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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是一种喜好群居的动物，房屋的聚集便是人们群居的体现

之一，而房屋的选址、布局及建构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村寨文化。本文

以高罗苗寨为例，就其村寨传统格局以及苗民的居室文化为研究对象，

探究其相关文化内容，分析苗寨的苗民文化。 

 

关 键 词： 苗寨；格局；居室；特色； 

 

正如一个民族的物质生产实践方式与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

一样，[1]一个民族在对待居住空间方面的态度，往往也是对自然环境的

一种反映。高罗苗寨苗族虽作为一个迁入民族，称不上具有悠久历史文

化底蕴，但受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传统村寨格局文化及居室文化而

言仍然是一种有别于他民族的象征符号，尤其是当前较为完好的保存，

使其更具有研究价值。 

 

一、高罗苗寨的传统格局 

 

（一）山居：苗族先民对人居空间的选择 

高罗苗寨苗族是迁入民族，苗寨吴、黄、张、杨等几大苗族受明清

时期“改土归流” 政策的影响，皆由湖南花垣迁至宣恩高罗，虽迁入

的路径不同，但受本民族的意识影响，他们自从来到了今天的苗寨，一

种隐性和显性的民族特性，成为立足苗寨的精神支柱。 

    高罗地貌上处于云贵高原向两湖地区过渡边沿地带，二三级地势阶梯

相交的武陵山区。山地隆升，河流下切，高山深谷密林，数十里连绵不

断。苗寨之所以建立于此，一方面为苗族先民提供了抵御外敌、安身立

命的天然屏障，休养生息的庇护所；另一方面，对逃难至此的他们的定

居生存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先民们毅然选择了山居，他们利用山坡

种植旱植作物，利用山谷平地培养水生作物。把家安置于山腰，“依山

而寨，择险而居”，[2]在近300年漫长而相对平静的岁月里，苗寨苗民传

承并创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数千年苗族

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吸收了他民族文化，从而更好地创造了带有移民

性质的本土文化。 

（二）布局：苗民对山地环境的主动适应 



苗族虽作为一支古老民族，但由于缺少文字，其文化的传承，一

方面通过口头传承，另一方面也借助汉族文字记录等传承。对于迁入苗

寨的苗民而言，当时更多地选择了口头传承，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不希望

自己被外族得知自己为苗民。所以，关于苗寨的原始格局，缺乏相关的

记载，因而以下很多内容都是来源于吴官志书记和当地年长者、苗老师

的回忆性语言。 

村寨选址：虽说苗寨的苗民是一支逃难至此的队伍，但他们并没

有选择随遇而安，之所以将村寨建于此地，是因为该地总体上符合传统

苗族村寨的建立要求。苗寨座落在山腰上，背山面水（谷），坐北朝

南，苗寨的北面横亘着连绵大山，冬天成为良好的挡风屏障，虽近山但

又不靠山，可以避免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南面面临着较大

的山间谷地，给人一种神怡之感。吴书记说，祖先们之所以如此建寨，

其原因有如下：一、苗民族普遍对外不信任，戒备心理很重，山居相对

安全；二是山区耕地珍贵，而耕地主要分布在谷地、平坝；三是鄂西地

区春迟秋早，湿润多雨，光线不足，山脚低地，潮湿不利于居住。苗寨

向阳坡立寨，为的是获得良好光照，迎夏日南来凉风。同时，山腰既不

像山脚那样潮湿，也不像山顶那样干燥，山间用水多用竹管等引自大

山。由此可见，苗寨的选址，体现了朴素的生态学思想和珍惜耕地的传

统。 

房屋布局：较村寨选址的慎重而言，苗寨房屋的布局显得随意了许

多，虽总体上仍符合坐北朝南的布局传统，房屋不受寨内道路的控制，

也不受人为秩序约束，有的选择在山坳里，有的选择在山台平地上，可

