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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家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鄂西土家族传统民居艺术则是其民族文化的典型

代表!它的外部造型与内部空间营建!以及对山地自然环境的充分适应与巧妙利用!不仅体现了实用与

审美#建筑与场所的完美结合!而且反映了土家人对于生活与美的理解"从鄂西土家民居的审美视角出

发!通过对吊角楼建筑形态美学特征的研究和分析!试图揭示土家民居建筑中所蕴涵的深层次的文化底

蕴和精神品质!吸取其设计精髓!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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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西南山区是一个多民族集居地%在这里%生

活着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土家族&数千年来%他

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创造了十分灿烂的土家文化%

最为突出的是风格独具*特色鲜明的民居建筑艺术%被

誉为'巴楚文化的2活化石3(&

+

#

,

土家传统民居是土家民族精神的物化载体%它的

建造过程*结构功能*外观造型*室内空间营建以及居

住群落%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该民族的文化观念$

+

)

,

土家吊脚楼的艺术特色及其审美价值取向%体现了该

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与民族特质%是土家人社会生活

与民族文化的直接反映&

#

!

造型特色

鄂西土家族传统民居是典型的木结构吊脚楼%一

般依山傍崖*靠岩临水而建&土家吊脚楼的构建方式

为'干栏式(与'半干栏式(%又以'半干栏式(为其主要

造型特征&建筑的前半部或两厢用立柱架起悬空%后

半部处于实地%悬空部分在与后部地面平齐的高度搭

置横木%铺上木板%形成基面%四面围以壁板%开启门

窗%盖上屋顶%就构成了一个最基本的吊脚楼 &

吊脚楼的内部结构一般分上中下三层%下层放置

牲畜杂物%中层供人居住%第三层用于储存谷物农具

等%各层之间以木梯连接$吊脚楼的整体构架均以榫卯

相衔%不用一钉一铆%结构严密%牢固耐用$其外部造型

和室内空间构造均呈现出恰到好处的比例关系%房顶*

屋身*楼基等各个部分和谐稳定%气韵生动%体现了实

用和审美的完美结合&

吊脚楼在长期的营建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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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环境%形成了多种结构形态与造型式样%常见的有!

半截吊*半边吊*单吊式*双手推车两翼吊*钥匙

头*三合水*四合院*临水吊*跨峡过涧吊*平地起吊式

等等&但是%从平面布局来看%土家吊脚楼主要有四种

基本形态%其它各式都是这四种形态的嬗变与演化&

这四种基本形态是!

#'#

'

#

(型%也叫'单吊式(&这种住宅是土家吊脚

楼最基本的形式%其开间按一字形横向排列%通常有三

间%五间和七间%造型朴素%简洁实用&

#')

'4(型%也叫'钥匙头(&此类住宅以'

#

(形正

屋为主体%在一头尽端%向前加一两间厢房...也叫龛

"

4

5/.

#子%其平面造型状如钥匙%故称钥匙头&

#'!

'

$%

(型%又称为'双吊式(*撮箕口(*'三合

院(或'三合水(&这种形式的吊脚楼是在'

#

(形正屋

的左右两端建一对称的厢房%形成'三面闭合%一面看

天(的 撮箕形状&

#'M

'

&

(型%亦称'四合院(和'四合水(%有长方形

与正方形之分&此型建筑受北方四合院的影响%围绕

天井布置成为一个四面封闭的宅院%两边厢房楼下为

宅院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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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色

