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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玲玲   梁晓慧

[摘  要] 三江平岩村侗族民居建筑是广西世居民族侗族建筑典型的代表，近年来传统侗族民居建筑因多种因素正在濒临损毁和消

失。三江平岩村侗族村落由一个个单体民居建筑构成，若传统民居建筑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和延续，村落将面临消失的可能。本文对

三江平岩村传统侗族民居建筑真实的生活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旨在发掘目前应当极力保护的传统民居建筑，并找出问题，提出合理

的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关键词] 三江平岩村；传统；侗族民居建筑；现状 
[文献标识号] B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章编号] 1672-7045（2020）8-074-04

1  选取对象原则
平岩村是广西典型的侗族村寨，是著名的AAAA国

家级旅游景区——程阳八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整的

侗族传统村寨风貌和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第

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对平岩村的传统民居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人类发展、迁徙、聚集和村落形成的规律，村

落民居建筑的形成基本遵循由就近水源向远处或是深处

发展的规律。近水源的民居建筑一般地势较低，较容易

受洪涝灾害的影响而受损或倒塌，但也相对便于维修和

重建。广西三江位于桂北与湖南、贵州交界山区，山峦

环抱，造就了侗族民居和侗族村落呈地势高低错落的山

地建筑与村落形态。在地势较高或是在大山较深处的侗

族民居，相比于近水源地民居少受洪涝灾害，但增加了

维修和保养的难度，因此，在形成侗族民居村落的变迁

以及叠加过程中，地势较高的侗族民居一般重建的频率

要小于地势较低的民居。本文调查研究的对象主要选取

离水源地相对较远、地势较高、维修和重建频率较小的

民居（如图1），在最大限度上获取相对较为原始的侗

族民居建筑信息和资料。

2  基本情况
根据侗民迁徙至聚集成寨历史资料记载，广西三江

的侗民居住的云贵高原边缘属于林区，因地理环境和气

候条件适合农业生产和林木生长，尤其是杉木的盛产使

其成为侗族民居建筑的主要结构材料，取材也便利，因

此平岩村侗族民居建筑主要为木结构。

2.1  建筑风格与特色
从侗族村寨形成的历史成因可知，其传统民居建筑

基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以木构架或砖木结构为主的结构

体系；在空间上基本形成了底层饲养牲畜—中间层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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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顶层贮藏的居住层次；在色彩上保持了结构原木

原色，屋面为统一的灰黑色小青瓦。侗族民居建筑无过

多的装饰，形成了其质朴的侗族民居建筑风格和特色。

2.2  平面功能与布局
因平岩村所处地理位置气候温和多雨，空气湿度

大。因此民居建筑一般底层架空防水防潮，架空层主要

为圈养家禽家畜、设置厕所以及堆放杂物等；中间层一

般设置厨房、堂屋、卧室等生活空间；顶层一般用于贮

藏粮食或堆放其他。其中，中间层是居民最常用的居住

空间，底层和顶层基本围绕着日常生活展开。虽然因平

岩村的民居建筑也因地势而建而有一定的不同，如有些

民居坐落在地势较为平整的场地，有些堂屋则直接位于

房屋进门口第一间，有些散养家禽家畜则圈养在房屋周

围等，但是基本的平面功能和布局基本围绕着他们的日

常生活展开，差别不大。

2.3  生活舒适性与便利性
由于平岩村居民建筑结构主要为木结构或砖木结

构，透气效果好，夏季能够及时散热，在室内较为凉

爽。但是对于冬季而言，缺乏保温层的木结构房屋则

非常阴冷，但长期以来，侗族居民有冬天烤火的习惯

（如图2），堂屋或厨房常设有火塘兼顾取暖和烹饪的

用途，基本能够满足居民四季对于冬暖夏凉的需求。然

而从生活舒适性的角度，底层圈养家禽家畜和设置厕所

有较大的气味，夏季粪便发酵还会引蚊蝇进入室内，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它们的生活环境；火塘取暖多用烧炭的

