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新闻中心｜资料中心｜视听中心｜卓玛在线｜西藏旅游｜西藏图库｜西藏图书｜西藏黄页｜分类信息｜文化｜涉藏网群｜爱西藏联谊会 

  

分类检索 

    经济

    民俗

    宗教

    艺术

    医药

    文学

    历史

    地理

    社会

    交通

    学术

    藏学

    传媒

    人物

    教育

    体育

    科技

    政法

    语言

    书评

    环保

    文化 

 

 

 

 

 

 

 

快速查询      搜索

-中国涉藏期刊全文检索数据库→期刊导航 -特色子库→西藏图片库 专题库 

-中国涉藏图书题录检索数据库→图书导航 涉藏人物库 藏传佛教寺庙库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资料中心 > 藏学

西藏民居建筑刍议
 

作者： 次多   撰写时间： 2004-01-30 10:06:42   来源： 中国藏学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摘要]根据不同的地势、自然环境、植被种类和生产劳动方式，西藏高原西北地区多为牧

区，广大的东南地区多为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东部地区基本为林区。千百年来，以藏族为主体的

高原各民族，以农区、牧区、林区的分布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因此，这三个区域的建筑也就形成

差异，各具特色，本文主要从这三个区域入手，对西藏民居建筑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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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自治区土地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东西最长相距2000公里，南北最宽处相距1000公

里，地域辽阔，自然面貌独特，生态环境复杂多姿。西藏高原西北地势高，气候寒冷，多为纯牧

区；东南地势偏低，气候温和，雨量大，适宜于种植农作物，多为农区和半农半牧区；雅鲁藏布

江下游和东部三江流域一带是广阔茂密的原始森林，这些地方便形成了林区。几千年来，以藏族

为主体的高原各民族以农区、牧区、林区和城镇的分布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因此，根据自然环

境、植被种类、从事生产劳动的不同，这三个区域的建筑也就形成差异，各具特色。西藏农林牧

区民居建筑作为藏族传统建筑的主体，从形制、布局、结构、材料、装饰等各个方面都具备了藏

族传统建筑的鲜明特征，故本文主要从这三个区域进行介绍。 

  西藏高原西北部地区牧民居室是以帐篷为主。虽然牧区可以见到一些土木建筑，但它不是这

个地区的主流建筑。西藏传统放牧是逐水草而居，草场往往划分为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等。一年

当中几经迁徙，因此牧民的居室选择帐篷是十分合理的，自然，帐篷成了牧区居室建筑的主体。

牧区帐篷从质地材料上来讲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毛质黑帐篷，一是布质白帐篷。在冬长夏短的

牧区，牧民们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毛质帐篷中。这种帐篷是用耗牛身上毛根最粗的那部分毛剪下来

捻成线编织而成，这种帐篷一律是黑色，在帐篷外观上不加任何装饰。一顶毛质帐篷一般可容纳

六七个人。它的特点是厚重、防风防寒，尤其防雨防晒性能特别强，而且耐磨耐熏、经久耐用。

毛质帐篷的编织材料和技术完全由牧民自己解决。它的诸多优点使它深深扎根于牧民生活中，成

为牧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居室生活中除了毛质黑帐篷外还有棉布质的白帐篷，

这种帐篷里面凉爽，面外美观，携带方便，剪裁缝制也方便。棉布材料幅宽长度大，制作起来可



 

大可小，大的可以做成容纳几十人的帐篷，小的可以做成容纳一人的三角形小帐篷。棉布质帐篷

外观往往大加装饰，首先把白色布质帐篷的边沿全部用蓝布条压住，然后在那些白底蓝框中用各

种颜色的布料剪裁拼贴成祥云、花卉、动物等图案，把帐篷装点成一个精美的彩色拼贴艺术品。

夏季的牧场水草肥美，牛羊肥壮，草原像一块大绿毯铺向天边，赛马会便在这个季节举行，这时

一顶顶彩色的帐篷搭在绿茸茸的草原上，宛如仙境一般。彩色的帐篷给相对单调、闭塞的牧区生

活增添了美丽的色彩和梦想，从而也折射出藏北牧民在环境恶劣、生产劳动繁重的状态下，乐

观、开朗的天性。除了帐篷以外，在藏北牧区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规模不大的土木建筑，这些建筑

是近些年来政府为了改善牧区的教育和医疗条件而提倡牧民定居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由于自然