鄂西是巴*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巴*楚*蜀文

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交汇点%文化的多元性使这一的

区民居建筑形式呈现出多元多变的风格&但从总体上

看%鄂西民居建筑的个体形象充满了强烈的山地意识%

承载了深厚的人性记忆%形成了特殊的人文地表景观&

就土家民居建筑而言%它那种依山就势%下虚上

实%状如空中楼阁的特征%不仅带有明显的山地巢居遗

风%而且还呈出现我国巴渝及南方地区干栏式建筑的

强烈印记$它对山地环境的充分适应与巧妙利用%既展

示了土家人的创造精神与审美意蕴%又表现了土家人

对自然的依恋和遵从&

长期以来%土家人一直生活在穷山恶水大山里%生

存环境十分恶劣%他们在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中%

认识到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同自然反复地碰撞与交

流中%积累了与自然和谐相处丰富经验&在他们的文

化艺术中%充满了对自然的顶礼与膜拜%这不仅反映在

建筑艺术上%也体现在其他文学艺术之中...诗歌*歌

舞*美术*图案*服饰等&他们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出

发%自发地认识到人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人的一切来自

于自然%所以一切活动都应服从于自然&因此%土家民

居建筑从最初宅基地选择开始%就处处体现出的土家

人这一文化特色&

首先%土家人建房%十分注重住宅方位的选择%讲

究宅基地的'龙脉(&因此%在建房之初%要请风水先生

看'龙*穴*砂*水(%称为'卜宅(或'卜居($龙指山脉%穴

指宅基%砂指山象%水指水征%所谓'山地观脉%脉气重

于水$水地观水%水神重于脉($按照'宅以形势为骨体%

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

为衣服%以门户为衬带%若得如斯是俨雅%乃为上吉(为

原则选定宅地基%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为确定房屋方位基本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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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一个背靠青山%面对

绿水%视野开阔的好屋场%是屋主人最大的物质和精神

追求&风水文化本源自于汉民族%但鄂西土家人在运

用上更加虔诚&

其次%在房屋的建造过程中%每一步骤都有其独特

的文化含义!第一步要备齐木料%土家人称'伐青山(%通

常选椿树或紫树%因椿*紫谐音'春(*'子(而吉祥%意为

春天常在%子孙兴旺$第二步是加工大梁及柱料%称为

'架大码(%架大码与驾大马同音%寓意'家杰卿运(犹如

驾马前行$第三道工序叫'排木扇(%即把加工好的立柱

凿孔穿榫%像扇子一样串接成一排排&排木扇是土家人

家庭实力的象征%排的木扇越大越多%房子做得就越大%

不但显示房主人家庭殷实富裕%而且日后会更加兴旺发

达$第四步是'竖屋上梁(%主人选定吉日%先燃香点烛%

叩拜行礼'祭梁(%然后请众乡邻帮忙%齐心协力将一排

排木扇竖起来%用横梁连接成一个整体%这时%敲锣打

鼓%鞭炮齐鸣%左邻右舍都送礼物祝贺%热闹非凡&之

后%便是钉椽角*盖瓦*装板壁&富裕人家还要在屋顶上

装饰向天飞檐%在廊洞下雕龙画凤%装饰阳台木栏&

之三%土家新楼落成之后%通常还要举行一个重要

仪式%要请一位具有一定巫术*德高望重的土家'掌墨

师(或巫师在楼房正梁中央画一神秘的象征性符号!符

号呈圆形%分内外两层%外圈为朱红或黑色%中心则涂

以黄色%其形如'卵($画完后%巫师用凿子在黄色圆心

中央凿一圆洞%新楼主人则要跪在地下用衣服将木渣

全部接住$然后%巫师在梁木两端分别写上'乾(*'坤(

二字$这时%在场的土家男女则跳起舞蹈%唱道!'上一

步%望宝梁%一轮太阳在中央%一元行始呈祥瑞&上二

步喜洋洋%乾坤二字在两旁%日月成双永世享55(仪

式结束后%新楼就可使用了&整个仪式%与其说是土家

人新居落成的庆典%毋宁说是土家人自然观和宇宙观

的一次形象化的宣演&土家人认为%自己居住的地方%

是自然和宇宙的中心%这种神秘的符号乃是宇宙万象

的象征%它包含着土家人对开天辟地*人类发祥的古远

追忆以及对星辰日月%风雨雷电自然现象的思辨与崇

拜$他们把'乾坤(写于梁上%而梁木又置于房屋中%来

象征自己的住宅可以包含宇宙%容纳天地%以此证明土

家人不仅是处于宇宙和自然的环抱之中%同时%其住所

也包容着自然和宇宙&

+

M

,这种人与宇宙浑然一体的天

人观%虽然带有原始神秘的宗教色彩%但与汉文化'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有着本质的一致性&他们对'日月乾

坤(的歌舞唱颂%是对天地日月*宇宙自然的祭祀与膜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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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也是对自己幸福生活的祈求%同时更是其民族文化

的一种表达方式&

!