形式，容易造成火灾和形成一氧化碳浓度过高，烟熏缭

绕同样影响室内的空气质量。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

方式，大部分的居民认为生活还是较为舒适和便利。尤

其是近年实现了室内用电和通自来水等，极大地改善了

他们的生活环境，年长的居民更愿意延续这样的生活方

式，而村里的年轻人更趋向于再进一步地改善居住环境

和生活质量。

平岩村老一辈居民基本延续侗族人民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春耕夏收等生活和劳作习惯，现代生活的改变

对他们的影响不大。年轻一代受乡村快速化发展影响较

大，一部分年轻人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一部分年轻人

留守村庄，随着政府对村落进行了改造和升级，旅游业

带动商业化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大大增加了生活舒

适性和便利性，这部分年轻人也能够很好地抓住机会留

在家乡传承和发展。

2.3.1  厨房与饮水

长期以来的生活习惯决定了厨房是平岩村侗族居民

建筑里非常重要的部分，由于侗民的生活习惯，他们更

喜欢自制民族饮食，相比于城市里的居民，在饮食上花

更多的时间，厨房的用火同时也兼顾冬季取暖用途，因

此厨房在日常生活起居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

由于厨房用火和其民居建筑的木结构是对立的关系，因

此，近年来一部分有条件的居民自筹或在政府的支持下

将厨房部分挪至室外独立成室，较之前紧张的对立关系

缓和了很多。同时，随着自来水入户，居民的生活有了

很大的改善，厨房的整洁度与食物的清洁度均较以前有

了很大的进步。

2.3.2  卫生间

经走访调研，部分平岩村沿主街或靠近地势较低的

侗族民居建筑已经进行了较大的改造，排污管道和设施

连接至居民卫生间，这部分居民建筑除建筑平面功能布

局和建筑立面以及造型基本保持传统侗族民居建筑的特

色外，其内部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没有太大的区

别。部分在坡地或是远离主街道的传统侗族民居内，卫

生间还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即位于底层与饲养家禽家

畜、杂物堆积处并存。因平岩村的形成早于规划设计，

因此平岩村的民居在形成时多属于自然生长的状态，因

此，这部分民居建筑的卫生间在改造上存在一定的困

难，也正因为如此，如今才能看到这部分的民居建筑自

然的生活方式和状态。

2.3.3  夏凉冬暖

平岩村侗族民居建筑主要为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因

平岩村地处亚热带，全年气候温和，因此外墙无须设置

保温层。木结构的房屋透气性好，夏季利用建筑自身的

特点进行空气流通和交换，将室内的热空气带出室外，

同时引进新鲜空气，形成自然的空调系统。平岩村冬季

时间较短也较为温和，无极端天气。冬季居民仍采取

传统的烤火取暖方式，能够帮助居民度过较为短暂的冬

季。部分侗族民居火塘间的构造做法仍保存完好，火塘

图1  调查对象选取距离水源地较远的民居

图2  侗族居民冬天习惯烤火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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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作为侗族物质文化的一种象征性要素，体现侗族居民

的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习俗。

2.3.4  家禽饲养

家禽家畜的饲养俨然已经成为侗族居民生活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平岩村居民家家户户基本都饲养鸡，有鱼

塘的家庭则饲养鱼和鸭，这与他们逢年过节吃鸡鸭的风

俗以及侗民特色风味酸鱼是分不开的。家禽家畜的饲养

一般位于民居底层，部分居民在住宅底部外墙设计有进

出口，方便家禽家畜白天出去觅食，晚上回来休息。家

禽家畜粪便可作为种植瓜果蔬菜茶的有机肥料。

2.3.5  蔬果茶种植

平岩村所在的林溪乡位于山区，地势较低较为平

整的地段已经基本形成了集中的民居建筑群即村落，种

植地则零散于水边或山地。平岩村老一辈和中年居民仍

延续着农耕的生活方式，大部分饮食原材料能够自给自

足。近年来政府鼓励和推进平岩村种植茶叶，以提高村

民收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因此位于山地的耕地则更

多地呈现出茶叶梯田，形成了独特的景观特色（如图

3）。茶叶种植需要长期持续的精心护理，若大规模种

植对于护理时长和护理人工数量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因此，平岩村居民种茶大部分仍以家庭种植为主。目