以说，苗寨房屋的布局几乎完全顺应地形，顺应自然，随高就低，自由

延展。虽然有的地方房屋相对稀疏，但总体而言还是较为紧凑。设寨初

期，房屋主要以家族聚集，家族内的房屋相对于族外而言，显得更加密

集，随着村落的发展，这种住房屋建构上的差异因人际关系的发展也越

来越容易，族内杂居的格局逐步形成。远远望去，整个寨子就好像从大

自然中长出来的一样。我们也可以据此看到苗民淳朴的人性，以及对自

然的谦和。 

道路设置：苗寨道路分入寨道路和寨内道路两类。主要进入苗寨的

道路也就一条，即由高罗街经苗寨直达麻阳寨的那条，这是一条典型的

乡村公路，以前为一条驿道，如今已浇上了柏油。寨内道路显得较为随

意，每家每户几乎都有道路相通。当然，这些道路较主路而应明显小了

许多，但这并不影响畅通地行走。苗寨的道路也并非无规律可循，一般

而言，主路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它途径住房相对密集地带，路面较好；

支路以联通各家各户为旨，不影响屋基与主路，由此可见，苗寨的道路

建设也具有民族特色：族内随意，族外严谨。 

 

二、房屋设置及其室内文化 

 
（一）房屋设置：依山就势 

依山就势造屋，这是山区建筑的共同特点。但对于高罗苗寨的民居

而言，似乎又有了一些民族的东西，他们的房屋朝向与村寨总的朝向是



 

一致的，都是坐北朝南，既避开北风对开门的影响，又可以充分向阳，

得晒谷晾黍之利，居前旷野，屋后充实（有大的屏障），坐于自然和谐

之中。 

苗寨依山就势建筑民居，虽然有平整屋基的项目，但大多不会劈山

改水，他们认为那样会影响地气龙脉。[3]房屋顺山势分布，层层叠叠，

高低错落，特色明显。所有的房屋都是木板青瓦，屋顶六面，防水透

风，冬暖夏凉，适宜居住。同时，台势地型，后面一家始终高于前面房

屋，不会给人以压抑之感，加之房屋周围多有竹林大树之类，更添了几

份祥和。 

依山就势建屋，居下的方便，人气旺；居上的相对干燥而不失清

静。依山而没有前后遭风之累，也没有雨盛受涝之忧，山水顺势而池，

无需排水之功，依山就势，前后有院坝隔着，左右有小巷分开。不少人

家，院坝还用石墩护着（当地人称为保坎），那既可以保让院内安全，

又给路人以美的视觉享受。 

（二）材料选择：木质为主，就地取材 

武陵地区的苗家山寨，都为木质结构房屋，木材几乎全是就地取

材。鄂西地区，气候适宜，空气湿润，适宜于林木生长，因而木材种类

多、数量也多。但在苗寨人眼里，可用于立房子的只有柏木、松木、杉

木等少数品种。柏木，质地细腻坚硬，防水性好，经得住风蚀水浸，多

用于山墙晒壁的柱头和地脚方；杉木，质地疏松轻巧不易变型，则多用

于椽条檀角；松木，质地在柏和杉木之间，但韧性较好，不脆不松。多

作内柱和穿梁。装墙壁的板子多用杉木，也可用松木替代。除上述三种

之外，其他树木地人称之为杂木，修建房屋时较少用，即使用，也是作

为边料（不重要的地方）。 

苗民有用石块作瓦片的习俗，但高罗苗寨的苗民在对待瓦片的选材

方面则是选用了泥制瓦片，并且很多却是就地取材，制瓦的泥地要求

瘦，杂质较少，而苗寨的土壤，基本上合乎这一要求。和土家族一样，

苗寨人屋顶都不用红瓦，而是要经过复杂的工艺，使之穿衣变灰，形成

特有的瓦灰色（又叫青瓦、黑瓦）。因为青瓦质地硬而轻，不易粉碎

[4]。青瓦屋面有两大优点：一是层叠相盖，通风通气，住起来舒适；二

是吸热，不反光，后一家人出门看见前家的瓦面，不会有刺眼等不舒服

的感觉。 

对于石头的运用，苗寨人也相当在意，他们主要选择质地较好且形

状美观（主要以规则的六面体形为主）的石头作为奠基石，用于垫柱头

等用，另外，苗寨人也选择长方体石条作火坑的围栏之用。当然，石头

的用处还有很多，用前面所说的保坎，都是用石头彻成的，还有与地面

接触的门庭走道等，多用石头来装饰，一来美观，二来实用，三来方

便。 

（三）房屋修建，朴素拜神主义与富民思想的结合 

苗寨人在修建房屋时，是苗民家庭乃至家族的一件大事，因而往往

是慎重举行的，其间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神拜主义和富民思想。 

房屋修建，首先是选址，据吴书记介绍，老苗民们在选屋基时，有

一个十分特别的作法；欲在某地建房，先从其地捏一团拳头大小的泥

巴，置于酿制甜酒的陶坛中，数日后，开坛审视，甜酒酿成，甘甜可

 



