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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多级边坡而言，采用不考虑条块间剪切力和法向力的
简化Bishop法和严格Janbu法分析得到的边坡安全系数偏
于保守，考虑条块间法向力和切向力的相关性后，边坡安
全系数略有增大，见图7（a）中Morgenstern-Price法计
算的安全系数。二是在降雨工况下，边坡岩土体材料强度
发生了弱化，不同极限平衡法计算得到的安全系数大小规
律与无降雨工况相比有所不同；相对于采用Morgenstern-
Price法计算得到的安全系数，采用简化Bishop法计算得到
的安全系数偏大，而采用严格Janbu法计算得到的安全系
数偏小。三是对比图7的（a）和（b）两图可以看出，即
使是对于同一个多级边坡，当计算工况不同时（即材料参
数不同），不同的极限平衡法计算得到的安全系数及其条
间力相关性系数的变化规律也有所不同。因此，为了更为
准确地分析工程边坡的稳定性，通常需要采用多种极限平
衡分析方法计算边坡的安全系数并对其进行对比分析。

（a）无降雨工况

（b）降雨工况

图7  基于不同极限平衡法的多级边坡安全系数比较

4   结论
本文探讨几种典型的极限平衡法在条块受力模型、平

衡方程构建等方面的异同，并以广西某多级公路边坡为依
托，在现场地质调查、工程地质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不同

的极限平衡法分析了该边坡的稳定性，并讨论依托工程多
级边坡在不同工况下安全系数的变化规律。分析认为：一
是依托工程多级边坡在无降雨工况下处于欠稳定状态，边
坡滑动面深度相对较深，边坡具有较高的滑动风险；二是
依托工程多级边坡在降雨工况下由欠稳定状态演化为不稳
定状态，滑动面深度变浅，边坡容易发生浅层滑动破坏；
三是从边坡的安全系数和滑动面来看，建议在坡角加固挡
土墙，以增加边坡的抗滑力，同时在边坡后缘设截排水
沟，以减少降雨入渗降低坡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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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少数民族传统干栏民居的汉化演变研究
  

□ 熊   伟    李   尤

[摘   要] 干栏民居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分布广泛，在长期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总体呈现“汉化”的演变
趋势。本文对广西少数民族的干栏民居基本特点进行分析，其后通过大量实例，从楼梯位置、平面布局、建筑围合形态和干栏的地
面化等四个方面对这一“汉化”演变具体现象予以分析研究，在当代地域主义特色建筑创作与民族特色文化建设方面提供相应的理
论基础与依据。

[关键词] 广西少数民族；干栏民居；汉化；演变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
壮、侗、苗、瑶等多种少数民族，各族劳动人民在生产
生活当中充分发挥智慧，挥洒汗水，在广阔的八桂大地
之上创造出适应当地气候和复杂地形、独具特色的传统
干栏民居文化；广西同时也是土汉文化交融和过渡的区
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交流、碰撞使得该地
区拥有着十分丰富的建筑文化标本。通过探索、剖析广
西少数民族传统干栏民居汉化演变这一文化现象，希望
对广西少数民族传统民居文化形成与演变有更为深刻的
理解，并在当代地域主义特色建筑创作与民族特色文化
建设方面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与依据。

1  广西的少数民族传统干栏民居及其基本特征
干栏民居是我国传统民居中十分重要的一种类型，

广泛分布于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海南和台
湾地区等炎热多雨的南方山区。其对地型和气候有独特
适应性，上层住人、下层圈畜储物，造型优美，形成风
格独特的干栏式民居文化，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建筑文化
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干栏民居在广西主要分布于西部、北部和西南等山
区，也是壮、侗、苗、瑶等广西众多少数民族主要采用
的居住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干栏民居原有的一些特
点，如全竹木建造、席地而居的现象已经接近消亡，但
“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这种最为基本的
干栏建筑楼居模式，因对当地气候特点以及地形环境的
适应性而被保留下来，并通过聚落总体布局、建筑结构
构架、平面形制等方面反映出来。

1.1  聚落的空间意向
房屋顺应山势，依山伴水，呈现出半集中、散点

式布局。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
的原因影响，广西的少数民族多居于山区并以耕种稻田
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干栏聚落的布局受儒教礼制影响较
少，而更多的是受稻作文化影响，以结合地形为主，而
无一定的规制，具体形态特征具有明显的半集中式散点
布局特征（见图1）。

图1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龙脊村聚落形态

1.2  单体建筑平面功能
建筑顺应地势特征，进行竖向分区设计，形成“人

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的空间格局[1]。同
时，广西少数民族的主要家庭居住模式为通过建筑单体
和通透的围墙来对居住领域进行限定，类似于现代别墅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桂北山区干栏聚落及民居的当代演变及其适应性更新策略研究”（编号：5166800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熊    伟（通讯作者），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规划系，副教授、高级建筑师，博士。

