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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一个有定居传统的少数民族，有着独特的居住形态和方式。黑龙江省齐
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地处边陲，在城镇化和旅游开发的冲击下，达斡尔族传统民居正逐渐
趋于同化，原生态的民居建筑越来越少，因此保护达斡尔族的传统民居建筑刻不容缓。

一、达斡尔族传统村落成因溯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达斡尔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由于历史和生活习惯等原
因，达斡尔族以嫩江、讷谟尔、诺敏河流域为主要聚居地，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史上达斡尔族长期定居在黑龙江沿岸，后南迁至嫩江流域，受汉族影响
逐渐形成大的村落。

（一）达斡尔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对村落形成的促因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达斡尔族的传统民居建筑在地域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特
定的营建模式。在地域上，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而其中以东北地区嫩
江流域所占比重最大。从行政区划上看，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市等地区。这些地区冬季漫长而寒冷，夏季较短，平原开阔，土地肥沃，一年种植
一季粮食，以上自然因素对达斡尔族的传统民居建筑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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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构建“步行口袋”，通过设施的紧凑布局实现步行可满足日常需要，实现完全步行；
组团与组团之间通过绿道、蓝道串联，强化城市走廊设计。

（三）交通完全慢化

在老城区增设住房类型及相应的生活配套服务，提高片区的综合功能，打造为完整、富有
吸引力的生活圈。生活圈的中心由各组团的中庭或交通枢纽组成，在其周围布置大量的休憩空
间，包括小型化餐饮、茶座等消费场所，实现公共设施共享化。

设施的紧凑复合是交通完全慢化的基础，充足、全方位的生活配套服务及高密度的交通枢
纽为慢行奠定了基础。应合理疏导老城区内的城市级交通，而日常出行以步行为主。建设大量
由连续的步行道串接的富有人性化和趣味化的建筑小品、环境小品，构建“步行口袋”，使人
们愿意在此消遣和健身，激发人的慢步兴趣，开展绿色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四）传统生活活化

以“旅游+”发展模式留住原住民、保留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通过“旅民共
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行开放式景区，平衡开发与保护、游客与原住民等矛盾体关系，最
大限度保留当地的历史文脉和生活方式，保护活态记忆。将老城的自然、平衡、宁静、自在与
城镇化的快速、紧张、机械化及现代化相协调，还原历史生活图景。

保留老城的传统青石板路、传统街巷、传统肌理、骑楼等空间要素，以及挖掘民族特色
文化，并将其运用到垃圾桶、休息座椅、路灯、雕塑、指示牌等城市家具的设计上来，做到统筹
把握材料选择、色彩设计、图案设计等，将配套设计形成整体，使其富有民族特色或地域特色。

保护老店，以现代销售和运营模式复活老店，保护市井生活不受城市化的干扰。老城区往
往杂糅了繁华的现代街市、具有“草根”气息的老旧社区、高雅的艺术殿堂，新旧并存、雅俗
共赏，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值得一代代人守护。

（五）文化体验创新

老城区的城市更新既要真实再现历史，更要保护原住民及其传统生活生产方式，使他们在
这里如常生活，安居乐业。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使老城区具有浓浓的旅游吸引力，城市更新可
通过挖掘地域特色文化，塑造典型故事，抑或通过电影记录、角色融入、布景设计等形式还原
历史场景，以此创新文化体验方式，激发情绪共鸣。又或通过手工艺、绘画、书法等艺术表现
形式，制作老物件、手工艺品，增设文艺类业态类型，以此拉近游客与原住民的关系，引导制
作者传承历史，尊重历史，发挥其科教贡献。

三、结语

本文以南宁市中山路一带的老城区为主要研究对象，充分挖掘空间肌理、街巷及建筑等空
间要素特色，以及地域文化和社区活力等非空间要素特色，并剖析其发展瓶颈。从平衡发展与保护
的矛盾出发，提倡将“慢城理念”运用到老城区城市更新中，包括传统特色护留、设施紧凑复合、
交通完全慢化、传统生活活化、文化体验创新等措施。（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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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于游居生活方式时期的简易民居建筑形式

史学家大多认为达斡尔族属辽代契丹人后裔，早期是以游牧方式生活的民族，这种生活方
式决定了早期的民居建筑不能过于复杂，而应是简单易建。这个时期的民居形式是一种外形呈
圆锥形的临时住所，使用随处可取的自然材料建成，先用树干支起圆锥形主构架，再用树枝和
柳条进行连接固定，外部用树皮、兽皮、草皮围裹，内部有休息的床铺和生火做饭用的炉灶。
达斡尔族迁至嫩江流域后，由游居生活方式改为定居生活方式，而圆锥形住所在外出打猎、打
鱼的时候仍作为临时住所使用。

