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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居遗韵
之广西瑶族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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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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瑶族聚落按所处地形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山地丘陵型：作为大部分瑶族的聚居形式，多
集中在广西的桂东北和桂西北两地。这类村寨坐落在崇山峻岭的山崖、山顶或陡坡上，是瑶族先民
最主要的聚居形式。此类村落多为茶山瑶、盘瑶及布努瑶居住，但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区别，茶山
瑶及布努瑶多分布在山谷和沿溪流两岸的山坡，也有个别村落分布在山腰。从茶山瑶及布努瑶的居
住环境来看，地势较平，绝大部分的村落占据瑶族聚落的中心。而盘瑶居住分散，多分布在山脊陡
坡上，也有小部分居住在山冲和山腰，他们为了向“山主”批租山地，都散居在茶山瑶等村落的周围，
成了茶山瑶防止外部袭击的前卫。另一类是河谷平原型：这种类型主要是在瑶族人民慢慢向平原地
带迁移过程中形成的，便于生活取水，因地制宜，依山就势，聚落形态多不规整，总体呈带状布局，
顺应地势与江面平行。这一类型主要集中在广西的桂东北，多为平地瑶。

广西瑶族聚落主要分布在桂西北的巴马、都安、大化，桂东北的恭城、富川，桂中的金秀等主
要区域，在聚落类型上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民俗风情等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类型。

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巴根屯山脚下的房屋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和平乡小寨村

从左到右依次为：茶山瑶、平地瑶、盘瑶、布努瑶

瑶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国瑶族主要聚居于湖南、广西、云南、广东、贵州等地，即南
岭山脉一带，整体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瑶族有“尤勉”“金门”“布努”“拉珈”等支系。
因居住和服饰等方面的特点不同，瑶族曾有“盘瑶”“过山瑶”“红头瑶”“大板瑶”“平地瑶”“蓝
靛瑶”“沙瑶”“白裤瑶”“茶山瑶”等三十余种支系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为瑶族。

一、瑶族聚落的形成与特点
经历多次战争，大部分瑶族先民选择定居于高山之上，瑶族的聚落基本是瑶族同胞基于生存的

需要本能或半自觉形成的村落，原始村落规模较小，布局相对分散、不规整，但总体上依山就势、因
地制宜。

决定瑶族人居特色的关键因素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中，对聚落人居选址、规模以及外观
形态等影响较大的是自然条件，而对于其空间组织秩序、民居内部的空间序列关系、建筑结构等起决
定作用的是人文环境。

瑶族居住的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背靠大山建村立寨，整体上呈现出散点分布、沿河谷带形
发展和聚团发展三种空间形态。

依山而建的红瑶寨

瑶族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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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住宅空间布局小巧紧凑、变化多样，功能性强。住宅一般分为三层：底层为架空层，是生产活动
空间；二层是居住空间，以处于中心地位的堂屋联系火塘、卧室等空间单元；顶层是储藏粮食的空间。
堂屋是家中举行祭祀、议事和存放祖先牌位的公共空间，是拜神、祭祖的神圣之地，同时也是家庭劳
作及婚丧嫁娶时接待宴请宾客的活动场所，具有礼仪、习俗的意象。火塘也是瑶族生活中重要的组成
部分，它不仅是家中取暖、做饭、照明及人际交往等的重要场所，也象征着家庭血脉的联系。在堂屋
上方设置回廊与大空间，除了可以放大堂屋的空间尺度，打破底层高的限制，满足各种社交活动的需求，
表达其作为精神中心的地位，也是增加建筑内部采光、通风的最佳方法。

祠堂

对于血缘聚落而言，祠堂是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它是家族地位的象征，也是维系血缘关系的纽带。
在中国古代封建礼制中，“左祖右社”形制体现了祭拜祖宗的重要性。瑶族人民对祖宗的祭拜等活动
都在祠堂内进行，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达成共识，从而联系宗族，增强族人的凝聚力。在一个瑶寨内，
祠堂的重要性不亚于祭供神灵的寺庙，它具有维系血缘共同体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同时祠堂也是
家族组织的活动中心。

