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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坪羌寨聚落景观与民居空间分析
张青，垒惠民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北京100022)

摘要：为了反映羌族这个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建筑形式及其透射出的文化语义。首先分析了羌族民居的背景因

素；通过实地考证，列举了一定数量的实证素材，并结合宗教r历史、民俗、社会、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展开．从

使用功能和精神需求两方面进行丁建筑学方面的研究，发掘出这一特殊民居形式与其文化内涵之间的关系．分

析结果表明，一定地域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厦其文化内涵直接产生出相应的建筑形式．为当代建筑设计提供了一

种设计思路． 一

关t词：建筑；民居；羌族

中田分类号：Tu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号：0254—0037(2002)03—029卜04

l 桃坪羌寨背景因素

桃坪乡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境内、贡嘎山脉的东俺、岷江上游支流杂古脑河北岸的河

谷内，海拔最低1 440 m，最高2 500 m．由于地处高山峡谷地带，四季分明．气候的典型特征是：降水稀

少，日照强，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w．

桃坪乡所在地区为羌族聚居区．羌族是中华民族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3 000多年前的殷商时

代他们就已经活跃在我国的西北部了．隋唐以来，羌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来到了岷江上游一带定居，

直至今日．羌族人民的生产活动基本以农业生产和经济果木种植为主，以家畜养殖为辅．这反映在民君

建筑中则为要有饲养家畜、贮藏及晾晒粮食的空问．羌族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中心，有三世、四世同堂

的现象．这种家庭生活方式反映在建筑上则为一栋为一家人所住，且屋内火笼面积较大，以满足一家人

吃：住、休息、聚会等．羌族为泛神信仰民族；众神都以白石为象征，供于屋顶的中央与两侧”1．

2 桃坪羌寨聚落景观分析

桃坪羌寨坐落于河谷之中，这就深刻影响着它的总体布局以及建筑艺术的丰富性，除了环境脉络的孕

育外，它又在变迁中形成了与其他地域相区别的既有个性、形式多样，又灵活多变、高度自由的村寨风貌．

2．1碉楼——村寨的心脏

碉楼的主要功用是晾望与防守，因此，碉楼太都处于地势险，视线好的地方．它的防御功能再加上它

高耸威严的特殊造型。极易使人产生依托感；于是，便形成了以进入碉楼的距离、时间长短为依据，以相互

支持、相互照应为准则的村寨聚落景观构成．碉搂面向杂谷脑河，背靠大山，民居环碉楼左右、背后而建，

并层层向后随坡地拔高，形成了非常壮观的空间气势和空间层次．在以其为核心的前提下，村寨内部亦有

道路、水渠、磨房、过街楼等的交叉点形成的若干。节点空间”，它们有力烘托了以碉楼为中心的空间格局．

它以位置，形体、尺度．材质、色彩和背后民居形成强烈对比，主宰着空间的收放、聚合、层次、错落与节奏

收稿日期：2002-03．04．
作者简介：张青(197卜)，女，助教，本科

  



