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近年来 ， 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 生态可持续建筑的研究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 ， 生土建

筑作为
一

种典型的绿色建筑 ， 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 然而建筑学科却在这个时段生土建筑的研究似乎

遇到了
“

瓶颈
＂

。 通过对建筑学科中生土建筑研究历史的回顾 ， 了解其研究现状 ， 揭示其演进的深层机

理 ， 提出现有研究的问题与发展建议 。 旨在明晰建筑学人如何基于时代背景 ， 重拾生土建筑研究的现实意

义 ， 反思人类生存发展的真正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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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以来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人们注意

到科技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幸福生活 的同时 ， 也带来

了
一些灾难性的后果 ： 其一 ， 生态环境的破坏和 建

设的无序开发 ， 使得人居环境 日益恶化
；

其二
，

对

资源无节制地消耗 ， 使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 。 这些

现实不断地提醒着人们 ， 人类在获得极大物质享受

的同时 ， 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在不 断恶化 ， 而这种 以

牺牲 自然生态为代价来换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发展

模式却威胁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继续生存 。 在这

种背景下 ， 人类开始反思 自己的所作所为
，

不得不

为子？小后代着想 ， 重新思考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

而在这层关系之 中 ， 建筑营造是人类与自 然发

生关系的重要链接环节 ： 人类通过从自然界获得材

料 ， 通过科学技术对其进行加工 、 搭接形成立于自

然之中的生产与生活的必需品 。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

之中 ， 人类所崇尚的科技文明扮演了
“

为虎作伥
”

的角色 。 其实这
一

切来 自于人类 自我的需求层级的

不断升级 。 在改革开放近 ４０年的过程之中 ， 人们的

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长足的提升 ， 然而地区差异性

十分明显 。 因此 ， 学界开始将 目光重新投 向生土建

筑 ， 期许能够从中获得启发
，
找到可以解决当下问

题的智慧所在 。 那么 ， 对于传统生土建筑的研究就

显得更为必要了 。 我们应该对传统生土建筑的研究

路线进行系统的梳理 ， 总结其研究的历程 ， 并且积

极的思考未来生土建筑发展的路径 。

在国外 ， 生土建筑的概念出现得较早 ， 它指的

是用未经火焙烧的土壤 （ 如粘土 、 砂土等 ） 作为材

料所建造 的建筑物 。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 这一概念传

到国 内 ， 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 。 它同国内 的夯土或

土坯建筑极为相似
，

许多国家 的夯土大都是用移动

的木模分层进行夯筑 ， 也有简 单地直接用湿土堆筑

起来的 ， 在国内被称为
“

版筑
”

或
“

干打垒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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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建筑学会生土建筑分会活动大事记
一览 （ １ ９８０

－

２ ００２年 ）

时间 地点 事件

１ ９８０年１ ２月 甘駐州 窑洞及生土建筑调研组成立大会

１ ９８ １年６月 陕西延安 窑洞及生土建筑第 １次学术讨论会

１ ９８２年９月 河 县 窑洞及生土建筑第２次学术讨论会

１ ９８３年４月 甘肃兰州 窑洞及生土建筑协调会议

１ ９８４年１ ０月 新疆乌鲁木齐 窑洞及生土建筑第３次学术讨论会

１ ９８５年１ １月 北京 国际生土建筑学术会议

１ ９８６年１ ２月 福建福州 窑洞及生土建筑科研协调会议

１ ９ ８９年１ ０月 甘肃兰州 窑洞及生土建筑第４次学术研讨会

１ ９９４年７月 甘肃兰州

１ ９ ９９年９月 陕西西安 第 ８届 国际城市地下空间与生土建筑学术研讨会

２ ０ ００年９月 甘肃兰州 生土建筑分会第５届代表大会 ＳＢ２００ ０年学术年会

２００ １年 １ ０月
？

２ １世纪可持续发展与生土建筑的未来
”