环境、气候等诸多因素，牧区建材资源严重匮乏，加上缺乏砌筑技术的传统，交通条件也相对较

差，牧区定居点建筑材料多为黄土坯，个别地方用草皮，很少见到纯石材的建筑。建筑结构普遍

是平房，门窗偏小，屋内木构件基本不做雕饰。总的来讲，牧区定居点土木建筑普遍结构简单，

建筑材料品位不高，内外装饰更趋朴实简洁。 

  从事种植生产，生活在西藏河谷地带的农民，他们的建筑与藏北牧区建筑虽然同属西藏传统

建筑体系，但两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区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西藏农民的生活、生产比起

牧民相对稳定，不像牧民那样一年当中数次搬迁。居住地势又比牧区低比林区更为平坦、开阔，

因此农民居住比牧民更加集中，这样农村建筑容易形成规模。除此以外，农区比起牧区建材资源

丰富，砌筑技术又有传统，交通运输相对方便，对房屋的使用功能也相对要求高，这些因素促使

西藏农区建筑发展比在牧区和林区更加迅速。拉萨河河谷、年楚河河谷、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

是西藏农区建筑集中的地方，从这些建筑的造型、结构、材料以至装饰都充分体现了藏族传统建

筑的风格，它们是藏族民居传统建筑的主流。 

  西藏农区建筑大部分是二层楼带大院或者平房带大院的格局，而且一家一座院子，多户人家

住在一座院子里的住房形式很少见。这与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农民大多数

家庭有家禽家畜，有各式各样的劳动工具，有饲料燃料和贮存的粮食，这些东西都需要有良好的

空间保存，住房带大院的农区建筑形式便适应了这样一个需求。另外，西藏农区建筑绝大多数是

土木结构，拉萨河河谷地区，特别是靠近城市的那些农区，石材建筑多，这是因为拉萨四周的城

郊花冈岩石材资源丰富。年楚河谷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多半是土坯建筑，这些地方地基

用石材，墙体用黄土坯。经济实力强一些的家庭建筑一楼用石材，二楼用黄土坯。在三江流域木

材资源丰富的农区也有木质建筑。西藏建筑共同的特点是平顶，不管是寺院建筑、世俗建筑还是

城镇建筑，农村尤为突出。除了平顶特征外，墙体都很厚，墙面不同程度地向上收分，房顶土层

也很厚，加上房子要求坐北朝南，具备了冬暖夏凉的优点。 

  除此以外，屋檐、门窗、外墙粉刷，墙顶处理，这些建筑外观形式也是体现民族建筑特征的

重要方面。传统建筑墙顶处理既简单又实用且美观。墙体砌筑到顶以后，上面整齐地、有间隔地

排列一行长约20到30厘米的方形木条，其一头从墙体往外延伸约5厘米左右。在方形木条上整齐

地、挨个儿地排列一层长方形青石片，这两道工序完成后，上面压一层粘性很强的黄泥巴，用木

板工具拍打成三角形，增加它的坚硬度，泥土晒干了墙体顶部就算处理好了。墙顶采取这些措施

以后，可以很好地发挥防水作用。夏天雨水落在三角形的墙顶上很自然地滑落到青石片上，雨水

顺着青石片直接滴到地面，这样保护了墙顶不被雨水浸泡，墙面不被雨水冲刷。 

  藏族传统建筑门窗装饰很特别。门檐、窗檐用排列整齐的双层排列方木从墙面上突出而成，

上面挂上彩色短皱帘；门嵋、窗嵋进行彩绘；门框、窗框两侧用宽约15厘米左右的黑条装饰，这

样既和玻璃窗、门窗的色彩行成鲜明反差，又吸收了太阳的光芒，增加了室内的温度。门框木构

件上雕饰莲花、经书叠落形图案，门板上画有日、月和41字符图案，这种门窗装饰使得藏族传统

民居建筑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 



 

  农区建筑墙体表面处理也是有讲究的。土坯砌筑的墙体表面要敷上一层黄土泥巴作保护，用

双手指尖在墙面上画出弧形图案，那图案犹如水面上泛起的涟漪，使墙面显得粗糙、凹凸不平。

这种逆反于正常审美心理的处理方式获得了意外的美感效果—古拙、童真、自然。不过劳作者最

初的构想不是出于追求美的想法，而是为了墙体表面黄土不易被雨水冲刷。雨水顺着弧形槽沟流

下去，改变了它本来的流向，这样雨水冲刷墙面的力度减小，取得了保护墙面黄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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