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屯花蓝瑶民居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瑶族村落砖瓦式屋顶

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秀水村民居河池市南丹县里湖瑶族乡王尚屯民居

二、瑶族民居的风格和特色
瑶族传统村寨多依山而建，住房十分简陋。面对艰苦的自然条件，瑶族先民在长久的历史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营建经验来适应自然环境，形成了独特的民居形式。
根据平面形式分类，瑶族民居主要有四大类型：燕窝式、摆栏式、锁匙头式、吊瓜式。第一

种主要为平地瑶所用，后三种为高山瑶常用。窝式民居平面呈“凹”字形，户外走廊无柱；摆栏
式民居平面呈矩形，户外为柱廊；锁匙头式民居的平面一层与摆栏式相同，二层则左、右两正屋
各外伸出一阳台；吊瓜式民居平面一般呈矩形，一部分向外伸出，用柱支撑，也有用原木悬挑的，
底层半地下室空间做牲畜栏或堆放杂物，外伸部分围绕正屋设一圈长廊，部分长廊上设阳台。

瑶族重要的公共建筑及居住建筑类型包括住宅、祠堂、戏台、商铺、广场、凉亭和风雨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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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广场不仅是瑶族同胞提供聚会和交流的空间，也同时
是晾晒谷物和进行各种祭祀、庆典的场所。由于广场能产
生内向的聚合力，因此它在村落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即将
全村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被赋予代表村民团结的精神意
义。例如，某瑶寨的广场位于村落入口处，以建筑、道路、
山水、地形等围合，由碎石铺设而成，它是小寨村民活动
的中心，也是村内与村外的缓冲空间。在树荫下，老人们
可以聊天，孩子们可以奔跑玩耍，青壮年也可以在闲暇之
时在广场休憩、聚集。

风雨桥和凉亭

瑶寨依山傍水，在溪流上架设着各式各样的桥。大部
分桥由巨大的桥墩、木结构的桥身和凉亭组合而成。凉亭，
雅致玲珑，结构精密，别具特色，内设置有长凳，供人歇
息、眺望。这些桥供瑶族同胞做农活往返歇息和遮风避雨，
因此就叫“风雨桥”。风雨桥中部或两端供人躲雨与纳凉

的亭子称为“凉亭”。
风雨桥作为一个村寨的标识，是村寨的主要构筑物

广场能产生内向的聚合力，在村落中有重要的地位

戏台

戏台是展现瑶族人民丰富的业余生活、节庆喧闹气氛的娱乐性场所。在祭礼和过节时，热情
的瑶族人民齐聚一堂，共同跳舞、唱歌，展现对节日的喜爱和热情。戏台就是伴随着乐舞、戏曲
艺术而进一步兴起发展起来的。起初，其只是作为演出用的场地，随着表演艺术的发展和瑶族人
民对表演的喜爱，才慢慢形成这种称为“露台”的高台建筑。之后，为了遮风避雨，在露台上加
建了屋顶，在后面、两侧又加建侧墙，既加强了演唱的音响效果，也排除了视线干扰。戏台建筑
是各个瑶族村寨必不可少的公共建筑。如恭城武庙戏台，就是专门用于关帝庙会等节庆庆祝的祭
祀场所。

商铺

沿河兴起的瑶寨，经济发展迅速，商业也是在手工业、农业等富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
些小的商铺相继出现，为瑶寨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瑶寨注入了活力。以恭城瑶族自
治县为例，恭城现保留有三条老的商业街，并保存有湖南会馆等公共建筑。古街商铺建筑多和民
居结合在一起，既是商业建筑又是居住建筑。商铺多为两层，临街面多开大窗和门便于交易。

戏台是瑶族人民节庆娱乐场所

沿街商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