主题考

察调研活动

２ ０ ０２年５月 甘肃兰州 生土建筑与生态坏境学术研讨会

２ ００２年９月 福建龙岩 分会学术年会轚福建土楼建筑文化学术研讨会

事件具体内容

六大窑洞区除河北省外 ， 各省 、 区都成立了研究分会 ， 由我国著名规划大师任震英出任会长

５０多人参加 ， 提供了２７份调查报告 、 专题论文和探讨性文章

７０多人参加 ， 提供了
５３份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

３７人参加 ， 传达陈云同志关于
＂

把窑洞搞好了是
一

项很重要的工作
”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有

关会议精神

７９人参加 ， 提供了３２份专题报告和学术论文 ， 还有７００多张幻灯片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会议提供了
一

＾ 《 中国窑

洞》 电视录像片

１ ７４人参加 ， 编辑了７０篇论文的
“

论文选集
”

， 其中中国学者的论文３８篇

５０多人参加 ， 会议部署了下
一阶段的窑洞及生土建筑调研工作

７８人参加 ， 茶谷正阳先生等 １ １名 曰本学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 会议通过了 《中 国建筑学会窑洞及生土建筑分会

章程 》 和全体代表的倡议书

窑洞及生土建筑分会正式更名为生土建筑分会 ，

彳
壬震英任理事长

侯继尧和王军编著的 《 中国窑洞 》
一书出版 ， 举办 《 中国黄土离原风情与聚居环境 》 摄影展 、 《 延安枣园村窑居

环境及住居模式 》 研究成果图片展和 《 漘代窑居村落
——

山西省汾西县师家沟窑村保护与发展规划设计 》 的毕业

设计作品展等

２００多人参加 ， 产生了第５届理事会 ， 征篥了３２篇学术论文和专题报告 ， 总结 了２０年来生土建筑的研究成果 ， 指

出了未来生土建筑研究的发展方向

分会理事长李祥源等专家
一行人 ． 赴陇东 、 陕北及晋西Ｊ ｂ地区进行专题考察

８０多人参加 ， 学术交流内容从整体上揭示了生土建筑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８０多人参加 ， 是针对
“

福建土楼
”

建筑风格 、 文化内涵的一项专题会议

而在当今 ， 生土建筑是一种就其建造材料而定

义的一类建筑 。 生土材料 ， 指以原状生土作为主要

原料 ， 无需焙烧 ， 仅需简单加工便可用于房屋建造

的建筑材料 ， 其传统形式包括夯土、 土坯 、 泥砖 、

草泥 、 屋面覆土 、 灰土等Ｍ 。

生土建筑的概念从学术研究之初
一

直延续至当

代 ， 其含义的内核基本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 窑洞 、 地下建筑以及土墙房屋

等建筑类型都属于
＂

生土建筑
”