2.由游居生活方式转向定居生活方式的民居建筑形式

达斡尔族在嫩江流域定居生活后，经济类型逐渐转变为农耕经济，由于生产地域相对固
定，人们不再四处游牧，生活方式也变为定居，木板房由此诞生。由于年代久远，目前只能从
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中得知该建筑形式。木板房建造方法与现在一样，要先挖地基，再用沙土
填充夯实；墙体根据厚度在里外固定两层木板，板内填土夯实成墙体；墙上再架横梁、木椽，
苫上茅草做屋顶。因房屋所用材料获取容易、造价低廉，整体保暖结实，所以达斡尔人民过上
定居生活后便开始使用这种建筑，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木板房的出现，标志着达斡尔族人
民定居时代的开始，也为后来出现的马架子房提供了大量的建造经验。

3.稳定的定居生活方式时期出现的典型民居建筑形式

达斡尔族人民定居生活逐步稳定，木板房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民居建筑再次得到
改良。马架子房是达斡尔族定居嫩江流域后出现的典型民居建筑形式，这种建筑类型既适应东
北寒冷气候，又有民族文化特点，几百年来一直被普遍采用。在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里，正
房、东西厢房等正式建筑均采用马架子房形式。马架子房建筑平面为长方形，室内有居室、厨
房，居室内有火炕，这是达斡尔人冬季不可缺少的取暖设施，室内空间整体布局紧凑。建筑整
体采用木构架，由柱、梁、檩、椽等搭建而成，墙体使用芦苇皮和泥制成的土坯垒砌，房顶为
苫草房构造（见图1、图2）。

图1  现代达斡尔族民居  图2  梅里斯达斡尔族博物馆

（二）达斡尔族的经济结构体系对村落构成的影响

达斡尔族的经济结构多元化，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多元化特征主要表现在达斡尔族所处
的自然生态条件适宜发展农业、牧业、渔业、猎业、林业等。种类繁多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使其形成以农为主、牧猎渔林等为辅的独具特色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会随着时间而变化，近
代主要以农业为主、其他产业为辅，因其所处的地域土地肥沃、地域开阔，适宜农作物种植，
因此形成以农业为主的多元化经济结构模式。这种经济结构影响聚落规模和形式，并对居民的
院落及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达斡尔族的文化习俗决定村落形式的特点

1.民族的精神信仰

少数民族村落作为居民聚集的空间组织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包含了自然因素、社会因素
和文化习俗，它是生活、生产的直观体现和表达。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落后、人们认
知有限的时代，达斡尔族形成了对大自然的原始崇拜，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图腾崇拜。

2.特有的民俗民风

达斡尔族在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
民俗民风，这些文化成为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的载体，并体现在建筑形式、日常生活、节日习
俗、文学作品等方面。

3.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

达斡尔族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创作出许许多多形式多样又极具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在
千百年的民族历史发展中，达斡尔族人民凭借勤劳和智慧，在文学、歌舞、工艺等方面形成了
自己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并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达斡尔族民族文化的影响下，
村落形式和建筑形成了自身特有风格，并成为民族文化符号的一部分。

二、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结构特点

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历了产生、发展及衰变三个阶段，这其
中受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民俗文化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传统民居建筑空间形态。研究达斡尔
族传统民居建筑的原生性和变迁过程，为其活态性再生提供空间结构演化依据，这不仅体现在
传承上，同时也表现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变化和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
筑保护与更新策略。

（一）达斡尔族居民生活居住空间的演变

达斡尔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根据自身特点创造出在寒冷气候条件下使用的特殊建
筑形式，这种建筑既适应所在地域自然地理要素和具备生态的原始性，又契合本民族生产方式
的传统民居建筑空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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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墙一侧，距离主体建筑1.50米左右设置烟囱。用烟道连接烟囱与室内的火炕，如今已成为达
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典型符号。三是建筑南墙开大窗，且数量多，主要是为了增加室内的采光。
南墙居室设3扇直棂窗，入户门左右各设1扇“马窗”，能有效改善室内采光和温度，适合在东北
寒冷气候下使用。

3.传统民居建筑的构筑形式

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的构筑形式采用木构架体系，所用木材料就地取材、经济实用，体
现了乡土建筑的特征。

