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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域文化的甘肃传统民居及其保护利用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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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快速城市化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变，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趋同化似乎不可改变，千城一面似乎难以逆转。

甘肃省传统民居地域文化深厚，本文从传统民居研究的必要性出发，基于地域文化，针对甘肃省 5 大区域传统民居进行研究，对

甘肃传统民居保护与利用现存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了基于地域文化的甘肃传统民居保护利用原则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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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y of Gansu Traditional Dwelling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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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pid urban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great changes in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In the pace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e 
convergence and assimilation of cities seem to be unchangeable, and it seems to be difficult to reverse the trend of thousands of similar 
cities.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raditional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in Gansu is profound and time-honored. In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necessit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five areas in Gansu are 
studi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Gansu are analyzed, and the principle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Gansu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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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发布的《社会蓝皮书 ：2020 年中

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中指出 ：中国城镇化率突破 60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 2013 年的 35.93 ％提高到 2019 年的

44.38 ％。这些数据表明，快速城市化时代已经到来。

快速城市化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变，那些高层、超

高层、现代化、高科技住宅，越来越成为人们选择的对象。从

表面上看，人们对房屋的选择越来越多，可以依据地段、朝向、

楼层、外观等房屋属性随意挑选房屋。但在快速的城市化进

程中，城市的趋同化似乎不可改变，千城一面似乎难以逆转。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因地而异，民

居文化也因此不同。随着存量时代的到来，把每个地区特有

的民居文化融入城市更新建设中，就是内涵式城市发展的关

键点。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利用研究虽然承受巨大的困难和压

力，但势必需要坚持。

1传统民居研究的必要性
传统民居远不如宗祠和庙宇那样规模宏大、工艺精

湛、装饰华丽，但又是各类建筑的原型，无论是宗祠还是

宫观，它们基本的建筑空间格局、结构方式及装饰表现大

都以民居为蓝本。不同地域的自然生态、宗教信仰、生活

习俗、历史文化、经济水平、人民精神心理因素等导致民

居类型多种多样，除了大部分木结构、院落式传统民居外，

还有窑洞、竹楼、土楼、毡帐、碉房、羌楼等，无论是从地

域文化保护角度，抑或是从城市内涵发展角度，深入了解、

研究传统民居能够为我国快速城镇化建设提供地域文化

传承思路。

2甘肃传统民居地域文化研究
2.1 甘肃传统民居的地域分布及类型

甘肃传统民居的类型，可以说多种多样。河西走廊一

带，也就是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等

地的传统民居类型为堡寨、庄窠、传统合院及毡帐式 ；陇中

一带，也就是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等地的传统民居类型

为窑洞、堡寨及传统合院 ；陇西南一带，临夏回族自治州所

在地的传统民居为传统合院以及庄窠式民居，而甘南藏族

自治州所在地的传统民居为当地特殊的碉房、毡帐及板屋 ；

陇南一带，陇南市所在地区的传统民居多为板屋、土木结构

房屋、羌楼等类型，而天水市所在地区的传统民居保留有大

量单体建筑为土木结构、院落形制为四合院的建筑群，故当

地最主要的民居类别为传统四合院 ；陇东一带，也就是庆

阳市、平凉市所在地区，传统民居多为窑洞，其中有靠崖式

窑洞、下沉式窑洞、靠崖与下沉结合式窑洞、箍窑，除此之

外，部分地区存在合院式民居，陇东一带是甘肃省最大的窑

洞聚集区。

2.2 甘肃传统民居地域文化分析

2.2.1河西走廊地区

根据“有土筑城堡，战时用以防守，平时防备盗贼，并

可阻挡风沙，也便于社会管理”（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

地理》，1995 年）一句，可知带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堡寨式民

居是河西走廊地区民居建设的开端。堡寨是具有封闭性防

御功能的军民聚落，既能满足居住功能，又能满足防御功

能。堡寨式民居以土、石、砖等材料垒筑而成，院墙多为

板筑土墙和土坯砌成的墙，内部修盖一院或二院土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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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屋。“前庭客位，后舍住宅，主房供奉神主，男女住两