的范畴
１ ３

１

。 而从建

筑材料的选择上其涵盖的内容则更加广泛 。 从概念

的历史比较中可以看出 ， 生土建筑的硏究无论从建

筑类型的研究还是建筑材料的建构方面的界定都更

加多元化了 。

一

国 内 生土 建筑研究的历史与 现状

国内对于生土建筑的研 究历史按照研究 成果

可 以分成 三个阶段 ： 起步阶段 、 发展阶段 与瓶颈

阶段 。

１ 第
一

阶段 （ ２０世纪３ ０年代一 ６０年代 ）

２ ０ 世纪３０ 年代 ， 中国建筑史学家龙非了教授

结合当时考古发掘资料 ， 对河南 、 陕西 、 山西等省

的窑洞逬行了考察调研 ， 撰写了 《 穴居杂考 》

一文

（
原载于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 第 ５卷第 １ 期 ）

［

４
１

。

其中对中国窑洞建筑的论述应该算是对国内生土建

筑最早的研究 ， 也被国内视为对于我国传统 民居最

早的研究 。 因此 ， 生土建筑与民居建筑在内容涵盖

上存在一定的交集 ， 并且在这个时期生土建筑是以

民居建筑的
一个类型而存在的 。

新中国成立后 ， 从 １ ９５３年到 １ ９６５年 ， 中国建

筑研究室对于国内的传统 民居建筑展开了调查与研

究 ［

５
）

。 １ ９５７年 ， 刘敦桢教授在 《 中国住宅概说 》

一

书中以窑洞为中国住宅的
一种特殊类型的观点论述

了河南的窑洞民居 （ 图 １ ） 。 １ ９５８年中国建筑理论

及历史研究室南京分室的张步骞 、 付高杰 、 杜修均

三位学者撰写了论文 《河南窑洞式住宅 》 ， １ ９６５

年中国西北建筑设计院的王孚工程师撰写了 《陕西

省窑洞建筑调查报告 》 和 《陕西宝鸡地区黄土窑洞

调查报告 》 ， 但上述三篇论文均只在内部交流 ， 没

有公开发表 １

６
１

。

值得提及的还有位于西北地 区的学者对于生土

建筑散点式 的硏究 ， 如 １ ９５ ７年冶金建科研究院西

北黄土建筑研究组在陕西的三原 、 岐山 、 汉中 ， 河

南洛阳和甘肃兰州等地作了调查 ， 形成了各地的综

合报告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陈耀东 、 陈振声 、 杨

开元通过实地的调研对甘肃的兰州民居逬行了较为

系统的踏勘与硏究［

８
１

。 崔树稼与韩家桐 、 袁必堃先

生也分别对青海东部庄窠民居 以及新疆传统民居进

行了专业论述 ｌ

９ ’１ ｛）
］

。 之后侯继尧先生又对陕南民居

进行了调研与整理 。 此后 ， 研究工作随着文化大革

命开始而停止 。

２ 第二阶段 （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一

２ １世纪初 ）

这个时期 ， 我国开始对生土建筑系统地有组织

地展开研究 （ 表 １ ）＼１ ９８０年 ， 中国建筑学会在

兰州成立了窑洞及生土建筑调研组 ， 这是改革开放

之后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以生土建筑为研究对象的学

术组织 ， 也是当 时全国生土建筑研 究最为权威的学

术研究组织 。 它的成立标志着以建筑学专业 为主的

生土建筑研究开始走向系统化。 之后 ， 任兰州市副

市长的任震英倡导改良窑洞建筑 ， 在白 塔山后山 揖

峰岭坡面上 ， 因地制宜地利用陡峭沟壑建起了 

５０孔

新式窑洞居室 （ 图２ ）
。 随后 ， 在中国建筑学会的支

持下 ， 在延安 、 河南巩县及乌鲁木齐又召开了三次学

术讨论会 ， 汇集了关于窑洞及生土建筑方面的百篇以

上学术论文 ， 还汇编了甘肃 、 宁夏 、 河南的窑洞及生

土建筑论文专集与中国建筑学会窑洞及生土建筑调研

组活动纪实 大屋学者通过 《建筑师 》 《建筑学报 》

《建筑知识 》 《科技导报 》 《村镇建设 》等杂志平台

登载了关于乡 土建筑的论文 。 尤其是在 １ ９８ １年 １ ０月

《 建筑学报 》 杂志以
“

窑洞及生土建筑
”

专栏的形

式 ， 对西北生土建筑进行了专题介绍
，

这股热潮标志

着生土建筑研究的再次复兴 （ 图３ ）

１

１ １
１

。

１ ９８５年是一个转折点 ， 在北京首次召开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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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生土建筑会议 ， 预示着这时 国内 的生土建筑研

究开始走向国际的视野 （ 表 ２
）

。 在此期间 ， 还取

得了
一些关键的科研成果 ， 比如荆其敏先生编写了

《 生态家屋
——世界传统民居 》

（
１ ９ ９６年 ） ， 杨

志威和王文焰合作研究的
“

八五
”

