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
镇
建
设

广
西

“双碳”目标助力建筑业   绿色转型

毛志兵指出，我国作为传统能耗“大户”，建筑业在实现“双碳”目标方面责任重大，亟须
向绿色化、智慧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转型。

毛志兵介绍，在“双碳”背景下，我国建筑业面临这几个方面挑战和机遇。第一，我国新
建和存量建筑规模巨大，大量存在高耗能、高排放等问题，而新建建筑目前的建造技术也有待改
进，因此，我国建筑领域的减碳难度很大，成本高昂，这种挑战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双碳”
要求推广绿色环保的生产方式和建设模式，这必然涉及建筑设计、施工及运营的全产业链。设计
阶段应从全生命期的角度考虑资源节约、保护环境等问题，加快推进低能耗建筑的规模化发展；
建造阶段则须注重绿色建材的应用，推广绿色建造方式，围绕“人、机、料、法、环”全要素来
推动绿色发展。第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十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提
出，到2025年，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3.5亿平方米以上，建设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0.5
亿平方米以上，装配式建筑占当年城镇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30%，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
到8%，建筑能耗中电力消费比例超过55%。从这些数字不难预见，未来在节能建筑、装配式建
筑、建筑垃圾循环利用等方面，市场空间将非常广阔。

以工业化筑基   推进建筑业数字化转型

“我国建筑业在规模上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但发展质量还有待提升，如劳动密集
型的产业特征依然显著，科技含量也有待提高。”毛志兵介绍，我国建筑业正处在以新型工业化
变革生产方式、以数字化推动全面转型、以绿色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发展新时代。对于建筑
行业来说，数字化转型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其关键在于推动建造方式向智慧建造发展。实现智慧
建造的路径，就是以工业化筑基，用信息化赋能，推动建造的“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自
动化、智慧化”。纵观智慧建造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感知阶段、替代阶段、智慧阶
段”。

毛志兵表示，未来，建筑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来自技术层面的挑
战。数字化转型有赖于基础性信息技术和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水平。二是来自工程建造复杂性的挑
战。建筑业参与方多、流程烦琐、生产体系高度复杂，这给全面实现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很大的挑
战。三是来自成本方面的挑战。建筑业是一个对成本高度敏感的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意味着
投入的增加，如果没有相应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就难以形成市场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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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特征概述

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建筑也叫干栏式建筑，为穿斗梁式体系框架。干栏又称高栏、麻栏、阁
栏，有全木结构高脚干栏、木竹结构干栏、土木或砖木结构干栏，但大部分为全木结构。建筑平
面布局有前堂后室型、前廊—堂屋—卧室型、一明两暗型等（见图1、图2、图3）。建筑分为上、
中、下3个部分（见图4），不同的部分具有不同的功能特征。上部分被称为“粮食局”，是储
藏粮食、存放农具和晾晒衣物的空间。中间部分为被称为“人事局”，供人生活起居，其功能空
间包含楼梯、前廊、厅堂、火塘、晒台、卧房等，各空间分别以木板隔开。下部分被称为“畜牧
局”，用于圈养家畜，通常以木栅栏围合，设置有鸡棚、猪棚、牛棚、灶台、水池等功能区域，
有时也用于放置农具、柴草等。

   

 图1  革步村作山屯“前堂后室型”     图2  平流村“前廊—堂屋—卧室型”

图4  天德村陇怀屯农先生家上、中、下层平面图

不同的空间具有不同的功能特征。其中，楼梯有木梯和石梯两种，但以木梯居多，造型简
易，是进入中间层的交通辅助工具，与前廊连接。有的设置在房屋的正面，但有的因位置不足，
安排在前廊一侧。前廊是壮族传统民居建筑的重要辅助功能空间，连接楼梯与室内空间，其通风
采光较好，用于家庭起居，有时用于存放生产农具、晾晒衣物和农作物，更重要的是用于家人休
闲娱乐；但有的房屋不设前廊，如一明两暗型的平面形制。厅堂是家庭成员的主要公共活动空
间，正中设神龛，摆放供神桌，是整座房屋最为神圣之处。厅堂次间上方为阁楼，用于储藏粮
食，距离中间层2米多。火塘设置在一侧，与厅堂连为一体，分为架空火塘和地面火塘，具备厨房
的功能，主要用于烹饪食物、就餐和烤火取暖，是家庭的生活中心。晒台是由大树干或石柱与石
梁支撑，主要用于晾晒粮食。卧房分布在堂屋后侧，有的安排在堂屋两侧。

