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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拥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
水和仡佬等 12 个世居民族，其中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在较为偏
远的山区，且部分地区刚摘去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2021 年，
一大批学者参与广西少数民族宜居环境的研究，助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一、建筑设计中的生态策略概念

工艺美术运动的倡导者约翰·拉斯金主张艺术要密切联系
大众生活，倡导为人民的艺术设计。他强调设计的民主特性，
反对精英主义设计，并强调设计形式应“回归自然”，设计师
应该“向自然学习”。现代建筑的重要奠基人阿尔瓦·阿尔托
终生倡导人性化建筑，主张一切从使用者角度出发，应用当地
材料，弘扬自然生态技术。马来西亚建筑师杨经文认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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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生态持续性方案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学的基础之上，生态学是所有人类活动和建筑环境的共同空间。杨
经文在设计实践中充分考虑建筑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利用地方材料和传统技术的优势，在建筑技术形式、空
间、布局和构造上借鉴传统建筑的生态建造经验，并进行再创造，有效地拓展了传统技术的使用范围，改善了
建筑环境。

广西传统民居用生态学的理论指导建筑设计，将建筑视为一个有生命的肌体，它的自身要形成一个与自然
生态相平衡的良性循环体系，通过设计组织建筑内外空间的各种物态因素，使物质、能源在建筑内部有序地循
环转换，从而获得一种高效、低耗、少废、少污染的建筑环境，这就是建筑设计的生态策略。

二、生态策略研究的现状

在中国知网搜索主题为“生态策略”的文献，包含“广西、民居”相关词的文献 299 篇。利用中国知网进行“知
识元”检索分析，时间跨度设置为 1900 年 1 月 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共检索到相关研究中文文献 661 篇，
为确保研究数据的有效性，人工剔除报纸、年鉴、会议、专利等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 622 篇有效文献。

学术界对生态策略的关注度在 2015 年呈明显增加的趋势，但中文相关文献量仅有 20 篇，可以明显判断
出“建筑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关注度占 68.23%，相关词是“建筑设计、可持续发展、生态、绿色建筑、生态
补偿”，其中知网给出的“经典文献”是同济大学吴承照教授撰写的《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策略——
以高迁古村落为例》。

综上分析可知，对于广西传统民居的生态策略研究者数量较少，且合作研究密度低，研究机构也呈现分散
特点，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进而影响生态策略研究和可持续发展。

三、生态策略研究的必然性

传统民居生态策略的研究是由生态资源、社会发展、审美需求催生而来的。
（一）生态资源利用的需求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据调查统计，整个建筑活动所消耗的
能源占总能耗的 50%，占自然资源总消耗量的 40%；建筑活动的污染源也是最主要的，大约一半的温室效应
气体来自建筑材料相关的生产及运输、建筑施工及相关的能源消耗，并且建筑废弃物占人类产生的垃圾总量的
40%。面对严峻的生态问题，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

（二）社会发展的需要

旧时传统民居作为家庭集体居住的空间，通常需要同时满足三代人共同生活的需求，还要兼顾圈养牲口、
存放劳动用具、开辟农家菜园。但随着社会发展，传统民居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变化，一是原同住子女逐渐分户
分家，一般是 3 ～ 5 人一户，新建的民居不再需要大量的卧室，而更注重消防安全、生活用水和卫生条件；二
是民宿旅游的盛行，使原来较大体量的闲置民居变成季节性特色民宿，消费者更注重舒适性、便捷性、特色化
和智能化的体验。 

（三）人的审美需求

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样，本是幸福之源”。城市化建设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但从“钢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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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色森林中，谁能找到“参差多样”的幸福？反观种类繁多的传统民居，从游牧民族的毡房到农耕民族的合院，
从坚固封闭的藏族碉房到轻巧开放的壮族干栏式建筑，从掘地 60 米的黄土窑洞到耸起三五层的福建土楼 , 从彰
显豪奢的晋商大院到封建传统的徽州天井……这些民居丰富的多样性及历史信息令人惊叹，在城市趋同性的今
天吸引无数游客前往。