（厢）厢房，仕宦家另建祖祠，酌用砖瓦。”［高增贵，《创修
临泽县志》卷四《民生志·住所》，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
刊本］堡寨式民居内部主要功能空间有堂屋、厦房、倒座、
大门等，辅助空间有厨房、磨房、草房及仓库等。后来社会
逐步稳定，堡寨逐渐失去防御属性，河西走廊地区逐渐形
成了两种经济形态，即农业与畜牧业，合院式房屋、帐房
两类民居形式应运而生。受河西一带大风沙气候、降水量
低、建筑材料匮乏等因素的影响，院墙和房屋也比较低矮。
嘉峪关东西两地民居存在明显差异，反映了河西走廊地区
特定时期的地域文化。
2.2.2陇中地区

在宋代及明代，该区为抵御边患修建防御性聚落，出
现了堡寨式民居、版筑土墙院落、庄窠（庄窠一般专指不包
括内部房屋的院落围墙），这对当地的民居文化产生了深远
影响。在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及平凉市境内都分布有堡
寨式民居，至今以“堡”为名的许多村落仍在沿用。由于降
水量少、多土等自然环境因素，土木结构平房在陇中地区也
很常见，建造特点为屋面的坡度大约在七分之一左右。在建
造屋顶时，人们多选取黏性较强的胶泥土覆盖屋顶，由于这
种胶泥土防水性能好，当地人们称这种土为“白土”或“胶
土”，人们利用胶泥土、草泥或炕土漫裹形成屋顶围护结构。
屋架用木材搭起，木材选用当地所生的松木、杨木、柳木等，
普通房屋只用一根梁搭建。建造墙体时，用土坯加草泥筋砌
筑或者用湿土夯筑，不用砖瓦。这种类型的土木结构平房起
架低矮，地域特征明显。此外，由于黄土资源丰富、降水稀
少、林木匮乏，部分贫苦人民建造窑洞居住，所以在陇中地
区，窑洞类民居也有少量分布。
2.2.3陇西南地区

由于地域历史原因，在陇西南地区的甘南藏族自治
区，游牧民族依然保持着特殊的生活方式——追逐水草，
无城无郭，多畜多牧，地少五谷，居所无常，以牧为业。为
适应游牧民族易迁徙的特点，此地的传统民居多为帐房及
蒙古包等。唐朝时期，除了游牧民族，陇西南地区还有许
多其他民族由于地域、历史原因，出于军事防御角度的考
虑，出现了碉房这种特殊的传统民居，石筑建造技艺得到
发扬。碉房建造主料为石材，以石砌墙，黏结剂为小石泥
浆，分层堆筑，交错搭接。这种传统民居与堡寨类传统民
居都有防御性强的特点，但区别也明显，例如，碉房材料
为石材，窗户数量少、形状小，民居形状外观类似碉堡。陇
西南地区的林区或林区边缘地区还存在板屋类传统民居。
这类传统民居的建造，需在树林中精心挑选树干粗壮、笔
直，树身没有伤没有结的松树，尤以油松为上等，经过特
殊工艺劈裁、晒干、拼装，作为踏板应用于此类民居屋顶
建造中，故此类民居也被称为踏板房。此外，陇西南地区
还有土木楼房、窝棚等类型的传统民居。当然，这些不同
类型的民居形成都与陇西南地区的地域文化息息相关。
2.2.4陇南地区

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多样，该地区传统民居形式也复杂
多样。天水市大部分区域的传统民居受秦文化影响颇深，
秦州区、麦积区、秦安县、清水县、甘谷县、武山县、张家
川回族自治县等区域，城区多为土木结构的四合院，而农
村部分区域曾经存在窑洞类型的传统民居。天水传统四合