民族要振兴，乡村必振兴。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振兴乡村民居文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但伴随着现代化发展和外
来文化的影响，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文化遭到一定程度的侵蚀和破坏，呈现出与乡村振兴发
展需求不相适应的一系列问题。本文主要探讨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建筑空间结构和空间功能
等特征，并着重从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和空间功能等角度提出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
及其当代价值，以期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和谐人居环境，推动当地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进而促进乡村振兴。

MIN JU

民
居

乡村振兴视域下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
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文＿段平艳（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讲师，硕士）   

图3  蒙里村可俫屯“一明两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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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家人们围绕在火塘边唱歌、闲聊，是一种亲情团聚的社交方式（见图7）。前廊除了起到
入户的交通作用外，也是饭后聊天、邻里之间闲聊的重要空间场所。

  

   图7 天峨县堡上屯莫家火塘        

（三）空间的等级性

经过调研发现，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空间呈现出一定的等级象征意义。在空间中，壮族
传统民居建筑有一定的讲究和禁忌，为“以中为尊、上尊下卑、东尊西卑、左尊右卑、前贵后
贱”。如空间中灵堂位于中轴线，位置最为尊贵，其他位置逐步递减。家庭中的老人和主人的
卧房安排在东边，体现了其家庭身份的重要性。有的将最东边卧房给予男主人居住，而未婚和
年幼的女性则住最西边的卧房；神龛后面的房间由家中年老的长辈居住，而靠近火塘灶间的房
间不可以由新婚夫妇居住，居住空间的安排象征着一定的身份级别，是民族习俗文化的重要体
现。再如粮仓被认为是“天楼”，是神灵保佑的地方，女性不被安排在此处居住，而男性则可
以。再者，有的在接待贵重宾客时，会安排贵客坐于神台前，主人坐于桌子左边，客人坐于桌
子右边，而对待一般的客人，通常会在火塘就座。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的当代价值及其启示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的当代价值

1.天人合一思想

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建筑地域特色鲜明，蕴含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较好地体现了
传统民居建筑与人、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其尊重自然，顺应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是壮民们数
千年以来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更是独特地域文化特色的彰显，是乡村振兴中的生态文化遗产。

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建筑遵循就地取材和因材施法，形成完全适应地域特征的建筑风貌。
该地区地处云贵高原南麓，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其地势较高、山多田少，气候湿热，属于

二、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传统民居文化遗产保护，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民居特色文化
内涵，是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必要途径。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建筑经过数千年
的历史进程而演化形成，是民族文化的结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民族生活和文化，是长期积淀
的社会风尚和精神内核。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建筑是壮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从外到内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空间功能和装饰符号具有不同的文化意蕴。

（一）空间的象征性

空间的象征性通常以建筑装饰符号等形式呈
现。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建筑富有象征意义，寄托
着壮民们的生活向往。一是装饰符号的象征性。
如壮族传统民居建筑的门窗雕刻有仙鹤、鸟、蝙
蝠和稀缺植物等图腾（见图5）；有的屋脊使用动
物、植物等图腾拼接成各式图案，象征吉祥如意、
财运亨通等美好寓意。二是空间功能的象征性。如
厅堂中的灵堂位于中心轴线上，主要用于陈设祖先
画像、神龛和对联等，是家人的精神殿堂，可以祈
求福吉（见图6）。在桂西北壮民的心中，对祖先
的崇拜是一种尽孝的文化象征。因此，逢农历三月
三、清明节、中元节等主要节日都要在灵堂上香
跪拜先人、敬奉祖先、祈祷美好。三是数字的象
征性。如楼梯的阶梯数是有讲究的，通常以奇数
为贵，其中3表示天、地、人，9是最为喜庆的数
字，楼梯的设置通常为7级或者9级，寓意“久长久
远”。再如房屋脊梁建造通常较为慎重，一般会选
择良辰吉日进行。

（二）空间功能的团聚性

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空间的团聚性通常以增
进家庭成员及邻里之间情感交流需求而呈现。通过
空间的团聚功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如厅
堂是家人、亲朋好友的精神文化和情感交流中心，
通常用于庆祝各种重大民族节日、举办婚礼、祝寿
和社交等。火塘是家庭的生活中心，除了用于家庭
成员一日三餐的烹饪和就餐，也是家庭会客的活动
中心，在重要的节日用于招待亲朋好友和客人的团

