然环境的特殊情感�更易对特定地域

内的若干自然环境限定要素产生认同与感知．因此�
自然环境构成了聚落独特的属性．

模式四：内向性院落
门窗洞口尽量朝向内院�可减少失热及风沙的

侵害．窄小型天井、凹型二层平面最有利于保温．同
时�又可以通风�消除前面一层牲畜圈的异味．

模式五：道路的多功能性
道路依山势蜿蜒曲折�多尽端路．既是交通场

所�又是生活场所．村中重要的建筑物多由主要干道
组织．

模式六：半私密空间 晒谷场

晒谷场宜以矮墙、木篱限定�形成领域感．水平
视线上不能遮挡�以利于形成半私密空间�有利丰富
聚落空间层次�邻里关系的形成．

模式七：宗教建筑为主的公共空间
更迭、白塔形成聚落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要有

充分的集散场地�并有方便的可达性．
模式八：家庭活动场所 晒台

屋顶晒台应结合藏人煨桑的宗教活动�同时�对
藏人来讲�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是短暂的夏季�因此�
晒台是夏季藏人一家人主要活动的场所．

模式八：厚重的墙体
应选择较厚重、具有良好性能的保温材料作为

建筑的外维护墙．
模式九：框套空间
室内框套空间可以是起居卧室的套叠�有利与

减少冷风渗透．
模式十：被动式太阳能采暖
青藏高原紫外线辐射强烈�太阳能资源丰富．利

用太阳能是最环保、投资少的方式�其经济、技术简
便的优点�最适合于在建筑中使用．

模式十一：虚少实多
在建筑形体造型上有强烈的对比、变化�能够形

成藏族建筑的独特的风格．
5　结论

要诠释一个地区的建筑学�应从自然生态、文化
传统、地域技术三个方面入手�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
理论体系．其中自然生态是地区人居环境的形成、发
展最直接的物质基础；文化传统构成了聚居环境稳
定地社会传承性�使聚居发展带有了地域独特的特
征；地域技术是传统建筑和聚落发展的最为直接、最
根本的物质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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