（1）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结构依据平面空间划分。地基用挖坑、填土、打夯的方式压实
土层，在建筑的4个墙角和间壁墙位置挖柱坑，坑底放入柱脚石，竖立经过防腐、防潮处理的
承重柱，两开间需要6根立柱，三开间需要8根立柱，之后填土夯实。承重柱立好后在柱上架上
横梁，横梁上立2根短柱，上面再架短横梁，再立1根短柱，这样就完成一个梁架。建筑东西两
面山墙各需一套梁架，间壁墙的隔断处用一套梁架，用檩条将梁架连起来形成整体，在檩条上
铺设椽子，房屋的房架就全部建成。整个房屋构架简单、轻盈却又结实，其中有中式木结构建
筑的影子（见图5）。

图5  梁架结构示意图

（2）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基本是就地取材。在墙体建筑材料选材上，采用土木结合的方
式。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墙体的土坯用村落附近草甸子的草皮或以水边沼泽地盛产的芦苇根
混合泥土制作，外层用芦苇皮和泥里外抹平，屋内墙面进行粉刷。这样砌成的墙体不仅坚固耐
用，而且防寒、吸潮、保暖、透气，室内不会阴冷潮湿。“茅草顶”是达斡尔族民居建筑的特
征之一，建造方法是先把用柳条编的席子铺在椽子上，然后用草和泥抹平，再铺上苫房草，顶
端屋脊处用马鞍形木架压住，防止苫房草脱落，该建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见图6）。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达斡尔民居由最开始的游
居住所到定居木板房，最终发展成为马架子房，建筑
文化的发展史贯穿整个民族的发展过程，形成达斡尔
族传统民居建筑体系。

（二）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的特点

马架子房的建筑形式是在长达数百年的演变过程
中，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
等因素产生，这种建筑形式在民居建筑上体现得尤为
明显，同时也是最为典型的代表。

1.传统民居居住建筑的典型特点

在达斡尔族院落空间的布置中，居住建筑由正房
和厢房构成，正房坐落于南北轴线上，入户门对着院
子大门，房屋坐北朝南。在正房南面的东西两侧设置
厢房，正房与厢房采用马架子建筑形式。建筑外墙厚
度一般在50厘米左右，正房分为两开间和三开间。在
两开间户型中，东间房为入户门和厨房，厨房有灶台
和生活日需品。西间房比东间房大，为居室和日常活
动区，在南、西、北面有火炕，火炕内有烟道，左侧
连接厨房灶台，右侧连接室外烟囱，是取暖和睡觉的
地方。东西间房中间位置设一道有吉祥图案的隔断，
并设置木扇门方便出入（见图3、图4）。

三开间户型是在两开间的基础上，在东侧多加一
个开间，入户门和厨房在房间的中心位置，东西各有
一间完全对称的起居室，室外也各有独自的烟囱。

2.传统民居建筑外观形态特点

马架子房东西山墙外形呈“介”字，南北方向双
坡脊屋顶上方用苫房草铺盖，顶端有脊，墙体为夯土
墙，南墙窗户大而多，西墙开有西窗，烟囱独立于建
筑主体，构成了特色鲜明的达斡尔马架子房形式。

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观上主要有三个显
著特点：一是传统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西墙开有大
面积支摘窗，主要利于室内通风换气，增加冬季西侧
方向的采光和日晒。二是室外有独立于主体建筑的烟
囱，烟囱一般设置在西山墙一侧，三开间户型还会在

图3  达斡尔民居两开间平面

  图4  达斡尔民居两开间室内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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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是历经几个世纪发展的产物，是人在自然环境的生存中为了满足
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发展形成的，它是一种乡土文化和民俗民风的物化形态。而随着社会的发
展和城镇化的建设，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建筑新材料和新工艺的
出现使这种建筑文化正在迅速的消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些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
下产生的建筑形式，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史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段历史，有着不可替代
及不可复制的重要作用，它是辛勤劳动者的智慧结晶，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也是历史留给
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保护方案和措施，并将之确切地落到实处，对个
别重要的建筑要修缮保护并建立档案，不能让其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注：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新时代背景下黑龙江地区少

数民族建筑文化认同研究——以达斡尔族为例”（编号：18YSE631）结题成果之一；2018

年度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嫩江流域达斡尔族民族建筑文化认同研究”（编号：

2018A020）课题成果之一。

图6  达斡尔族传统民居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