科研课题 《黄土

窑洞防水技术研究总结报告 》 通过了部级专家鉴定

（ １ ９９９年
）

， 生土建筑分会委托兰州铁道学院工

程结构研 究所主持完成了以甘 肃省技术标准颁发

的 《甘肃省黄土窑洞设计与施工规章 （ 试行 ） 》

Ｍ ９９９年
）

。 尤其是 由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会重点

资助 的科研项目 《黄土高原绿色建筑体系与基本聚

居单位模式研究 》 于２ ０ ０ １年５ 月 通过验收 ， 并被

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
该项目 由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 、 中国建筑学会的周若祁及分会王军等共 同完

成 ； 由该顷 目建造的新５代窑居
“

枣 园新村
”

已在

陕北广泛推广 （ 图４ ） 。

在此期间 ， 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

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 、 中 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

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 、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相继成

立 ， 在同生土建筑学会并行的学术研究之中也皆有

对生土建筑研究的涉猎 。 这也是生土建筑研究逐渐

深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 以广大高校师生 、 设计院相

关研究人员为主体的研究队伍 ， 开始对国内的传统

民居建筑进行卓有成效 的研究工作 ，

并且出版了大

量调研报告 ， 从保护生态 、 节能节地以及城乡 建设

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研讨中国窑洞对未来建筑学发

展的启迪与借鉴 。 中国民居研究开始走上有计划 、

有组织地进行研究的时期 。

３ 第三阶段 （ ２ １世纪初至今 ）

２０ ０２年之后 ， 生土建筑学会 的学 术活动有所

间断 ， 直至２ ０ １ ４年 １ ０月 ， 第六次全体代表会议在

兰 州市 召开 。 ２０ １ ５年 ９月 又在郑州召开了生土建

筑学术年会
，

但此次大会后未出版论文集 。 相较于

前期传统民居研究的如火如荼的态势 ， 可谓门庭冷

清 。 然而就是在这个瓶颈阶段 ， 国内仍然涌现出一

大批建筑学人 ， 如科班出身的建筑师王澍以及民间

建筑师任卫中等 ， 无论是在学术理论还是在落地实

验方面 ， 都做出了重要探索 。 此文以西北地区的一

些专家与学者为例展开分析 。 西北地区生土建筑方

面研究主要来 自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刘加 平教授 、 王

军教授及穆钧教授为主的学科团队 ， 以下就他们在

生土建筑方面的研究进行简要概述 ， 以此管窥国内

生土建筑研究工作者从多方面进行探求的现状 。

通过分析刘加平教授及其团队的 博士论文成

果可以看出 ， 其研究方向主要以绿色建筑技术为核

心 。 其结合西北地区的气候特征 ， 针对传统民居建

筑的室内外环境进行舒适度与节能生态可持续的设

计研究 ， 从不同专业角度对传统乡土建筑材料的优

化研究 、 对传统 民居生态经验的挖掘逐渐上升到以

绿色建筑技术体系为核心的技术文化理论层面 ， 并

最终在乡村生土建筑新民居的示范与集成方面形成

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因应关系 。

从王军教授团队的博士论文成果分析中可以看

出 ， 其总体的研究方向扎根于西北地区 ， 以传统乡

村聚落与传统民居为对象 ，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不同

时效背景 ， 使用田野探勘及文献研究为主要研究方

法 ， 借鉴绿色生态理念与技术体系作为发展与更新

模式的理论支撑 ， 结合建筑学专业对传统民居营造

模式进行总结 ， 之后对传统民居的适宜性更新模式

进行设计探讨与示范 ， 在新民居以及乡 村绿色社区

营造方面进行了扎实的研究与积极的探索 。

穆钧教授则是现代生土建筑研究方面的专家 。

近年来 ， 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无止桥慈善基金会

委托 ， 穆教授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周铁钢教授在西

部贫困农村地区开展了多项农村扶贫建设和示范研

究项目 。
其中

， 他们以现代生土绿色建筑设计与营

造技术相继完成毛寺生态实验小学 、

“

住建部马鞍

桥村灾后重建综合示范
”

两个项 目 ， 并且先后斩获

两届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建筑奖 、 两届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传统创新奖 、 首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