四、广西传统民居中生态策略的价值体现

（一）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宜居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通过对独具地域性特点的广西传统民居进行生态策略研究，对老旧民居的房屋安全质量、环境与卫生条件、
能耗、外观、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改进，特别是使山区居民与现代生活方式接轨，满足村民美好生活的基
本需求，从而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二）有利于传承广西传统民居历史文化，提高文化自信

对农村住宅、传统民居进行适应性改造，研究其自发的生态策略，在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尊重当地自然条件、
优化本土的建造材料、提升区域内的营造技术，引导更多的当代年轻人关注农村、研究民居文化、传承和发扬
民居文化。

（三）有利于激发民众建设家乡的热情，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引导村民参与“壮美广西”建设，村民可自发地、主动地追求自我实现，投身到乡村现代化建设中，成为
美丽乡村建设的主力军；借助互联网等平台，吸引其他民众关注和参与乡村振兴。

（四）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农村资源，深化自然资源集约利用

广西农村传统民居以自建房为主，存在分布散、集聚程度不高、占地不合理的现象，对传统民居进行生态
策略改造，能提高民众居住地的集聚程度，提高农村土地利用率，节约资源为农村民众提供便捷的便民公共服
务，从而提高乡镇政府办事效率，推动城乡用地空间调整，加快城镇低效利用建设用地再开发，将“空间换地”
落在实处。

五、广西传统民居生态策略分析

广西位于中国南部，属于山地丘陵性盆地地貌，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平原面积较狭小，多受春旱、台风和
夏涝等灾害性天气的影响。

由于夏季炎热，潮湿多雨，水分不易蒸发，面临这样的生活环境，少数民族同胞发挥智慧，在生产、生活
中逐渐演变出以干栏式为主的传统民居形式。干栏式民居通风干燥，节约土地；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符合当
地可持续发展的设计和生态策略的发展要求。

（一）建筑选址

广西少数民族延续先人的“巢居”生活习惯，素有“苗族住山顶，瑶族住山坡，壮族住山脚”的选址风俗，
民居枕山面水，顺着山势高低错落、鳞次栉比。

广西传统民居的选址既不会选择有强劲风力的隘口或山顶，也不会选择低洼的河谷，而是将民居建在依山
面水的缓坡。如此可以借山峰抵御冬日的寒流，又可迎纳夏日从水面吹过的习习凉风，在“山包田”的小气候
中怡然自得，如表 1 所示。

广西境内山多田少，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为节约更多土地用于农耕，村民将河床、谷底开垦成农田。
民居则依山而筑，可便于观察、看护自家农田，也可使每栋民居获得均匀的日照。春耕时分，在自家农田里放
养雏鸭、禾花鱼。这种“垄稻沟鱼、稻田养鸭”的立体种养模式形成良性循环农业，鸭、鱼、稻共生，减少了
稻田虫害，有利于堆蓄有机肥，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稻米品质。

（二）建造类型

根据建筑选址和当地环境的不同，广西传统民居又在干栏式建筑的基础上进行丰富，比如苗族吊脚楼、瑶
家米仓、侗族风雨桥、侨港骑楼、井地居。

通过对比同等建筑红线内，同高度下不同建筑形体的建筑体型系数，以求找到在同体积下建筑外表面积最
小的民居体型。表 2 数据证明广西传统民居的干栏式体型，在拥有丰富造型的同时，又具有热耗低的特点。

内容 图例 桂林市龙胜各族
自治县马堤乡芙蓉村

贺州市富川瑶族
自治县虎头寨

柳州市融安县
大将镇才妙村

柳州市三江侗族
自治县程阳马安寨

村庄选址
示意图

表1  广西传统民居选址的生态策略

表2  建筑体型系数表

示意图（米） 占地面积
（平方米）

V体积
（立方米）

F外表面积
（平方米）

TX建筑体型系数
（1/米）

1.圆柱体 78.50 785 471 0.60

2.立方体 100 1000 400 0.60

3.锥体 78.50 261.67 254.03 0.94

4.四棱台 100 583.33 443.50 0.76

5.圆台 78.50 1831.67 892.23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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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营造材料