李    尤，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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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家庭居住模式。干栏式民居对外呈现一种开放式
格局的形象由此而来。

1.3  结构体系
广西的少数民族传统干栏民居的主要结构特点表现

在以木穿斗作为结构构件（见图2）。在部分木材资源不
丰富的地区，则采用夯土或泥砖作为承重墙体，来承托
檩条和屋面。为避免木材和泥墙受到雨水的侵蚀，古代
百越诸族较多采用悬山式为屋面形式。

图2  壮族干栏民居的典型结构构架

2  广西少数民族干栏民居的汉化演变
广西作为我国历史上中原汉族多次南下和西进移民

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广西少数民族的干栏式民居也或多
或少受到汉族民居的影响。就建筑文化演化的一般规律
而言，文明发展较为先进的一方总会影响较为落后的一
方向其方向演化。建筑文化本身没有高低之分，但与文
化产生相关的文明以及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高低之分。
只要两种文化存在交流，较低等级的文明就存在被高等
级文明逐渐影响并同化的趋势。当代表着较为先进文明
的汉族建筑文化进入广西境内后，壮、侗等广西少数民
族在接触的过程中，提取、吸收、借鉴其中的建筑元
素、材料以及形式，并在不断的尝试与发展过程中，形
成了具有汉族文化特点的少数民族干栏民居建筑。

本文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测绘以及对相关文献资
料的整理，对广西少数民族干栏民居汉化演变的具体表
现方式做如下梳理。

2.1  楼梯与入口由山面转向檐面
正如张良皋先生所言：“山面开门是一切双坡屋顶

建筑——包括干栏的天然趋势，在未接受窑洞建筑影响
以前，中国建筑肯定会以山面为正面。”[2]源于巢居的
原始干栏建筑，居所入口位于相对较高的山面，与此对

应的楼梯也位于山面。受汉文化影响较弱的部分侗族民
居至今保留着这一特点（见图3）。部分少数民族受到汉
文化的影响，将入口设在明间，因此楼梯也就顺势布置
在檐面（正面）部分，其具体的演变过程大致如下：楼
梯与入口均位于山面—楼梯位于山面而入口位于檐面—
入口和楼梯均位于檐面而楼梯平行檐面设置—入口和楼
梯均位于檐面而楼梯垂直檐面设置。如下显示相应的实
例与分析简图（见图4）。

图3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新建干栏

仍将楼梯设在山墙面

2.2  前堂后室向一明两暗的过渡
前堂后室的室内布局形式在我国西南地区到东南亚

的干栏民居建筑中最为常见，即起居室等接待空间位于
房屋前侧方，而卧室等空间位于后方，广西少数民族的
传统干栏民居也基本采用这一平面布局方式。一明两暗
则是指三间正房，正中明间为会客祭祖之用的堂屋，两
侧对称安排居室，是汉族传统民居组成的最基本单元，
由此可以看到宗法观念和儒教礼制对汉族民居的影响得
到了充分体现。

在少数民族传统干栏民居的堂屋中，最为重要的
空间是火塘空间，待客起居进食等活动都围绕着火塘展
开。但在汉族建筑文化的影响下，干栏民居中火塘的核
心性被减弱，居民将取暖用火与炊事用火分开，以往的
火塘间几乎全被厨房取代。其后，为了增加居室的数
量，将干栏民居的前部空间进行封隔处理并利用，从而
形成公共空间位于中部、居室位于前后空间的一种衔接状
态。最后，汉族式的祭祖活动渐渐在部分少数民族中推行
开来，最终形成了以堂屋为中心、居室位于左右的一明两
暗的对称式布局。如下为实例和分析简图（见图5）。

2.3  由单一主体转向院落围合
由于稻作文化所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条件限制，

图4  干栏楼梯位置与入户方向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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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干栏民居是以单栋住居为主体的独立式住宅，居
住人口则以单核心家庭为主体，实行小家庭模式（多为
父母子女两代同堂），子女成人后则分户独居。从空间
限定的角度来说，单体建筑作为主体的干栏民居以一种
开放性的限定来定义居住领域[3]。而汉族民居的基本单
元是建筑围合成的天井形成的“进”，为扩大居住面积
通过在平面空间的横向或纵向进行叠加，以家族式的形
式进行聚居。在居住习惯上同少数民族存在较大差异，
围合成院的诸多房屋是居住者进行各项活动的场所，向
内开敞而对外封闭的居住单元空间形态来源于对防御性
和生活习惯的考虑。可以说少数民族开敞奔放的性格在