建筑奖等多个国内外专业奖项 。 还先后于２００９年 、

２０ １ ４年出版 《抗震夯 土农宅建造图册 》 《 新型夯

土绿色民居 》 两本夯土建造指导手册 。 两本指导手

册 ， 从传统夯土营建技艺的本体研究
一直到后续的

科学实验 、 技艺整体提升 ， 其绿色可持续的夯土营

建模式为生土建筑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 。 此

外 ， 其对于传统生土建筑营建技艺的优化与传承 ，

以及其所做示范项 目的方式方法都值得借鉴 。

二 生土建筑研究演进 的 内在机理

在 １ ９４９年建国到 １ ９７９年改革开放的３０年间 ，

除去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
，
国家一直处于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基础阶段。 因此 ， 建筑的基本建设仍然

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 ， 新建建筑相对较少 ， 提倡因

２ 任震英与其示范的生土窑洞

３１ ９８１年 １ ０月 《建筑学报 》 刊发生土建筑专栏

１ １ ６１
／
２０ １ ８

新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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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建筑学会生土建筑分会国际交流
一

览 （
１９８０－２ ００２年 ）

＿ 地点 国际交流 交流具体内容

１ ９８５年１ １ 月 北京 国际生土建筑学术会议 编辑了含７０篇论文的论文选集 ， 其中外国学者的论文３２篇

１ ９８９年 １ ０月 甘肃 窑洞及生土建筑第４次学术研 以茶谷正阳先生为代表的 １ １名 日本学者也参加了

兰州 讨会

１ ９８ １
—

１ ９８９年 以青木志郎先生为代表的曰本中国窑洞考察团曾先后７次来华考察访问 ：

美国吉迪思 戈兰尼先生也曾先后 ５次来华进行窑洞建筑研究 ；

日 本东京工业大学专门派出研究生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习窑洞建筑

１ ９８６年９月 曰本 日本建筑学会成立 １ ００周年庆 任震英先生受邀 ， 并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典及生土建筑学术交流大会

１９９０年 １ ０月 美国 第６届
“

土坯９０
”

生土建筑国

际保护会议

侯继尧先生受邀 ， 并在大会上宣读了 《生土 ？ 文化 ？ 建筑 》 为题的论文

１９９２年９月 北京 中 日传统民居学术研讨会 侯继発ｆ ｔＫＰｆ夹两位先生参加了会议 ， 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

１ ９９５＾９月 法国 第６届地下空间与城市设计国 侯继尧先生担任分会会场主席 ， 并宣读了 《 中国窑居环境质置的改善与开

际会议 发 》 论文 ， 并播放了 《 中国窑洞民居 》 电视专题片

２００１ 年６月 中国 学会副理事长王军教授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 主讲 《黄土高原窑洞民居 》

香港

２００ １年６月 ８ 曰 中央电视台
“

东方时空
”

《直 现场直播陕西米脂县刘家峁姜家大院窑洞庄园 ， 由分会副理事长侯继尧介绍

播中国 》栏目 中国传统窑洞民居

２００ １年８月 陝西 吴恩融等４人同分会副理事长王军赴陕北、 榆林 、 延安 、 淳化等地考察窑

居 ， 并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签订联合研究
“

山地窑洞人居环境
”