  图5  平流寨门窗装饰符号  

图6  平流寨厅堂神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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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而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一部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华文明，我们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
时俱进、推陈出新。”乡村振兴的实现离不开传统民居优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也需要不断创新
和赋予时代意义。在乡村振兴进程中，传统民居优秀文化传承不仅可以培育乡风文明建设，还有
利于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和实现生态宜居。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以“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文
化价值遗存至今，对壮民们的生活影响深远，是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强调，“要以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保护和传承传统民居优秀
文化，是建设乡风文明和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动力。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保护和发展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落脚点，应积极响应其号召。但是传统民居文化的振兴，不是简单的保留。一是
要坚定文化自信，立足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的优秀文化，在传统的基础上要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深挖壮族传统民居的民族特色优秀文化内涵，积极保护和传承其优良文化传统，并结合时代
发展需求，进一步创新，从而改善壮民们的家园环境。二是要坚持地域特色，遵循自然规律、与
自然和谐共处，继续传承“因地制宜、天人合一”协调发展的自然观，在必要时刻对传统民居文
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修复，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传承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生态家园，改善壮
族人民人居环境品质，振兴乡村居住文明建设，进而推进桂西北地区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大家的齐心协力，共谋发展。在乡村振兴中，要增强村
民群众的保护意识，提高对传统民居文化价值观的认识，从而树立乡村传统民居文化保护与发展的
观念。应注重引进人才，成立乡村传统民居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人才队伍，共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四、结语

传统民居建筑历史发展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应加强保护和传
承。挖掘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文化内涵及其当代价值是促进壮族传统民居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
改善桂西北壮族人民人居环境、留住家园乡土情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
居住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但面临着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择取偏失，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文化逐
步遗失，给乡村振兴发展带来了挑战。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只有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在传统的基
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和保护民族优秀文化，并结合时代发展需求创新，才能助力乡村
文化振兴，建设和谐的精神文明家园，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宏伟蓝图。

注：本文系2022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乡村振兴视野下桂西北

壮族传统民居文化及当代设计研究”（编号：2022KY1432）研究成果；2022年度广西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建筑设计类人才‘产教研创’一体化培养研究与实践”

（编号：GXGZJG2022A033）研究成果；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立项项目成果“基于德专创并重、

产教研一体的高职室内设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编号：GXXDYB202231）研究成果。 

亚热带季风气候，且阳光充足，木材和石材资源相对丰富。为了应对自然环境，保护有限的耕
田、用水等自然资源，传统民居建筑采取依山傍坡、自上而下、高低错落的布置形式（见图
8）。且能就地取材，利用大自然随处可见的木材、石材、竹子、泥土和自制的瓦片、砖石建造
出一栋栋干栏式建筑。建筑以岩石打底，巨木为柱，杉木为梁，墙身以木材为主，也有一部分
采用砖石或者泥草涂在建筑骨架上。大部分建筑墙脚和柱脚为了防止雨水腐蚀，采用石材作为
基垫。整个建筑外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具有保暖和隔热功能。

图8  平流寨顺应自然环境建造

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也称“土木干栏”建筑，具有防潮、防兽等特点。建筑分为全架空式
或半架空的形式，半架空建筑有的为前半部分腾空，后半部分落于地面上，也有的是后半部分
架空。另一种已演变为直接落于地面的建筑形式。此外，当地居民充分利用大自然已有条件，
采用简单的建造手法实现建筑应有的功能。建筑通常以粗长的圆柱作为房屋的主要支撑，为了
防止腐烂，以石墩作为木柱的奠基。屋顶镶灰色瓦片，有的为明瓦，屋顶呈人字形悬山式，檐
口高度通常为4米左右，出挑的檐口有利于防水和挡风，在一定的程度上能节约能源，体现了建
筑本身与周边大自然融为一体、“天人合一”的建筑思想。

2.人际之和思想

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建筑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了壮民们的地域风土人情，“人际
之和”的处世态度在民居建筑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一方面，在其民居建筑空间中，设置
了家庭团聚的功能空间，如厨房火塘、堂屋等空间功能，诠释了人伦之和，注重亲情，以促进
家庭人际关系的和谐。此外，还体现了孝慈的人伦观念，如堂屋墙面的祖先牌位陈设、老人卧
室的位置分布等。另一方面，在建筑空间功能中还充分体现了注重邻里之间的情感交往需求，
如前廊和堂屋等社交功能，目的是促进妯娌之间的和谐。这些居住的功能设计是增强家庭团
结的表现，同时更显著地体现了壮民们对“孝敬仁爱”礼制的传承和对乡邻友爱互助的文明风气。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桂西北壮族传统民居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