』些——————————————————生室三些查兰兰塑 !!!!生

而背后山脉的蜿蜒，前面宽阔河各的气势，则更加强了村寨民居

组团以碉楼为中心的凝聚性(见图1)．

2．2水渠——村寨的血脉

水与生命世界有着不解之缘．我国羌族人民利用岷扛支流

溪水的丰满、与溪流的落差来满足日常用水，于是构成了村寨的

水系特色．

桃坪羌寨是以水渠发育最为成熟的村寨之一．水渠的古老

特色体现在水路流向的多功能考虑以及和道路并行；这是既利于

生活，又利于防御的成熟布局形式．寨内的空间变化全因水渠而 圈1挑坪羌族碉楼与民居

产生，使空间错落有致．石、术、水3种材料侨调配置．天然成趣，使村寨在水渠的点缀之下充满了活力与

情趣．为了生产、生活的便捷，羌人适时把明渠转人暗渠．它们与道路走同一路线，路边即为水渠．有的

全隐闭，有的时隐时现，有的则完全开敞．这水的“一进”与。～出”构成了聚散水流、人流、水渠、道路同步

发展的空间形象．

为了方便汲水或洗衣物，在寨内较宽的十字道路中间做敞开式水渠．水渠的周围用大块石条砌筑成

平台与踏步，方便使用．另外，附近还留出了一个较宽敞的空间．这样，既方便人们在这里汲水，又不至于

影响交通，且起到了丰富景观变化的作用．桃坪寨的街巷空间异常封闭猿窄，人们处于其中总不免有单调

与压抑的感觉，而这几处小节点空间的穿插，则打破了单调的布局而增强了节奏感．具有线状空间形态的

街巷空间与点状空间形态相结合，则加强了抑扬顿挫的节奏感．

2．3道路——村寨的骨架

桃坪羌寨的道路系统主要分地面形式与空中屋顶式两种．

2．3．1地面形式

寨内的地面形式主要有街与巷两类，它根据人们的需要并结合地形特征，构成了主次分明、纵横有序

的村寨交通空间．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制约，桃坪羌寨的街道比较窄，这样就可以节省居住占地并可免

于受烈日的暴晒，使街道经常处于阴影之中．在羌寨的道路系统中，巷与街共同组成了交通网络．桃坪羌

寨的街窄，巷子就更窄．在这里，界定这种空间的界面多为建筑物的山墙．因为夏天酷热，冬天冷且风大，

山墙上开窗很少，而且小，致使巷道空间成为一种超狭窄、超封闭的带状空间，便显得深．人们由村外经村

口而进至街道空间，再由街道空间转而进入巷道空间．最终走到自己家的宅院人口处，可以说是经历了一

个完整的空间序列；它是从自然空间向人工限定空间的转换，从宽敞空间向窄小空间的转换，也是人公共

性向私密性的转换．上述序列，同时还经历由静至闹，再由闹转静的过程(见图2)．

在道路交叉的寨中心，四周民居高耸使其成为半封闭状态，便出现了一种天井似的道路枢纽空间．羌

人在这一空间搭建过街楼来扩大房屋面积，展示其建筑文化．在空间组织及材料的应用上，力图以木结构

与石砌技艺的完美结合，暗示一种空间修养与财富的表现，成为寨子中工艺最精湛的部丹，也成为文化含

量最丰富的中心空间．过街楼在羌寨道路系统中广泛使用可以减少阳光对地面的直射，保持地面的相对

湿度．夏天可纳凉，冬天则保暖，并且利于防御，只是采光不利．从空间层次上看。人们穿过它必须经历三

重空问层次，即由开至合、再由合至开，由亮至暗，再由暗至亮等过程．这些，都对人们的心理和视觉感受

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桃坪寨巷道本来就很窄，加之过街楼横架其上．就更加强了它的封闭性，特别

是在过街楼下的那一瞬间，人们的视野极度收缩，待穿过它之后，顿觉开朗，从而可收到小中见大的效果．

这种情况颇类似中国古曲园林，即以更小的空间来村托小的空间，借二者之间的对比作用以造成某种幻

觉，使小者不觉其小(见图3)．

2．3．2空中屋顶式

羌族村寨道路除主要的地面形式外，在空中也形成另一种道路．它的产生原因是基于战时互相支援

的考虑．空中屋顶式的产生基础是平顶屋家家相连的顶部晒台．一个寨子的屋顶除晒粮食、贮物及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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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太阳与集体防御外，同时成为道路，使家家相连．如果说地面道路使人感到封闭甚至有些压抑的话，那

么这空中的道路则与天为伴，可以尽览大自然的美丽景色，与地面道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是羌族民居中