广西传统民居以木、土砖、石为基本材料，原材料在交通不便、山路崎岖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可就地取材、
直接加工，免去了交易环节及二次运输。在长期的建筑营造、探索过程中，更验证了本地材料的优势：在树木
生长成材的过程中，可调节区域气候、防风护田；在建筑物的建造和使用过程中，不会产生有害物质；拆卸废
弃后，也可进入生态链中完成二次循环，滋养土地。

（四）构造技术

广西传统民居是多民族生活、生产中凝聚的精华，在通风、采光、防晒、防潮防水、防虫、抗震等方面为
绿色建筑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1.通风

广西干栏式建筑没有地基，下部架空，最上部也有通透性，利于散热、通风，体现“占天不占地”的特点。
在向阳的一面增设隔窗，最大限度让南北空气对流，合理组织水平“穿堂风”（见图 1），再贯穿内部多层竖向空腔，
如楼梯间、中庭、拔风井等满足进排风口的高差要求（见图 2）。在顶部设置可以控制的开口，夏季开启开口
将建筑各层的热空气排出，达到自然通风目的；冬季关闭开口滞留热空气层，以达到建筑空间保温的目的，以
适应冷暖交替的外部气候环境。

广西侗族建筑“三宝”之一的程阳风雨桥，是侗族人民引以为傲的民族建筑。风雨桥大多架设在村寨下方
的溪河之上，既作交通之用，又是集会对歌之地，还有镇邪、留财之意。

    图1  龙胜各族自治县壮族吊脚楼通风示意图                          图2   融水苗族自治县苗族吊脚楼通风示意图

6.三棱柱 100 500 335.40 0.67

7.客家民居 78.50 588.75 588.75 1

8.干栏式民居 100 750 491.40 0.66

2.采光

以贺州市昭平县黄姚古镇为代表的小合院、仫佬
族民居等平地式民居，利用天井调节院内光照、温度。

黄姚古镇小合院民居杂糅了粤中民居的山墙形式
和潮汕民居的平面布局，前后两进院落由走廊连接，
具有“一井一龛，两进一厅堂，大门不开走侧廊”的
特点，光线通过天井的二次折射，使自然光柔和不刺
激，又能收集雨水、夏季遮阳，还能调节室内温度，
冬暖夏凉，形成“天然空调”。

仫佬族民居多为独家独院，从门楼入宅，也是以
天井为宅内主要采光，用围墙分隔院内外空间，借鉴了
汉族民宅的建筑特点。利用天井巷道增加室内外空气的
对流，加强通风、采光的同时也增加家庭的凝聚力，如
图 3 所示。

3.防晒

广西代表建筑风格除了干栏式建筑、小合院，还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兴建的骑楼，是以南宁“三街两巷”
和北海老街为代表的侨商文化的体现。侨商将欧洲的柱式、拱门和传统民居结合在一起，建成了宜商宜居的建
筑形式。骑楼多为 3 ～ 4 层，一层为商铺，二层以上住人，从二层开始出跨于街面 2 ～ 3 米，扩大了楼上的使
用面积，又可以做楼下柱廊，便于人流穿行，打破了传统民居家单门独户的局限，是商住两用民居的典型代表。

4.防潮防水

广西平均年降水量达 1086.30 毫米～ 2754.50 毫米，雨量充沛，特别是桂北地区常受暴雨侵袭，洪涝灾害重，
因此民居修建时必考虑防洪防潮措施。

广西传统民居多采用悬山顶和歇山顶的屋顶样式，雨水从倾斜的屋面—瓦当—勾滴落下，减少了雨水对墙
面的冲刷，柱底用石块垫高木柱调整地坪差的同时，防止雨水对木柱的侵蚀。民居的明沟做法是以石柱础垫高
木柱，减小落水溅落时对柱体下部的冲击并防止霉变；路基用石板铺砌，下留沟渠，引水往低处。

5.防虫

白裤瑶的高脚谷仓通常独立建造，谷仓的四周由四根木柱支起一块方木，倒装 4 个陶罐，用来防止老鼠和
其他动物偷取粮食。广西合浦县汉墓出土的“栏杆式陶仓”明器印证它由来已久，这是广西多个少数民族共有
的构筑物。