院儒家文化积淀深厚，适应封建礼教严格划分庭院及组合
房屋，与北京四合院不同的是，部分院落中建造有土木结
构楼房。陇南市因其区域内有白龙江、西汉水两大水系，
且有高山密林，降水较甘肃其他区域丰沛许多，传统民居
类型多为板屋及土木结构瓦房，院落布局多为四合院制
式。由于多种复杂地域文化的影响，除上述传统民居类型
之外，还有羌楼、茅草房、土木石板房等。
2.2.5陇东地区

陇东地区的传统民居非常特别，以窑洞类传统民居
为主，其中又以黄土窑洞比例最高。陇东地区的平凉、庆
阳地区窑洞的历史非常久远，可追溯至三千年前的先周时
期。由于陇东地区地处黄土高原，当地林木资源匮乏，土
地贫瘠，多为黄土，当地黄土资源丰厚且黄土力学特性为
直立性，稳定性能较好，非常适合建造窑洞。窑洞类传统
民居冬暖夏凉、生态属性优良。人们因地制宜，建造出各
种类型的窑洞，有修建在山崖边或谷沟边的崖庄式窑洞

（靠山窑），有修建于在平原大坳上的地坑式窑洞（下沉式
窑洞），有崖庄式与地坑式相结合的半明半暗窑洞，还有独
立建造的或石材或砖材的箍窑（砌筑式窑）。这几种类型的
窑洞大多并不是以建筑单体形式存在，大多数窑洞均成组
出现，形成院落，具有院落功能特征。由于特定历史时期
该地民居需要有防御功能，因此出现了封闭窑体结构的窨
子窑，以及利用两排窑的窑脸之间的上部位置再开“小窑
一孔”的窑洞，这个夹层窑洞从主窑修建台阶到达，有“从
高处瞭望有无危险”的功能。当然，这也是甘肃传统民居
又一大地域文化特色。
2.3 甘肃传统民居研究必要性

甘肃传统民居是河西走廊地区、陇中地区、陇西南地
区、陇南地区、陇东地区的劳动人民结合当地的自然生态
环境因素，根据自己的生产需要、经济能力、生活习俗、审
美观念、宗教信仰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历史的长河
中建造出的风格各异的传统民居。

甘肃传统民居类型历史文脉深远，地域文化独特，类
型多样，具有可传承、可研究的属性。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和新技艺的普遍应用，甘肃传统民居的变化地覆天翻。
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在城镇化的高速推进、新农村高速建
设过程中，由于人们极少考虑甘肃各地域实际的生态环境
因素及地域文化背景，大量、快速地运用新思路、新材料、
新技艺、新样式，不仅导致城市设计、乡村规划及建筑设计
风格雷同，出现千城一面的情况，而且令这些新生的与地
域文化毫无关联的大量住屋覆盖了原本历史悠久、文化沉
淀丰厚的民居，传统民居濒临消亡，仰赖传统民居存在的
部分甘肃地域文化也将逐渐湮灭，令人痛心。因此，需要对
甘肃传统民居进行保护与利用，让附着其上的地域文化得
以传承。科学保护传统民居文化，科学发展新城市、新农
村、新民居建设，为城乡规划提供科学思路，科学地适应高
速的城市发展建设步伐，以及存量时代的城市更新，正确
地响应政策，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融入历
史记忆与地域文化，以达到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的终极目标。

3甘肃传统民居保护与利用的现存问题
甘肃地处东亚与中亚的结合地带，位居丝绸之路枢

纽，是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处。民居资源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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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给甘肃的宝贵财富，但甘肃民居保护利用工作面临着一
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3.1 缺乏认定程序，导致甘肃传统民居难以纳入保护体系

甘肃境内许多传统民居没有相应的认定程序，或是认
定程序不够完善，许多传统民居至今得不到合理的修葺及
保护，面临湮灭。
3.2 没有系统的民居分类保护标准

甘肃省地域广阔，由北至南，由东至西，民居种类繁
多，如果能够根据民居的不同类型制定相应的保护标准，
将对民居的保护与利用起到关键性作用。
3.3 甘肃传统民居乃至村落地域文化特色的湮灭

由于城镇化与新农村更新建设的处理不当，致使农村
土地被强行分割、农村民居拆迁、自行无序建房，最终导
致传统民居风貌改变，村落特色消失。
3.4 民居保护利用性政策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位