!

艺术特色

!'#

!

建筑群落

土家族习惯聚族而居&他们几户*十几户或数十

户聚居成村寨%寨中建筑没有明显的中轴线%远远望

去%吊脚楼层层叠叠%鳞次栉比%错落有序%立面层次清

晰而富于变化%美不胜收%成为别具特色的山地聚落景

观&而且%这种居住群落一般以姓氏作寨名%如郜家

山*覃家沟*牟家院子*冉家坝等等&"图
#

#

图
#

!

土家吊脚楼群...湖北宣恩彭家寨

!')

!

室内布局

土家人的住宅规模依据经济状况而差别较大&普

通农户一般为'三柱四骑(%经济状况中等的'三柱六

骑(%大户人家则往往建造'七柱八骑(和带天井的四合

院以及几个四合院组和成的大型宅院&

一栋四排扇三开间的住宅%中间的一间叫'堂屋(%

是用来祭祖*迎宾和办理'红白喜事(的场所$左右两头

的叫'人间("

3

/.

#%父母住左边人间%儿*媳住右边人间$

若有兄弟%兄长住左边人间%小弟住右边人间%父母则住

堂屋神龛后面的'抱儿房(&在左边人间%以中柱为界分

隔为前后两间%后面为卧室%前面作伙房%又叫'火铺

堂(&火铺堂中央以石板围成一小火坑%架上三角铁架%

在上面放置瓦罐或沙锅%就可用来煮饭和炒菜&

吊脚楼上层一般都设有天楼%天楼分板楼和条楼%

在卧室上面的是板楼%用木板铺设%是放粮食*干果等

生活用品的地方$在伙房上面是条楼%用木棍竹条铺

设%上面主要放置坛坛罐罐*农具家什&

有厢房的吊脚楼%厢房楼下通常作为猪*牛栏和厕

所$中层叫姑娘楼%是土家姑娘织'西兰卡普("土家织

锦#*绣花*做鞋以及睡觉的地方$上层一般当作书房或

者客房来用&

富户人家大宅院%除了房间多%用途划分细之外%

有的还把绣花楼或藏书楼修建在宅子的最高处%在楼

上可俯视整个院落或远眺四周的风景&

!'!

!

装饰手法

装饰是建筑的审美符号&它可以使人透过装饰本

身 %感受到建筑的精神品质与审美取向&

+

K

,鄂西土家

民居建筑的装饰手法丰富多彩%其形式和内容*技法与

工艺既秉承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精髓%又具有鲜明的

地域风格与朴实的民族特色&土家民居装饰主要在屋

脊*山墙*挑柱*驼峰*雀替*掸拱*柱础*栏杆*门窗等部

位&装饰的手法多样%有精美的木雕*石雕和砖雕%也

有色彩古朴的彩绘*泥塑和陶件&装饰的题材广泛%植

物花卉*飞禽走兽*神话寓言*历史典故*戏文歌舞以及

宗教伦理和本民族的图腾纹样都是其表现的内容$在

布局上强调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在风格上讲究简洁与

精细的和谐&土家民居的典型装饰有以下几个方面!