吊脚楼二楼是居住层，正中的堂屋会开辟一方火塘，冬季用于烤火取暖；架上三角铁架，摆上铁鼎罐或淘
砂罐，可以用于烧水烹肉。火塘烧材薪，有意让烟满屋飘散，可防虫，也有增加“人烟”之意。

6.抗震

广西各少数民族民居几乎都是木结构、穿斗式建筑，以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为原则，全系卯榫衔接，使柱
柱相边、梁梁相扣、枋枋相接，一栋栋三层木楼卓然独立于天然的斜坡、陡坎上。 其中，最著名的是始建于明
万历年间的广西容县真武阁，虽建在砂堆上，却数百年而不倒，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称之为“我国古代
建筑史上罕见的一颗明珠”。

图3  仫佬族民居平面图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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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间序列

广西传统民居的建筑形态和空间体系有横向和纵向空间秩序。以苗族吊脚楼为例，横向空间秩序从“朝门、
门楼”为导向，以“堂屋”为中心组成的核心空间，其他的功能房间围绕布局。次要空间围绕主要空间布局，
私密空间围绕公共空间，“堂屋”成为吊脚楼的 U 型围合空间，如图 4 所示，集约、经济、高效。纵向空间秩
序表现为不同楼层有不同的使用功能，从底层开始依次是：用于圈养牲口、堆放农具等杂物，起居生活和储备
粮食，如图 5 所示。

两个空间秩序中，以民族信仰为导向的合理布局室内外空间。堂屋体现了民族崇拜，认为“万物有灵”，
在鼓楼和家中虔诚祭祀，保佑子孙幸福，驱邪避灾，一家安宁。

 

六、广西传统民居生态策略实现路径

随着旅游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广西传统民居的使用者和建造者逐渐把观念从“靠山吃山”转变成“共享
青山”。在新建的传统民居建筑中，选择并吸取传统建筑的生态策略经验，主动调整材料、外立面、空间布局、
建筑装饰、使用功能，进而改造成适宜居住、更融于环境的传统民居。

（一）建筑材料混搭的变化

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闭塞的交通，更提升了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防患意识。广西传统民居在视觉上保持
原有空间序列，但更改了部分构件的材料。广西龙胜梯田的瑶族聚集地从新建、改建的民居中，利用钢筋、竹
基纤维等复合材料搭建基础、主体框架；有些民居在侧面或立面使用钢板楼梯，利用水泥做厨房烟道。新材料
的使用完善了民居功能，延长了民居的使用年限，也大大提高了其防火性能。

（二）建筑外立面变化

干栏式民居轻盈别致，为满足观景的功能，传统匠人总能结合山势、地形，利用悬、吊、围等方式，在建
筑的外立面加建“廊”。廊的产生是适应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既可观景休闲，又可作为休闲茶座区。

（三）内部空间布局的变化

时代的发展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民众已从“人畜共居”的方式中转变出来，将牲口集中圈养，
或就近居舍或临近农田。此外，广西政府加大村寨防火改造工作的推进，让村民把位于室内的“火堂”移到加
建水泥结构的厨房中，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火灾事故的发生率。在平面布局上，每层楼都加设卫生间、淋浴间、
卧室，为居住者提供便利。

图4  横向空间秩序                                                                   图5  纵向空间秩序

（四）建筑装饰的变化

民间手工艺品深受游客喜爱，村民们发现传统文化以为其带来经济收入、吸引外资，所以政府在申遗的
同时，民间有意识将刺绣作品、蜡染、瑶银、农副产品等应用到建筑装饰上，比如红瑶民居常用浮雕、彩绘等
方式绘画描图，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五）使用功能的变化

旅游正在逐渐成为村民重要的副业之一。广西开发的“风情旅游”将传统民居、民俗风情、节日活动、情
感体验与地貌风光相合，改变了原有一户一栋的家用居住功能，由旅游公司对空置的民居进行统一租赁、修缮，
进行信息化管理。转变成商用旅游的传统民居在维持生态策略的同时，还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带“活”。

七、结语

现代建筑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相对于其他现代建筑而言，无论是广西传统民居
还是现代的山地建筑都是顺应当地气候及其他自然条件的有机产物，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人们追求宜居环境、

治理文明生态、提高生活质量的体现，是实现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相协调的重要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