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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既现代又有民族特色的建筑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1-13 期数：504 阅读：912次

 

□     本报记者 张晓华 

 

 

      2005年12月16日，由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中国建筑文化中心等5家单位共同发起的“2005·

全国新时代优秀规划建筑设计方案（华东地区）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 

      会后，本报记者就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的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建设部

外事司司长李先逵。他谈到：近年来，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受现代化新宅建设及村寨改造的影

响，使得原生态的民居形式和聚落景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发生了“民族地区不民族”、

“文化遗产留遗憾”的尴尬局面。 

 

 

   “对好的民族建筑进行评审和向联合国申报‘中国人居奖’，也是一种保护。” 

 

 

      李先逵认为，就目前而言，对优秀的、体现价值的村寨进行保护，应放到议事日程上。2004年

建设部公布了第一批22个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去年又公布了第二批50个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其中

包括有少数民族的村寨。但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相当不足，应该扩大对少数民族名村名寨的保

护。特别是现在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经济，既要让人参观，又要保持原汁原味，就得正确处理好两

者的关系，而且保护应是第一位的。 

    “对好的民族建筑进行评审和向联合国申报‘中国人居奖’，也是一种保护。”记者获悉，每

年联合国对中国申报“中国人居奖”的城市给予评选，如近年来的成都、杭州、包头、威海、烟

台、大连等10多个城市均获奖。 

 

 

    “挖掘典型的民居建筑文化特征和文化品格，以期对新时代民族建筑现代化创造有所启迪

和借鉴。” 

 

 

     李先逵说，“要对少数民族的民居建筑进行保护的措施之一，就是要深入实地考察。” 

      中国民居建筑分布于祖国秀丽的山川之间，深深地扎根于各民族文化的沃土，异彩纷呈，多姿

多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如：草原的蒙古包，广西壮乡的麻栏，陕西高原的窑洞，北

京的四合院等。这些丰富的建筑类型，既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又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和社会历



史的见证。打着时代的烙印，走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后，众多民居至今还同我们当代的生活息息相

关。 

      李先逵本人就曾深入贵州山地苗区，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翻

山越岭，长途跋涉，走访考察了众多苗寨、侗寨、布依寨等少数民族村寨。 

      李先逵说，原生态的民居，以它亲切的乡土风情、质朴率真的品格、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理念、

富于创新的精神，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李先逵在收集了相关资料后，

愈发感到了民居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每一次去考察都会发现，原有

的某些民居，甚至是上百年的老宅，因木结构极易发生火灾等原因惨遭损毁。而新建的房屋因受

现代化生活的影响，更多地改变了原本的风貌和质地，而非历史意义上的民族民居了。” 

 

 

   “对优秀的民族村寨文化遗产的作用和价值进行研究，要充分挖掘它的文化内涵，到底少

数民族建筑的特色在什么地方？” 

  

 

       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的保护措施之二，就是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多年来，有一批默默研究少数民族建筑的学者，在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着深入的研究。羌族的

碉楼、西藏的石雕房、贵州布依族的石头房，桂北地区壮族的干栏、傣族的干栏、苗族的干栏、

侗族的干栏…… 

      研究发现，同属干栏建筑，各族建筑特色不一，建筑称呼亦不同。苗族称干栏建筑为吊脚楼、

半干栏或半边楼，侗族、壮族称干栏建筑为麻栏，也称全干栏。苗族吊脚楼是半边吊，侗族、壮

族的麻栏是全吊脚楼。傣族也是全干栏建筑，但以竹子建筑为主，侗族、壮族的全干栏建筑，以

木头建筑为主。虽然干栏体系一样，风格却不一样。傣族民居建筑因竹楼草顶或杉树皮顶，显得

轻巧、活泼、通透；侗族、壮族的民居建筑因木楼瓦顶，显得端庄、大方。 

      同是石屋建筑，羌族的碉楼、西藏的石雕房、贵州布依族的石头房都不一样。羌族的建筑纯粹

是石头，西藏的石雕房建筑是石头与木头镶嵌，贵州布依族的石头房屋面就是石板瓦。丰富的少

数民族建筑及特色通过专家学者们的考察、研究，通过书籍的出版展示给广大读者，使更多的人

了解了它们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无形中提高了人们对原生态优秀民

居的保护意识。 

      或许正像李先逵所说：“对优秀的民族村寨文化遗产在现代的作用和价值进行学术研究，要充

分挖掘它的文化内涵，到底少数民族建筑的特色在什么地方？研究后，才能更好地为现代的社会

发展以及旅游服务。还要根据研究进行正确的宣传，达到教育人们保护民族建筑特色的目的。” 

      李先逵说，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的保护措施之三，就是要对落后民居进行改造。“随着时代的发

展，许多原始村落民居的卫生条件也要改变，要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进行改造。改造的方式很

多，但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拉萨有一个高大的玻璃幕墙宾馆，完全失去了藏族建筑的特色。我

们希望改造应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特色的建筑，相信这一天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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