前，三江茶叶已形成一定的产业链，茶叶成品较好，但

加工技术和包装依靠外来企业进驻，平岩村居民种茶目

前处于产业链最初端。

2.3.6  其他

平岩村传统民居建筑位于山坡或远离水边的民居

基本保存其较为完好的原始状态，但由于平岩村所在位

置全年空气湿度较大，木材作为民居建筑的主体结构和

外围护结构有其缺陷。住宅建成后因缺乏日常的保养和

维护，许多民居建筑均出现柱子倾斜、房屋整体倾斜、

木梁弯曲、围护结构受潮腐烂等问题，威胁着居民的生

活。部分居民对于房屋出现的问题表示无所谓和无奈，

主要原因是没有足够的维修基金进行修缮。平岩村老一

辈对于房屋修缮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年村民则有较强的

意识争取维修基金进行房屋修缮。从近年来政府用于投

入平岩村整体改造的基金使用情况来看，大部分的改造

落地于主街道的民居外立面，对于远离主街道和山坡以

上的民居基本无投入。

2.4  改造意向
对于平岩村保存较为完好的传统侗族民居建筑，正

在居住的中年居民有较强烈的改造意向，他们希望得到

相关部门的经费支持，对房屋进行维修和改造，一方面

他们较向往现代城市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和自己的收

入形成矛盾。从调研和访谈情况来看，很多中年至青年

居民保护传统房屋意识较为淡薄，如果房屋可以进行买

卖，价格合适他们更愿意以钱卖房；如果不能买卖，则

希望相关部门投入资金进行修缮改造。老一辈居民仍旧延

续和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惯，现代的生活方式对他们影

响不大，因此老一辈居民对自己房屋的改造意识不强。

3  问题与对策
三江平岩村侗族民居建筑和村落的形成，是在规划

之前自然形成的产物，它贴近大自然，呈现与自然的完

美结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大一部分民居建筑

已在原有自然形成的建筑基础上进行了重建或叠加，这

也真实反映了居民对现代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但却改变

了原生的民居建筑最初的状态。历史总是叠加形成的，

历史也是向前发展的，建议在相应政策和规划的引导

下，把叠加和改造主导权还给居民，毕竟他们世世代代

居住在这里，他们更了解自己的生活需求，相关政策或

规划作为辅助引导居民在尽量保持住宅原生态的基础上

进行适应自然的叠加或改建。

从调查情况来看，三江平岩村侗族民居建筑保护现

状堪忧，尤其是传统侗族民居建筑正在面临着消失的危

险（如图4）。其原因主要为居民对生活水平提高的需

求和民居建筑本身的缺点之间的矛盾；再次，由于其建

筑结构的特殊性，在维护、改造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和难度，因此一部分传统民居建筑因自然或人为原因濒

临损毁或倒塌。针对该问题，笔者建议真实了解居民需

求、扩大民居建筑保护范围，确定责任主体、落实资金

投入部门、切实解决传统民居建筑的维护和保护问题。   

由于村落年轻人大量流向城市，三江平岩村侗族民

居建筑在老一辈的守护完成后出现断层，部分民居建筑

长期无人居住，导致这部分民居建筑缺少日常维护，也

是其濒临损毁或倒塌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居建筑保护的

最佳状态，是活态保护，即房屋的主人真真实实居住在

自己的民居内，与周边环境自然发生联系的一种生活状

态的完全保护。但由于种种原因，活态保护是很难实现

的，建议将这部分民居建筑征用做博物馆，将它们作为

原生态居住建筑的形态进行保护和展示，成为历史见证

和记忆的留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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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部分居民建筑已重建为混凝土框架结构

图3  茶产业梯田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