的一大特色(见图4)．

围2寨内的巷道 图3寨内的过街楼 图4寨内的空中道路

3 桃坪羌寨民居空间分析

3．1布局特点

传统的羌族民居建筑一般由5层组成．下面以桃坪寨杨步华家为例说明：第l层是羌族民居底层．

由于岷江上游的气候影响，它不同于西南干栏建筑底层开敞的特点，而是用石块封闭了四围．封闭的墙体

既加强了承重能力，又使底层的使用功能大大增加，以_贮物、养牲畜为主，井设厕所．第2层是民居的主

层，是全宅功能的中心层．堂屋、火笼，灶房及主要卧室都设在该层，平面布局以火塘为中心而布置．第3

层为夹层．由于二层火塘的使用，三层部分架空，用来贮烟，并有木梯通向四层．在人口较多的家庭，三层

也布置卧室．第4层以贮物为主．由于火塘的烟通过架空的三层后可升到四层，故四层多晾制腊肉．第5

层又称照楼；三面封闭，南向敞开；面积只占整个屋顶面积的l，3．照楼常为晒太阳、休息的地方，并且可

暂时堆放未干的粮食；其余大面积的四层屋顶则用于晒粮食．

3．2火塘的意味

火笼是家庭中最重要和特殊的房间，既为老人卧室、全家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又是供奉祖先的地方．

火笼空问是以火塘及神龛为中心形成的．羌族的火塘既是煮食、吃饭，又是采暖御寒的地方；因此，它很自

然地成为了室内日常活动的中心，这就在客观上确立了火塘在火笼空间中的主导地位．它在居住生活中

的重要性促使人们从对它的依赖进而转向崇拜：人不可用脚踩、不可跨过火塘、不可在火塘边吵架⋯⋯尊

崇火塘的另一种变化形式则是对锅桩石的崇拜．锅桩石是摆放在火塘上用以支撑锅的3块白色石头，它

们分别代表不同的神，后改用铜或铁的三足．

羌族民居中火笼的平面布局形式是依照火塘在室内空间中的主导地位而决定的．羌族火塘四周是有

尊卑之分的(见图5)：“上八位’——最好的位置，靠神

龛；常为老人、当家人、贵客坐．。下八位”——“上八

位”对面，次于“上八位’；为家庭中男性、儿子，一般来

客座．。上组呢”——媳妇、孙女坐；这边火塘边有一块

枕石，为加柴、传火之用．“下组呢1——。上组呢”对

面，为女儿、孙子坐．

由上可以分析出：在以火塘为中心的火笼内，神龛

是在火塘北面(且背靠山)，而灶台则置于靠枕石一侧，

以便于烧火、做饭．随着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火塘所拥有的某些基本功能如取暖、煮饭、照明等已逐

渐被其他手段所代替，羌族人也开始使用炉灶来满足炊事用火要求

北《

圉5民屠二层平面

然而，火塘作为一种象征性因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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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存在他们的居住建筑中．可见，火塘的实用意义已莲渐让位于精神意义．

4 羌族民居创作思想

对传统民居建筑创作价值的研究不仅在于它的建筑创作手法，而且还表现在它的创作思想与创作理

念上．羌族民居从建筑创作思想上分析，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4．1 以人为本的创作意识

从桃坪羌寨民居碉房的形式及各层功能的巧妙安排，体现了^们对自己居住环境舒适度的追求；从寨

内水系的规划与安排，可以看到羌人对自己及他人对生活环境自觉的行为约束；从民居建造中共用石墙的

建造方法与对磨房、晒坝、议事坪及跳舞场等的设置则反映了传统民居中互助与交往的社会特征．这些都

充分体现了传统民居的人性创作原则：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本的创作意识．

4．2 兼收并蓄的创作精神

在民居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各民族之问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互相融会是民居建筑发展的必然趋势，

这一点在羌族民居中体现得最明显．从帐幕式的排烟通风、窑洞式对地形的巧妙利用到对干栏式的继承

与发展等足以说明这一点．

4．3因时、因地制宜的创作态度

从羌族民居中咀石砌墙到室内的木装做法都充分体现了因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创作态度．同样

是羌族民居，过去架空的底层关养牲畜，设置厕所；现在随着对卫生要求的提高，人们逐渐把牲畜及厕所设

在碉房以外单独搭建．这一点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民居也在变化．这也是中国民居虽经数千年的洗礼

仍旧具有生命力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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