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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图）

[ 作者 ]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 

[ 单位 ]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 

[ 摘要 ] 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是广西三江县最出色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三江侗族木质建筑以风雨桥、鼓楼为代表，不仅造型

美观，而且工艺堪称一绝。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梁接拱、立柱连枋不用一颗铁钉，全以榫卯连接，结构牢固，接合缜密，有极高的工艺

和艺术价值。 

[ 关键词 ] 侗族;木构建筑

       一、简介  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是广西三江

县最出色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三江侗

族木质建筑以风雨桥、鼓楼为代表，不仅造型美

观，而且工艺堪称一绝。整座建筑凿榫打眼、穿

梁接拱、立柱连枋不用一颗铁钉，全以榫卯连

接，结构牢固，接合缜密，有极高的工艺和艺术

价值。  三国时期，侗族先人"依树积木，以居其

上，名曰干栏"，逐渐形成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侗

族村寨的建筑时，有一些最基本的构件：鼓楼、

萨堂（祖母祠）、戏台、民居、禾晾、禾仓、寨

门、凉亭、风雨桥，鼓楼前的歌坪。这十大件实

际上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侗族村寨聚落于社区中

的一个建筑群，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鼓楼、民

居、萨堂、风雨桥了。  二、建筑特点  鼓楼是一个寨子的中心，鼓楼附近是歌坪、戏台、萨堂，这四部分构成了侗寨的核心圈。紧紧地周

绕着鼓楼的是民居住房圈，再外一圈是禾晾和禾仓，接着是寨门、凉亭、风雨桥。  侗族的建筑匠师皆为当地的侗族民间工匠，侗族称

为"梓匠"。在设计鼓楼、风雨桥以及民居等时，他们凭借的工具只是一杆传统的度量尺，称为"匠杆"。"匠杆"用一片竹子临时制成，长度

相当于房屋中柱的长度，刮去青皮，用曲尺、竹笔和凿刀把一座楼房的柱、瓜、梁、檩、枋等部件的长度和尺码绘刻在上面，使用起来，

横比竖量，无不得心应手。  传统的侗族匠师还使用一套世代相传的建筑符号，一般有26个符号，但常用的只有13个。这些像汉字又不是

汉字的符号只有侗族的匠师才看得懂，它们被刻在"匠杆"上和建筑构件上，这种侗族乡土的建筑学工具不愧为一种简便易用的工具，虽然

简易但却有神机妙用。  1、寨门  侗族的寨门为"井干式"木构建筑，侗族称之为"现"。一般几十到百来户的侗寨，其寨门都修建得比较朴

素，也不高大，大约宽1.6米左右，高3米左右。比较大的寨子就要把寨门修建得大一些，装饰也要讲究一些。侗乡的寨门形式大同小异，

风格有别。寨门分前、左、右三门或前、后、左、右四个寨门。这要看村寨的大小、通道的多少而定。  在四面敞开的环境中，侗家的寨

门实际上没有任何防御的功能。从风水的角度考虑，寨门有贯龙脉、通声气的作用，除此之外，侗家的寨门更重要的功能是它的仪式功

能，寨门对于侗家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文化性的特殊场域。村寨之间的大型的交往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的，因此，寨门不仅

只是界标，它更是一个仪式的场域，是名副其实的礼仪之门。 2、鼓楼  鼓楼又称"罗汉楼"，埋巨木为中心柱，建成塔形"独角楼"，矗立

于侗寨之中，立地顶天，成为侗家人的精神象征。  侗家传说鼓楼是照"杉树王"的样子建造的，总体轮廓真的很像杉树，体现了侗族有关

大树崇拜的观念。鼓楼内部有四根大柱直通而上，柱间长凳围着中心火塘。楼顶悬大鼓，每遇大事击鼓为号。塔式鼓楼除八角外，也有六

角或方形的。鼓楼以杉木凿榫衔接，顶梁柱拨地凌空，排枋纵横交错，上下吻合，采用杠杆原理，层层支撑而上。鼓楼通体全是本质结



构，不用一钉一铆，由于结构严密坚固，可达数百年不朽不斜。这充分表现了侗族人民中能工巧匠建筑技艺的高超。  鼓楼之所以占据侗

寨的中心位置，乃是因为它是一个神圣的空间。鼓楼的神圣性首先在于它风水意义上的特殊性：侗族人建寨时鼓楼的安放有"点穴"的意

思，就像侗族歌谣中唱的那样"鼓楼建在龙窝上"。不仅如此，它还有着多层的神圣含义。  鼓楼是一幢空洞的大屋子，除了火塘、板凳、

木鼓之外，里面空空的没有任何家具，不作任何私人性的日常用途。平常不用的日子里它就空闲着，人们可以随便的自由进出，而鼓楼的

闲置状况恰好表明它同琐细的凡俗的日常生活保持着一个疏离的立场。从礼仪上说，大器是不可轻易使用的，所以鼓楼总是在有特殊事务

的时刻才会正式启用。  鼓楼的楼门前为全寨逢年过节的娱乐场地。每当夏日炎炎，男女老少至此乘凉，寒冬腊月来这里围火，唱歌弹琵

琶、讲故事。侗寨有坐鼓楼的习俗。特别是春节期间，村村寨寨聚集鼓楼广场，吹芦笙，对歌作乐。或以侗族民间传统故事为题材，自编

自扮侗戏，登台演唱。  3、居民  侗寨的居民住房以鼓楼为中心，逐层扩散开来，形成一个个或大或小的建筑群，民居是完全生活化的空

间，以实用为考虑根本，故没有鼓楼或风雨桥那样多的装饰和复杂的结构。侗族的民居建筑从最早的缘木"巢居"到原始的"棚屋"，到家庭

公社共居的公房，最后发展到今天普遍可以见到的干栏式木楼，其间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侗族的民居建筑就大类型而言，属于典型