口，视为可行，如若不然，弃之另选。[5] 

苗寨房屋一般都在150㎡以上，最大的达到210㎡，之所以修建如此

面积，都是根据堂屋所立柱子来确定的，一般而言，有立5柱，也有立7

柱的，柱越多，进深地就越大，同时也就相对越高，这里就涉及到中柱

的问题了，选料时，那种大木通常是用杉木作为中柱，要求高大、挺

拔，且没有遭受雷击，无虫蛀、蚁窝等现象。另外，砍伐中柱须择吉日

进行，砍伐之前，先用酒鱼等物朝东祭大树，而后才能砍伐，在选择梁

木时，也较为慎重，一般在起房前一天砍梁木，梁木且只能往上倒，并

且砍伐该树木的成员以主要亲戚为宜（防止别人从上面跨过）。 

房屋的修建，屋基打好之后，主要是先立柱（中柱），升梁，这也

是修建房屋过程中极为隆重的场面，几乎全村寨的人都来帮忙，待掌脉

师的仪式过后，一声“起啊！”立柱上梁便开始了，大家齐心协力，欢

声笑语，共同完成该活动，架子立好之后，便上挂条和檩子，钉椽条，

装墙壁，最后便是盖瓦，一般十来天，一座房屋便建成了。 

苗寨民居的堂屋是没有大门的，究其原因，各有说法，有一说是因

为堂屋一般都设有神龛，是仙人来访的地方，关上门，怕他们进不来；

有的说，没门就有门槛，门槛又怕被妇女坐，因为那是一种对祖上的不

敬；还有的说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是因为懒得开财门，财门随时开着

有财自然就来了。堂屋的右边为正房，左边为厢房。一般是正房管事，

厢房不管事，在建屋时，如果正房高，两边低，则修吊脚楼（当地人称

为吊楼子）；如果正房低，两边高，则修厢房。一般吊楼子下，进深很

浅，通常都不住人，而是喂养牲畜，存放生产工具等；楼上多为家人活

动中心。另外，苗寨的楼房，即使相对较高，也只有一层供人居住，上

面（接近瓦的那一层），一般都没有装修，顶多是存放一些农作物之类

的东西。 

在苗寨民居中，很多地方都是不能随意碰的，因为那些地方都是敬

神的地方：中柱，敬中梁；神龛、敬祖先；猪圈，敬姜子芽；火炉，敬

祖人；灶，敬四命菩萨；牛圈，敬牛王菩萨等。这些地方，一般都是主

人家在逢年过节给神敬酒上香之地，因而在苗家显得格外神圣。 

在苗家堂屋的中梁上，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东西，即为梁衣布，它

是附着中梁中间的一块红布，上面钉着六枚铜钱，横三竖三，中间也有

一枚铜钱，一共是七枚（也有横四竖二的），这是架中梁时，将其钉在

上面的，之所以这样做，是主人希望以此可以带来子孙的荣华富贵，升

官发财等好运。 

由此可见，无论是祖神崇拜，还是良好祝愿，都是苗民一种朴素神

拜主义和富民思想的体现，是苗民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追求。 

 

观其建筑，知其民性。本文通过对苗寨村寨格局和居室文化的探

究，更进一步了解了作为一个迁入民族的生活与习性，同时也将越来越

具有文化价值的苗寨居民展现在大家面前。 

苗寨是个地名，同时也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这种符号不仅体现在

以房屋为主的建筑物上，也体现在小到建筑物的每一个细节上，综观苗

寨，它不仅是一个对外具有军事性，防御性的总体，而且也是一个对内



具有纽带联系作用的生活圈子，虽然苗寨文化系统并非是一个完整的个

体，但它通过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对外界号的有效联系（主要是交换其中

所起的作用），使得苗寨更具系统性和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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