建筑上以传统的干栏楼居为代表，而汉文化内敛自省的
风格在建筑上以天井地居为体现。

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物资的逐渐
丰富，干栏民居向水平方向扩展以增加建筑的开间数而
形成长屋，构成“L”形或“∏”形的围合空间平面。
如最基本的储藏空间问题，最初始的方式是在自家干栏
内部的阁楼或村落的集中谷仓区域解决。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家庭财富的积累、私有意识的萌发，谷仓以集体
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能符合现实需求。而以私人阁楼
作为储存空间，因为受空间的局限，以及材料的易燃性
等原因，会存在火灾风险，农户们多在自家房屋左侧构

图5  由前堂后室向一明两暗的演变

筑厨房和谷仓、柴房等附属空间形成两面或三面围合的
院子（见图6）。再如龙胜各族自治县伟江银宅（见图
7），建筑主体位于中央，卧室在主体两侧伸出，和汉
族民居的厢房格局相类似，形成两边拱卫中央三面围合
的“∏”形平面形态。三江侗族自治县盘贵屯吴宅（见
图8），则通过厢房将前后两座三开间的干栏围合起
来，形成四合院的格局。该宅的空间布局如下：火塘间
占据北面所有开间，堂屋位于南面倒座，敞厅由建筑各
部分和天井连接而成。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干栏建筑从单
一主体向院落围合演变，也反映了百越民族在时代的发
展中性格由奔放转向内敛的走向。

图6  宜山县德胜韦宅

 （图片来源：改绘自《广西传统民族建筑实录》[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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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龙胜各族自治县伟江银宅

（图片来源：《广西传统民族建筑实录》[3]59）

2.4  居住层由楼面转为地面
干栏民居最为基本的特点就是“人栖其上，牛、

羊、犬、豕畜其下”的空间格局，但伴随着物质经济水
平的发展并且受到汉族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地形地貌允
许的情况下，部分少数民族干栏已经将居住层由二楼改
为一楼并另觅他处圈养牲畜。《三江县志》记载民国时
期的壮族民居就反映了这一变化[4]。

通过实地调研，并综合一系列的从楼居转化为地
居的实际案例，分析可得，广西崇左市那练村干栏可看
作一种由楼居转为地居的过渡形态。从外形来看，那练

图8  三江侗族自治县盘贵屯吴宅（图片来源：改绘自《广西传统民族建筑实录》[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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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干栏保留了以往土坯墙一明两暗三开间的楼居模式
（见图9），但干栏用途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居民住居
下层从储物及圈养家禽的场所变为单一储存谷物的场
所，牛棚鸡圈与厨房被移至干栏外。

图9  崇左市那练村干栏

西林县那岩屯的很多干栏则已经完全转为地居模
式。如该地岑海志宅则为地居模式呈一明两暗的状态，
附属一侧建造厨房，宅子背靠山坡，坡下修建柴房与牛
圈，并于平地地带搭设晒台（见图10）。那岩屯另一座
地居式岑宅布局呈中轴对称式，设五开间，中轴线左侧
建造猪圈及厕所，右侧则为骡棚，全屋具有三合院的空
间特征（见图11）。

3  结语
伴随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土

汉文化的持续交流融合，广西现存的少数民族干栏民居
与其原始状态相比，虽然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但干栏
这一古老的民居类型由于对广西地区的气候和地型的天
然适应性，在当前依然拥有强大的比较优势。

较为典型的例子如那坡县达文屯的干栏民居演化
过程。该屯的马汉富宅，是一座修建于20世纪90年代

图12（a）  那坡县达文屯民居的演变（图片来源：根据广西大学建筑学2007级测绘资料整理）

图10  西林县那岩屯岑海志宅（图片来源：广西大学

建筑学2006级西林那岩寨测绘图）

图11  西林县那岩屯岑宅（图片来源：广西大学

建筑学2006级西林那岩寨测绘图）

图12（b-c）  那坡县达文屯民居的演变（图片来源：根据广西大学建筑学2007级测绘资料整理）

之前的原生态干栏，采用原汁原味的传统做法（见图
12a）；建于2005年的梁进元宅，砖与混凝土用于建筑
的外露部分以利于防雨防潮，木结构则仍然用于建筑内
部（见图12b）；建于2009年的黄日兰新宅使用的建筑
材料则采用钢筋混凝土的砖混结构，完全抛弃木材，平
顶形式取代了原有的坡屋顶（见图12c）。分析得知，
虽然该村民居的结构方式和建筑造型在20年内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但底层圈畜、二楼住人的干栏模式却一直被
保留下来以适应当地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

广西的干栏民居是广西各少数民族的智慧结晶。众
所周知，历史是连续的，大拆大建下对于时间的忽视以
及对于集体记忆的抹灭则是对历史的肆意践踏。桂北干
栏民居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汉族的文化

和先进技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以动态
的观点研究这些文化交融、演变的过程，总结一般性的
规律，才能将其运用到当前农村和民族特色文化建设当
中，创造出优秀的地域主义特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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