的

课题

地制宜 、 就地取材 、 土洋结合 、 节约三材等方针 。

在６０年代 ， 经济十分紧张 ， 为了节约造价而提倡干

打垒 ， 注重土坯建筑墙体承重的运用
１ ７

１

。 各地区的

建筑设计院对于地区内就地取材的生土墙体的安全

性以及耐久性做了硏究
ｎ ３

ｉ

， 并且作为实验运用到实

际的设计项 目之中 ｉ

１ ４
］

。 在７０年代对农村建筑和地方

风格的强调 ， 以及近年来对生土建筑的重视 ， 促进

了对生土建筑的发展 ｎ ５
］

。 可以说这个时期的生土建

筑研究的发展是建立在国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背景

下的必然 ， 是建筑建造上的刚性需求 。

从 １ ９ ８０年开始 ， 国家经济 开始逐步进入 市场

化经济 。 商品房买卖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已经 开始 ，

１ 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土地税的收入成为地方政

府经济的主要来源 。 而 １ 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却促

使国内继续扩大 内需 ， 此时国内的房地产业才初具

规模 。 １ ９９８年 ， 国发
［

１ ９９８
］２３

号文
２

的颁布宣告了

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新的住房制度的开始
［

１ ６ １

， 并

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 。 直到 ２ １

世纪初叶 ， 国家为了抑制房价过高和过快上涨 ， 从

２００３年开始至今进行了多方位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

控 ， 但是收效甚微 ， 大约在２０ １ ０年前后 ， 才真正起

到删 【

１
７

］

〇

而在这样
一个相对复杂的经济时段内 生土建筑

的研究经历了发展到瓶颈的阶段 。 同时 ， 中国房地

产业迅猛发展背景下经济杠杆作用对于生土建筑研

究的连锁反应机制变得 明晰 。 首先 ， １ ９８５年生土

国际会议的召开使得国外的专家与学者对于中国生

土建筑有了更多关注 。 曰本 、 美国和比利时以及 第

三世界国家等很多学者来我国对生土建筑尤其是窑

洞进行考察 ， 并且基于世界范围内 的能源危机 、 环

境污染和人口爆炸等问题倡议各国向中国的传统窑

洞营建学习 。
一直到２？世纪末 叶 ， 由外至内的深厚

学术研究氛围笼罩着整个生土建筑群体 ， 而建筑学

会也对此阶段的学术硏究的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

另外 ， １ ９ ９９年北京 国际建协 大会的 召开 ， 使得建

筑界接受了来自 西方的当代建筑思潮 ， 随后 中国也

逐渐成为国际著名建筑师的实验场 。 伴 随着大众对

明星建筑师标志性的设计趋势的追捧 ， 生 土建筑的

研究走 向了边缘化 。 ２ １ 世纪 ， 国 家房地产业膨胀

式发展 ， 城市建设需要更大 盪的建筑设计人才 ； 同

时 ， 这一时朗国家经济格局 的巨变促使建筑院校不

断扩张 ， 形成了为培养建筑工程设计 人才为核心的

办学模式 ， 而这恰恰成为了生土建筑研究边缘化的

最根本原因 。

２ ００８年５ 月的汶川 大地震 ， 对生土建筑的发

展形成了巨大冲击 ， 尤其是在人的思想意识层面 ，

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居住使用者 ， 普遍认为生土建筑

是一种不安全的建筑类型 。 时至今 日在很多地方这

种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 这在２ ０ １ ６年对于甘肃省乡

村住房的危改认定之中有明显的体现
——当地普遍

将
“

土房子
”

认定为
“

Ｃ类
”

以上危险级别的改建

房屋 。 地震灾害放大了人们对于生土建筑缺点的认

识 ， 却又忽视了其在节能等长远发展 目标上的优

势 。 这种意识对于生土建筑发展形成了巨大 的阻

力 ， 致使近期住建部推行的新型生土建筑示范项 目

也举 步维艰 。 面对这种现实 ， 作为研究此领域的

建筑学人 ， 似乎有点
“

行世界之大不韪
”

， 逆势而

为 ， 形成了争议局面 ：

一边是政府提倡危改 、 搬出

窑洞 ，

一边是学者呼吁留住乡愁 、 保护传统村落 。

这些不同的思路在乡村社会是比较矛盾的 ， 并没有

形成十分清晰的正确观念。 而这种现象尤其存在于

建筑学人的硏究之中 。 对于社会现实来说 ， 生土建

筑普遍 存在不安全的因 素 ， 而 对其进行研究 、 深

化 、 芫善 多停留在建筑材料 、 建筑结构等土木学

科领域 ， 因此显得现今建筑学科
“

心有余而力不

足
”

