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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聚落及其文化初探 

程 艳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侗族聚落富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内涵，因而极具研究的价值。通 

过 对侗 族 聚 落及其 选址 、形 态的介 绍 ，进 一步剖析 了文化 与聚 落 间的 关联 ，为 了解侗 族 聚 落的 

文化 艺术价值提供 一 些线 索 ，并以期有 益于现代 人居 环境 的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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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Dong Nationality Village and Its Culture 

CHENG Yah 

(CoU~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5，P．R．China) 

Abstract：Dong village is very valuable for research work because of its speci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 and 

rich cultural implication，In this paper，some ixfformation about the location，form and features of Dong village is 

given．The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the settlement is analyzed，which provides a clue for under。 

standing Dong village and will be  be neficial to creating modern hmnan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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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聚落的形成和发展是受民族历史渊源、自然地理条件、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等多方 

面因素共同影响的。 

侗族，属古代百越民族骆越支系，历史上曾居住于岭南的两广一带，自秦汉时起，由于战争和自然灾 

荒等原因，陆续迁徙至今贵州、广西、湖南三省毗邻地区和湖北西南一带，迁入初期与当地“土著”居民混 

杂而居，在唐宋时期逐步完成民族分化，独立成为单一民族，并由混居转向族居。这一特殊的民族历史 

进程，使得侗族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侗族文化和聚落形态。 

侗族聚居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十分有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这一带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溪流纵横，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气 

候温暖，尤其适宜于农林业的发展，正是如此富饶的自然资源形 

成了侗族人民世代以农林渔牧业为主的生计方式。 

侗族，以父系血缘为中轴而形成宗姓，侗寨作为进行内外社 

会、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绝大多数为一寨一姓氏，外姓入寨常 

常要“改众人姓”，才能成为该寨成员，即使有的一寨几个姓氏， 

也各有一定的居住范围及代表这一族姓的称号和组织、规约，正 

如侗歌中所唱“按格分开住，按族分开坐”，而且，每个族姓或村 

寨都有固定的集会议事场所，即鼓楼。例如有“干户侗寨”之称 图1 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全景 

的贵州黎平肇兴侗寨(见图1)，寨内存在五个不同的宗族，分住在五个不同的自然片区，分别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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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号，即仁团、义团、礼团、智团、信团，各团围绕着本团的鼓楼，形成功能完备的各自的社区。这种以族 

姓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决定了侗族“聚族而居”的聚落特征和聚落形态的密集、紧凑。 

正是由于民族的、环境的、社会的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作用，使得侗族聚落形成了特定的选址理念和 

整体的布局形态，并蕴涵着与之密切相关联的丰富的聚落文化。 

1 选址理念 

侗族人民选择聚居之地，是根据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结合长期以来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并 

遵循祖辈世代传承的信仰、信念、方法而进行的，此外，由于深受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的风水理论的影响， 

所以侗族聚落选址理念中蕴涵着强烈的风水意识。 

侗族生活在群山连绵，溪流纵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为了方便生活，有利于生产，村寨大 

都选址于缓坡、山坳和谷地之中，聚落环境强调依山傍水，尤其讲究山与水的配置、和谐。村寨大都背靠 

起伏的大山，面临蜿蜒的溪河，山脉遇水而止，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山水配置，是因为：一方面，侗家人认为 

“寨前平坝好插秧，寨后青山好栽树”，以侗族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而言，这样的地理环境是有利于生存 

和发展的，是一种生存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深受古代风水观念的影响，选址讲求取势纳气，讲求形 