栏杆!栏杆是土家吊脚楼重要的元素%它和吊脚支

撑的楼板*屋顶及悬挑一起组成吊脚楼的龛子%龛子也

叫厢房%亦可称之为小楼阁"龛子是土家民居的标志%

是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住宅的明显符号#&

+

A

,通常龛子

的正*内两侧有走廊%也有的三面设走廊&走廊栏杆装

饰是土家民居一大特色%其图案极讲章法%木栏上通常

雕饰'回(字格*'喜(字格*'亚(字格*'

H

(字格以及凹

字纹等图案%有些栏杆%还在中央制作装饰性的'美人

靠(%来进一步增强栏杆实用性和形式美感&"图
)

#

图
)

!

吊脚楼的龛子和栏杆...湖北宣恩张关铺

挑柱!土家民居充分发挥木结构性能%大量采用悬

挑构造手法%吊脚楼向外突出部分由挑枋和挑柱支撑%

挑柱下端不落地%和挑枋组成悬空结构&挑柱不仅是

房屋的重要构件%其柱子及柱头装饰也极有特点%土家

工匠通常把柱头雕成精美的'金瓜(状和'旋扭(形%柱

身则多饰以龙凤纹以及云回纹%这种似于汉民族官式

建筑'垂莲柱(的柱子悬空排列%使土家吊脚楼更显得

轻灵飘逸%秀婉古朴&

门窗!门窗是土家民居装饰的重点部位&门的装

饰是门框与门扇%重点在在门扇%有木板镶拼雕花门%

也有细木榫接格栅门$窗户的装饰主要是窗棂%一般用

细木榫接雕花而成&门窗的雕饰的题材内容多是花卉

植物*龙凤虎豹*万字福字*吉祥如意等纹样%造型质

朴%工艺手法古拙而精细&

此外%还有柱础*家具等装饰也颇具特色&

土家民居建筑的装饰把楚文化的浪漫和巴文化的

质朴很好地融为一体%形成了土家人特有的装饰语言%

古朴而不失灵秀%粗犷而有韵致%不仅生动地反映了土

家人趋吉避害%祈福消灾的良好愿望%而且充分展现了

土家人的装饰艺术才华&正如张良皋先生对土家民居

的评价!土家吊脚楼的结构和装饰造型均处于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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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干栏式建筑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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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土家民居是传统山地建筑的优秀代表%它别

具一格的营建方式以及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审美特

色%记载了一个民族对宇宙自然*天地人生以及住所环

境的理性思考%它不仅是地域*民族文化及传统精神的

有形载体%同时也是协调自然与人关系的典型范例&

在我国%山地面积远远大于平原面积%出于拓展生存空

间或回归自然的需要%我们的城市与乡村将进一步向

山地发展&

+

*

,因此%研究和探讨鄂西地区土家族传统民

居的建筑特点与艺术成就%使之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将

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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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取以上措施纠正了设计和施工阶段的问题%

并为建筑使用者做出了详尽的使用指导之后%这栋建

筑的绿色设计策略终于开始发挥作用%建筑的室内环

境质量基本达到了设计所预期的效果%问卷调查显示%

使用者对该建筑室内环境的满意率得到很大提升&

K

结论

从以上建筑使用阶段反映出的问题可以看出%建

筑设计人员的着眼点绝不能够仅仅局限于设计阶段&

特别对绿色建筑而言%为了保证其最终环境性能能够

忠实反映设计意图%设计师必须从方案的早期开始%随

时跟踪和监控每项绿色设计策略和技术在建筑发展每

个阶段的落实情况%包括施工图绘制阶段*施工阶段*

验收阶段*直至使用阶段等&在使用前的各阶段%主要

需要监控设计方案的变更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并

尽早做出必要的修正以解决问题$在使用阶段%则需要

特别重视对建筑的管理和对使用者的指导&要让建筑

管理者和具体使用者都清楚地了解建筑的设计性能和

运作方式%并使其明白%他们可以)应该如何根据天气)

气候的变化和具体使用要求来控制和调节建筑内部空

间中的一些设备*设施和部件"门*窗*百页*灯光*风

扇*遮阳板等等#%从而真正实现绿色建筑在节能环保

的同时%创造舒适*健康室内环境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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