； 而就建筑学本身而言 ， 对于当前这种瓶颈状

态 的认识则缺少系统性 ， 没有 回到 建筑的
“

材料 －

改 造－ 结构
”

这一完 整体系的研究之上 ， 或者说是

学科分类过细导致相关学科间严 重脱节 。 同时 ， 没

有抓住生土建筑其
‘４

生态建筑
”

的核心发展愿景进

行充分的挖掘 、 完善 ， 因而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

都缺少开拓性 ， 这与当前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意匠

的再认识以及绿色建筑的适宜性研究没有很好结合

有很大的关系 。

从 ２０ １ ２年开始 ， 重度雾 １１在全国各大城市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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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 ， 甚至波及到了转型之中的乡村 。 在人们发觉连

自然 呼吸都成为
一种奢侈之后 ， 才开始反思我国粗

放型发展的经济 ， 反思 国内出现的奇奇怪怪的建

筑 ， 于是其貌不扬的生土建筑与破旧的传统乡村便

成为了人们寻求的庇护之所 。 从２０ １ ２年开始 ， 囯家

连续三年评选出了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２５５５个
［ １
８

１

；

也就是在２０ １ ２年
，

具有乡土情怀的文人建筑师王 清Ｊ

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人 。 凡此种

种
， 都预示着一个以生态发展为 目标的建筑新时代

的到来 ， 同时又
一

次地给生土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历

史的契机 。

三 生土建筑研究发展与展望

通过回顾建筑学专业对于生土建筑研究的三个

历史阶段
，
明晰了其发展演进的深层机理 。 面对当

下的现状 ， 生土建筑研究还需要解决如下问题 。

（
１）
地域范围 从地域范围来看 ， 生土建筑

研究主要集 中在西北地区的大部分黄土地带以及福

建地区
（
土楼建筑

）
。 其实 ， 对于生土建筑本体研

究而言
．

这是一种较力狭义的看法 。
综观中国建筑

的历史 ， 常常强调中国木结构体系的核心地位 ，

却

忘却了中国建筑
“

不只是木
”

而是另外
一种重要材

料
“

土
”

的建筑体系架构 。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

生土建筑的研究范围可以继续拓宽与深入
，
形成一

种与
《

木结构
”

体系相并列的
“

土结构
”