法，注重山、水等自然要素的形、势以及配置。侗族人认为，蜿蜒起伏的山脉可称为“龙脉”，山脉遇溪河、 

平坝而止之处可称为“龙头”，“龙头”面朝环绕的溪河和开阔的 

平坝，背靠起伏跌宕、来势凶猛的“龙脉”，村寨建在这样的“龙 

头”处，侗家人就称为“坐龙嘴”，再在后山蓄古树箐竹形成风水 

林，以镇凶邪，在溪河上建造风雨桥，以锁财源，这些理念应对了 

形法学说中的“觅龙、点穴、察砂、观水”的选址手法，由此可见， 

侗族聚落在选址中十分重视风水因素，正是在风水观念的指导 

下，诸多要素适当配置所形成的地理空间才被侗族人认为是聚 

落的理想宝地。 

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乡的马安寨是体现侗寨选址的典 

型实例(见图2)，村寨背靠迥龙山，面临沿山脚三面环绕的林溪 

河，寨前是开阔的稻田平坝，溪河上建造有两座风雨桥：寨东北 

图2 广西省三江侗寨 
一  

自治县马安寨总平面图 

的平岩桥和寨西南的程阳桥，寨内的民居典雅古朴，鳞次栉比的围绕着地处中心位置的鼓楼而建，村寨 

与自然环境有机融为一体，宛若天成，形成一幅和谐、完整的画卷。 

侗族先民从生命实践和生存发展的经验中获得的这样一套聚落选址理念，既体现了侗族民间建筑 

的实用思想，又折射出侗家人朴素的自然观和生态意识，同时还反映出中国古代玄妙的风水理论对侗民 

族的深刻影响。 

2 布局形态 

为了满足以族姓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要求，侗族聚落在平面形式与空间层次上多强调以鼓楼 

群为中心的布局形态。 

2．1 平面形式 

侗族聚落的平面由各功能要素构成，建筑群的总体多呈向心式布局。 

侗寨的寨口一般设有寨门，溪流绕寨前或穿寨而过，风雨桥横卧于溪流之上，是村寨与外界联系的 

必不可少的纽带 位于村寨中心位置的鼓楼、鼓楼前的芦笙坪、鼓楼旁的戏台共同构成一个中心场，围 

绕在这一中心场周围的是侗族的干栏式民居木楼，多为顺应地形走向的自由布局，但其群体形态却表现 

为较强的向心意识(见图3)，民居四周散布着鱼塘、禾晾，有的鱼塘上架有粮仓，可起到防火的作用，有 

的鱼塘上立着厕所，形成特有的立体生态农业，此外，作为侗族民族精神支柱的萨岁祭坛多位于村头寨 

尾或中心鼓楼附近等重要的位置。寨内的道路系统因地制宜，主干道沿垂直等高线布置，辅以呈脉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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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小径，并随地形弯曲延伸，而凉亭、水井则星罗棋布于山 

道间，水车在寨外溪流边轮转不息⋯⋯这些功能各异、特色鲜 

明的构成要素就在以鼓楼为标志的中心场的总体控制下，与 

自然环境巧妙结合，共同形成侗族聚落完整、和谐的平面布局 

形式。 

2．2 空间层次 

侗寨空间层次的主要构成要素是高耸于村寨中心的鼓楼 

与鳞次栉比的民居建筑群。 

鼓楼以其挺拔的身姿，多姿多彩的建筑造型，从高度与建 

筑艺术形象上都对聚落的空间形态起着统率作用。 

围绕鼓楼而建的民居群，一方面衬托出鼓楼的雄伟壮观， 

另一方面又营造出丰富的空间层次。民居的层数都低于鼓 

楼，尤其位于鼓楼附近的民居更注意从高度与气势上去反衬 

鼓楼的统率地位。由于山地地形多起伏变化，民居木楼在建 

造上十分注重与地形灵活巧妙的结合，所以形成民居群在空 

间上的高低错落，常常是各楼之间廊檐相接，青瓦若鳞，随着 

地势跌宕起伏，民居群则层层叠叠，紧凑密集，簇拥着鼓楼，营 

造出丰富且颇有气势的空间层次(见图4)。 

3 文化关联 

图 3 广西省三江侗寨 

自治县峒乡华炼寨 

图4 贵州省从江县 

平求侗寨局部寨景 

3。1 山地文化 

侗族集中分布于山区，对侗族聚落的深入了解可发现，侗族人民世代尊重山地 自然环境，这主要体 

现在对待山地资源的态度和民居建筑的形式两个方面。侗族先 

民认为“无树则无以作栋梁，无材则无以兴家，欲求兴家，首树树 

也。”他们早已认识到山林资源对于建造房屋和生计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一方面利用和开发森林资源，另一方面又大量植树造 

