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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居遗韵

之广西桂北民居（上）

《广西特色民居风格研究》丛书

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的沿海、沿边地区。汉族、壮族、瑶族、苗族、

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 12 个世居民族的和

谐相处，造就了百越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

交融，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图景，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建筑形态。

为持续保护和传承广西传统民居建筑文化，《广西城镇建设》撷取由广西壮族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写的《广西特色民居风格研究》丛书中部分精华

内容，缀集成专栏，通过对各民族历史及文化的追溯，向读者展示各民族村寨聚

落的选址、布局、风貌特色和民居建筑文化特点，探索广西古今建筑文化之间的

共存及融合，从源本中系统地了解聚落及民居的起源、变迁及其价值所在。

资料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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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北地域范围
桂北地区位于湘、黔、桂三省（区）接壤处，属亚热带气候，雨量充沛，境内高山环绕，丘陵连绵，森林茂盛，

水系发达。桂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融合了汉、壮、侗、瑶、苗等多个民族。长期以来，各少数民族与汉族
和睦相处，故其民族文化呈现出多元态势，具体表现在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既各自沿着自己的规律发展，
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吸收、转化，同时也与桂北周边其他地域文化互补消长。其建筑形式既受中原传统文化
影响又具有地方民族特色。

绝大部分桂北传统民居现存于桂林市、柳州市北部、贺州市西北部等地区。根据不同的地理特征，可以
把桂北地区的聚落分为两大类 ：高山河谷类和丘陵平地类。

高山河谷类：

这类村寨坐落在崇山峻岭的山崖、山腰或陡坡上。建筑朝东或朝南依山而建，以争取日照避寒通风。以
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壮族十三寨最为典型、最为秀丽壮观。其自然环境特点是山势巍峨，群山绵延；沟谷
绵长，泉水淙淙；开门见山，平地稀少。 

丘陵平地类：

这类村落在桂北地区的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是分布在山脚下的缓坡上，或依着群山，或卧于河谷，村
落的环境特征是依山、傍水、临田。建筑多为南、西南或东南向。

桂北民居（上）

桂林市兴安县漠川乡榜上村

桂北传统聚落的公共建筑
祠堂：

祠堂一般位于聚落的最前列或中心，多见于珠三角梳式布局的广府村落，祠堂建在全村的最前列，面
对半月形水塘，其余居住民居的前檐口均不得超出祠堂，高度也必须比祠堂低，以体现宗祠在整个村落中
的地位。湘赣式村落的祠堂，也是聚落的中心，但规制和布局没有广府那么讲究。现存桂北的湘赣式村落中，
祠堂的位置居于村前、村中和村后山，如灌阳县文市镇月岭村的总祠位于村口，大房、五房的支祠分布在
主要干道两旁，而四房支祠则位于整个村落的后山上。当然月岭村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很难用现存的状态
去评判原始的宗祠分布情况。兴安县白石乡水源头村的秦家大院村落体系则较为清晰，其宗祠位于聚落的
正中央，前后均为居住民房，很明显没有广府式祠堂必须位列前排的要求，且祠堂规模和内部屋架及装修
与一般民宅无异。  

祠堂一般为中轴对称布局，沿中轴线方向由天井和院落组成两进或三进大厅。入口第一进为门厅，中
进为“享堂”，也叫大堂、正厅等，是宗族长老们的议事之地和族人聚会、祭祖之处，后进为“寝堂”，
奉祀祖先神位，非族中重要人物不得入内。宗祠由大门至最后一进，地面逐渐升高，既增加了宗祠的威仪，
明确了空间的等级，又将不同功能的空间简单且灵活地加以分隔，形成连续的视觉界面。

桂林市阳朔县白沙镇旧县村黎氏宗祠 桂林市灵川县九屋镇江头村爱莲家祠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古民居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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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塾：

书塾为家族聘请老师管教族中学童的场所。汉族多重视教育，书塾的建设也就显得
十分的重要。按照书塾的位置，可分为与宗祠合建和独立建造两种。

桂林市灵川县九屋镇江头村爱莲家祠是祠塾合一的代表，集敬祖修身于一体。清乾
隆时期，朝廷对南方宗族势力的膨胀有所顾忌，认为“合族祠易于缔结地缘关系，发展
为民间组织，朝廷例当有禁”。而限制宗族势力扩张的手段之一就是限制宗祠的建设，
为了应付这一情况，许多宗族分支就将建祠堂改为修书塾，这就更加促进祠塾合一的发展。