建筑体

系 ， 从而还原中国建筑发展历史的真实面貌 。

（ ２ ） 研究历史 从历史来看 ， 生土建筑的研

究主要是立足于審洞 、 夯土 、 土述三种类型的本体

研究 ， 而对于生土建筑类型关 系的历史纵向发展

与演进机理的研究尚不够清晰 。 主要表现在如下三

点 ： ①各自本体系统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

②缺少

各种类型之间的演进关系的研究 ；
③缺乏将整体生

土建筑体系放在亚洲或是世界的演进范围之内的演

变机理研究 ， 以致于中囯生土建筑体系无法形成强

有力的实证理论支撑 。

（
３

） 硏究现状 从生土建筑的研究现状来

看 ， 对于生土建筑研究来说 ， 现在单一的建筑设计

研究显得单薄 。 其后续的研究需要联合其他学科进

行合作研究。 现今以生土建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学

者多来自于材料学科 、 土木建筑学科等＇而建筑

学科似乎没有了用武之地 ， 很多研究生土建筑的专

家与学者逐渐将方向调整至乡土建筑的硏究范畴 。

（ ４ ）
发展趋势 从生土建筑发展 的趋势来

看 ， 其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时下与未来都是具有可

行性的 。 但最重要的一点 ， 同时最难做到的一点

是 ， 面临着雉以解决的现实问题 ： 如何在当下及未

来调整方略 （ 政府政策导向何力 ）

９ 如何从建筑营

建的根本上做到对环境生态的关注 ， 并从生土建筑

之中获得这一理念支撑
（
设计思维导向何为 ）

９ 如

何让 囯内的 民众对这一生态理念接受并有效运用

（
民众集体意识何为 ）

９

四 结语

现如今 ， 囯内的生土建筑大多存在于偏僻的乡

村 。 由于现代营建方式方法的逐渐普及 ， 政府政策

主导下的新农村膨胀式建设的后续影响并未消解 。

因此 ， 在当下国家注重传统文化传承的背景下 ， 乡

村建设正处于一种调整方略的历史阶段
，

如何进一

步明确该阶段以及未来生土建筑的研究发展方向显

得格外重要 。

其实 ， 早在 １ ９９４年 ，

荆其敏教授谈及生土建

筑的时候就已经提到 在２０世纪末 叶人类生存环境

不断恶化下的生土建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 。 其

强调工业化与城市化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发展后遗

症
，

并旦提出古代人民选用生土建筑所富含的生存

智慧 ［
１ ９

］

。 然而
，

从当下国 人的生存环境来看 ， 这

种说法并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 ， 以致２ ０余年

之后 ， 漫步于大多数城市之中 ，

却不敢呼吸其
“

文

明
”

的味道 。 可见 ，

生土建筑所涉及的问题已远远

超出 了它本身作为一种建筑类型的研究范围 ， 而是

已经上升至
“

生态伦理学
”

的哲学研究内涵 ， 其思

想内涵直指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根本 。

因此 ， 生土建筑存在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需

要重新审视
；
政府相关部门也应该加深对于美丽乡

村内涵 的理解 。 而建筑学专业的能人志士则更要树

立正确的建筑观 ， 客观地对待传承千年已久的生土

建筑
，

真正汲取其生存智慧并将之运用到现代建设

之中 。 力争做到从政府到 民众
（
纵向关联 ） 、 从建

筑学科到其他学科
（
横向关联 ） 的全方位的通力合

作 ， 完成生土建筑从
一

种 隐含的 、 原始 自发的
“

生

态思想
”

到当代突显的 、 集体主动意识的
“

生存法

则
”

。 只有如此
，

生土建筑才能以其适宜性的面貌

重新回到人们 的生产与生活之中 ＾ □

图片来源 图１ 扫描 自刘敦桢 《中国住宅要说 》 （

１ ９５７

年 ） 书籍封面 ， 图２引 自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ｄ ｘｂｅ ｉ ｃｏｍ

／
ｔ ａｇｓ

ｐｈｐ
７
／
任震英／ ；

图３扫描自 １ ９８１ 年 １ ０月 《建筑学报 》 杂志封

面 ， 图４扫描自周若祁等著的 《 绿色建筑体系与黄土高原基

本聚居模式 》 （
２〇〇７年 ）

封面。

注释

① 此表根据 中国建筑学会官网对于生土建筑分会的介绍

整理而成 。 参见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ｃ ｈ ｉ ｎ ａａ ｓｃ ｏｒ

ｇ／ ｈ ｔｍ
ｌ ／

ｚｏｕ
ｊ

ｉｎｘｕｅｈｕ ｉ／ｚｈｉ ｓｈ ｕ
ｆ
ｅｎｈ ｕ ｉ／２００ ７０４ １９／８ １ｈ ｔｍ ｌ 〇

② １ ９９８年７月３号 ， 《 囯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

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 （
国发

［

１ ９９８
］２ ３号 ）

， 发

布这一通知的指导思想是 ■

稳步推进住房商品化 、 社会

化 ， 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国情的

城镇住房新制度 ；

加快住房建设 ， 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 ， 不断满足城镇居民曰益增长的住房需求 。

同时决定 ， １ ９９８年下半年开始停止住房实物分配 ， 逐步

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 至此
， 我国实行了近４ ０年的住房

实物分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

③ 饫安大学王毅红教授在 １ ５年发表的 《我囯生土结构

研究综述 》 ， 从生土材料的化学改性和物理改性 、 生土

墙体力学性能的试验研究 、
生土结构抗震性能的试验研

究 、 既有生土结构房屋抗霹加固改造方法的研究等方面

综述了我国生土结构的研究现状 ， 并对研究的成果作了

简要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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