林，保持生态平衡，以形成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民居建筑依 

山就势采用的“吊脚楼”形式(见图 5)和群体组合顺应地势的处 

理手法，尽量减少了对山地地形、地貌的破坏，充分体现了侗家 

人“山林为主、人为客”的观念。侗族人民尊重山地环境的朴素 

的自然生态观念，对于我们在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现状中探索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3．2 亲水情结 

图 5 贵州省从江县 

高增侗寨某“吊脚”民居 

侗族聚落选址的依山傍水，形态布局中重视与水的关系，不仅体现了人的生存离不开水，还包含着 

侗族人民永恒不渝的亲水情结。侗族《人类起源歌》的记载表明了侗族先民对生命和世界的认识是从水 

开始的，他们认为世界从水开始，生命起源于水，水奠定了侗族哲学思想的坚实基础。这一亲水情结还 

表现于侗族人民对水的崇敬，他们在寨内多建造精巧别致的井亭来保护水井，还把亲水动物作为图腾进 

行崇拜 ，如龙、鱼、龟、蛇、鹅、青蛙等动物形象常成为建筑的雕饰 、彩绘以及其它民间工艺的主要题材。 

3．3 祭萨文化 ． 

萨岁，是侗族传说中的古代女英雄，被侗族奉为女神，又称作“萨麻”，含有“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大祖 

母”之意，故侗人又称“圣母”。侗族每个村寨都建有专门的萨堂、萨坛或称圣母祠(见图6、7)，在建新寨 

或失火后另竖房屋之前，必先建萨岁祭坛，其形式或是外建房屋内部安宫设坛，或是露天设坛，每年都要 

在此进行隆重的祭祀、膜拜，一方面是对萨岁的缅怀悼念和赞颂，另一方面是求其英灵保佑，以保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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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贵州榕江县车江寨圣母祠外景 图 7 贵州榕江县车江寨圣母祠内景 

民。萨岁代表了整个侗族共同的祖先神灵的化身，是祖先崇拜的一种 

形式，萨岁崇拜在侗族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占有重要 

地位，直到今天，仍然是侗族聚落人民重要的精神支柱。 

3．4 鼓楼文化 

作为古老的山地农耕民族，侗族先民面对的是原始的自然条件， 

为了进一步认识和探索 自然，与 自然作斗争，因此需要协作、议事，需 

要齐心合力，需要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内聚力，以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 

战，这种生存和生产的需要，使他们选择了鼓楼作为公房，成为侗寨政 

治、军事、法律、历史、文化、娱乐休闲活动的中心，由此形成了“鼓楼文 

化”，鼓楼便成了文化的中心载体，也成为侗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 

村寨无论大小，都要建造鼓楼(见图 8)，而且，鼓楼在聚落的中心 

地位也表明了鼓楼对于全寨的重要性，如果寨内没有鼓楼，对内则使 

全寨人感到不方便，而且使人晦气、精神不振，对外则给人以经济穷 

图 8 贵州省黎 

肇兴侗寨信团鼓楼 

困、人心不齐、不举行祖母祭祀的印象，会被外寨人瞧不起，因此，建造鼓楼成为内聚人心、外显 

力的大事，全寨民众都把兴建鼓楼作为共同的荣誉和愿望。正是这样的民族精神文化和 自然莽 

的结合，形成了鼓楼独特的建筑艺术，使鼓楼作为侗寨的一个重要标志，凝聚着侗族人民的高度 

就了侗族聚落的独特形态。 

通过对侗族聚落及其选址理念、布局形态的认识了解，使人深深意识到这一民族聚落所具 

的民族性和地方性，而进一步对与聚落相关联的文化的剖析，则加深了对其特色与内涵的理解 

从这样的探索研究中借鉴民间建筑传统经验的成就，可以进一步启发人们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统 

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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