牌坊：

大部分的广西汉族聚落都有入口的门楼，起到防御和标志族群的作用。牌坊也多位
于村口，和门楼一起形成聚落空间的第一层次。

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镇月岭村的节孝坊与步月亭、文昌阁构成入村的第一道空间序列。
节孝坊为该村仕宦的唐景涛奉旨为养母史氏树立，清道光帝为该牌坊亲书“孝义可风，
艰贞足式”八字，取其前四个字命名为“孝义可风”牌坊。牌坊高 10.2 米，长 13.6 米，
跨度 11 米，为四柱三间四楼式仿木结构。该牌坊造型庄重，设计精美，样卯相接，错落
参差，栉风沐雨，浑然一体。贺州市钟山县燕塘镇玉坡村的恩荣石牌坊建于清乾隆十七
年（1752 年），是该村廖世德应考中举荣任河南省光山县知事时，以纪念先祖廖肃在明
万历丁酉年（1597 年）考取进士仕宦而建，同时也纪念自己考中举人，以此光耀门庭，
激励后人努力读书。

桂林市灌阳县文市镇月岭村的节孝坊 贺州市钟山县燕塘镇玉坡村的恩荣石牌坊 

门楼（寨门）：

门楼是村寨真正的门户所在，具
有防御和体现村寨形象的双重作用，
也是体现村民归属感的关口。村民们
的婚丧嫁娶等重大事件，游村之时都
必须通过门楼才算真正完成。规模较
大的村落，一般都会在东南西北各面
设置门楼，通常以南面或东面的门楼
为主。

从现存的寨门看，壮族的寨门较
为简朴，多以石料构成简单的门框意
向，屋脊正中雕刻宝瓶或葫芦图案。

鼓楼：

在 桂 北 的 一 些 少 数 民 族 村 落
中，由于鼓楼的特殊功能和突出造
型，使之成为村落的中心和引人注
目的标志物。鼓楼一般与戏台相对，
强调中轴对称，两者间形成一个较
为规整的鼓楼广场。如在侗族的平
铺寨，村落的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个
广场。这个中心使侗寨具有向心的
吸引力，成为“合款”习俗的象征。

风雨桥：

风雨桥是一种廊桥，除具备基本的交通功能外，
还是一个村落的标志物、公共活动的场所甚至是村
落的中心。绝大部分风雨桥的屋顶都处理得十分细
致，具有较强的美学价值，极大地增强了村落的整
体景观效果。有的风雨桥位于村落的边缘或者有一
定距离的地方，虽然与村落的关系看上去不是十分
密切，但通常也是进村之前必须经过的地方，人们
在过桥时，往往产生停歇的念头。因此桥上总不免
有人休息，更有甚者摆摊做起生意来——有点儿像
汉族地区的“茶亭”。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马安鼓楼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金竹壮寨寨门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鼓楼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风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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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亭：

桂北山区，山高路陡、日照强烈，生活在此的壮
族上山、下山重担行走非常辛苦，因此素来有在村寨
附近通往田间的通道旁修建凉亭的风俗。壮族将修建
凉亭视为热心公益、尊老敬贤、积德行善之举，并象
征着村寨的团结和家族的和睦。壮族地区的凉亭，大
多是子女为家中老人消灾祛病、祈福长寿而修建的，
在功用上最终却体现在为公众谋福利。凉亭的选址、
动工日期、开工和落成仪式及选用的材料等，都有一
系列的习俗礼仪。凉亭多建在旷野间的交叉路边上，
有的也建在村中或者村旁，其位置多为方便往来劳作
的村民使用。凉亭平面多为正方形或者长方形，面积
为 3 ～ 10 平方米，由四、六、八根立柱卯接穿杭木搭成，
双斜坡瓦顶或草顶，四面开敞，底部四周用木板搭成
坐凳。在凉亭正中的横梁上常注明修建的年月及捐资
捐物修建者姓名和数目。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平寨思源亭

桂林市兴安县漠川乡榜上村

戏台：

戏台即戏剧舞台，是指为戏剧演出而建的专门场所。古代戏台基本为木结构建筑，从开口角度，可分
为一面观、三面观两种，亦有介于两者之间者。戏台多为干栏式，上层抬高以利于表演，下层为准备间或
是留空作为村民休息活动的空间。根据使用要求，设有前台、后台、侧台等部分。前台宽敞高大突出，侧
台矮小后退。戏台左边是休息凉亭，与戏台连为一体，共同构成村寨的公共活动中心。这一系列的公共建
筑满足了村寨议事、典礼、集会、娱乐等多项功能要求。

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乡马鞍村戏台 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周渭祠戏台

桂林市阳朔县兴坪镇渔村戏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