部分居民对传统民居的文化价值不理解，对民居保护
政策不熟悉，导致传统民居遭到随意拆建、变卖，对传统
民居的自然损毁听之任之。由于民居保护利用性政策不完
善、政策落实不到位，许多传统民居因为缺乏资金得不到
及时维修，最终导致原始民居风貌丧失，民居文化丧失。

4基于地域文化价值的甘肃传统民居保护利用原则与策略
为了应对挑战，走出民居保护利用困境，需要立足实

际，积极探索，抓住机遇，不断总结管理中的经验教训，逐
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民居保护利用之路。
4.1 地域文化价值

人们通常所说的地域是一定地理范围根据自然、气
候、生态、环境、习俗、宗教等进行划分，由自然因素和非
自然因素协同影响形成的综合体。不同地域范围内的自然
因素和非自然因素的差异所构成的特有的、区别于其他地
域的特征，包括地形、地质、自然、生态、气候、历史、习俗、
宗教、生产生活方式等，就是地域特征。生产生活反映了
地域特色，地理分界反映了地域特色，历史传承反映了地
域特色，文化积淀反映了地域特色，民族凝结反映了地域
特色。一定时空下事物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引起人们
心灵共鸣思想、情感陶醉体验的就是地域特色，也是地域
文化价值的体现。
4.2 传统民居保护利用原则与策略

4.2.1地域文化的尊重

甘肃传统民居格局演变程度剧烈，发展层面上受政
治、政策影响，如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等，甘肃传统民居
遗存在保护利用方面的需求尤为迫切。将民居遗存的保护
与利用融入城市更新中，从地域价值角度加强对传统民居
文化的保护与再利用实践，实现区域重塑与功能更新，优
化城市空间格局，用地域文化润色城市面貌。甘肃传统民
居的保护利用是甘肃乃至全国的文化、自然、经济、社会
的再一次协调共生，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的更新改造、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要尊重地域文化，让
每一座城市不仅拥有美丽的面貌，还拥有独特的灵魂。
4.2.2地域文化的依循与存续

基于地域价值（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城市记忆、协同
发展）的传统民居保护利用要求，需要寻找一种传承城市
历史、延续城市文脉且能适应城市更新的传统民居保护利

用策略。城市本身就是文明的传承，传统民居以自己独特
的地域价值，应该参与城市的文明传承。通过对传统民居
地域文化特征分析，以及地域价值的挖掘和对其理论和政
策的充分理解，从城市长远发展的角度提出客观整体性保
护利用思路与策略。

5总结
国内对于城市更新的内容研究大多数为对棚户区、历

史街区、旧城改造的更新等的研究，而在这些棚户区、历
史街区、老旧城区中，传统民居占很大一部分，所以传统
民居保护与利用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传统民居保护与
利用研究一般以实例介绍为主，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某些方
面深入，没有一个系统且缜密的研究思路，基于地域价值
规划的专项研究少而又少。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利用不是为
迎合高速经济发展而去摧毁或者重建，传统民居有其自身
的地域特色。城市本身就是文明的传承，传统民居以自己
独特的地域价值，应该参与到城市的文明传承中来。

从时间维度来分析，不同地域的传统民居地域价值不
同。以甘肃省传统民居为例，许多民居的建造特色均与抵
御外敌或休养生息有关，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造就了
不一样的传统民居建筑。在“时间的久远”“历史背景”“工
程技术”等地域内涵方面，其都与我国其他地区的传统民
居有差异。

从空间维度来分析，不同地域的传统民居的地域价值
也不同。对于甘肃而言，从“自然环境”“民俗风情”“宗教
信仰”等地域内涵上说，其 5 个区域（河西走廊地区、陇中
地区、陇西南地区、陇南地区、陇东地区）的传统民居反映
该地域民居建造特色，地域价值不仅与全国其他地区传统
民居的地域价值不同，5 个区域之间的传统民居的地域特
色也因为空间维度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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