的山地干栏式木楼建筑。所谓干栏式建筑，是指在地上或水中打桩立柱，树栏杆，将房屋构筑其上，用这种方式修建的房屋通称干栏式建

筑。干栏式建筑在全世界皆有分布，此种建筑最初体现出的最实用的功能便是防水淹、防潮湿、防蛇虫、防野兽等，中国南方民族多以干

栏式居屋为主。这是由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生态环境、森林资源以及文化传承等诸多因素决定的。  干栏式木楼一般是三层建筑，底层

接触地面，较为潮湿，易受虫蛇侵扰，是不住人的，用来安放舂禾的石碓、堆放农具柴草、圈养家畜等等，第二层是住人的区域，有火

塘、卧室、楼梯间、宽廊以及其他辅助空间，这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第三层一般是用来存放粮食，以及一些不常使用的生活用具，基

本上是一个仓库。有的人家也把这一层装为卧室，以备待客时使用，卧室是一家之中私密性较强的空间，来客一般不随便进入，只是主人

作寝室之用。  占用面积最大的既独立又起连通作用的中介空间是二层楼上的宽廊，它是侗族民居内部的重要空间，在宽廊内往往放置着

供妇女劳作的纺纱机、织布机之类的工具。宽廊一端与楼梯相连，内侧与同廊道平行的各个小家庭的火塘间、寝室等相通。侗族的一幢大

木屋，往往是一个父系大家庭共居的地方，兄弟之间各自结婚组成家庭后，有分家不分房的习俗，几个小家庭共同居住在同一幢木屋内，

宽廊就是由几个小家庭组成的父系大家庭的不分彼此的公共空间。  侗族民居的另一特征是"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二层在第一层的基础上

挑出60厘米左右，第三层又在第二层的基础上再挑出60厘米左右，形成上大下小的倒金字塔形木楼，这是侗族人利用空间的一种办法，这

种占天不占地的办法真可谓是巧夺空间。  4、风雨桥  风雨桥又称廊桥、亭桥，就是在木悬臂梁式平桥上建造长廊。侗区多河溪，风雨桥

几乎每寨都有，有的并不只一座，是入寨必经之路。风雨桥既可供行人遮风避雨，又可兼作寨门，更是村民游息聚谈之所。每逢盛节，外

寨亲友来会，全寨人齐集桥头，盛装出迎，唱栏路歌，奉敬客酒，赛芦笙舞，显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风雨桥的选址十分注意成景和得

景，使之既能妆点大好河山，又能在桥内观赏到周围的美好景色。  最大也最著名的风雨桥是广西三江马安寨程阳桥，跨在林溪河上，全

长达78米，有二台三墩五楼。中楼最高，顶部冠以六角攒尖亭，下为方形三檐；左右两座都是方形，四檐，也是攒尖顶；最外两座为矩

形，四檐，歇山顶。在桥栏下有通长披檐，覆盖桥下四层悬臂木梁。从日常生活的意义上来说，风雨桥要比鼓楼实用得多，不过风雨桥在

实用之外，还有着丰富的文化隐喻。侗家的风雨桥在侗族的观念中，已经远不止是实用的工具，它实际上是侗族宇宙论图式中的一个要

素。  风雨桥在侗族观念中是沟通阴阳两界的"生命之桥"和护寨纳财的"福桥"，因此不吝雕琢修饰，使其集亭、塔、廊、桥为一体，壮丽

辉煌。风雨桥这种超越了实用和美学的建筑，实际上是侗族具体地表现风水观念的一种文化操作。  侗族在建造风雨桥时，哪怕是最不讲

究的、最简陋的风雨桥，绝大多数都要把它弄成多重檐的，或至少有两层檐的骨架复杂的廊桥，即便是很短小的桥也会如此，人们甚至在

桥的廊顶上修出数个多层檐的亭阁宝顶。这种桥看起来就像是带了鼓楼的长廊。同鼓楼一样，风雨桥上最显著的装饰物就是龙，人们还喜

欢在风雨桥上大事彩绘以作纹身。这些繁复的形式与侗族和越人龙文化诸多渊源有关。  风雨桥又称花桥。这两个名称都非常有意味，风

雨隐喻着龙可兴风作雨；花则是龙的外形的直观意象。从实用功能来说，这两个名称也非常贴切，风雨桥是因为在桥上可以避风雨，故叫

它风雨桥；花桥是因为它花俏好看，上有彩绘，故称之为花桥。  风雨桥确实是非常有实用价值的建筑，侗乡人劳动之余、旅行之间，喜

欢在风雨桥的廊中休息闲坐。那里成了一个小型的公共场所，人们在此拉家常、谈庄稼、话世界、唱大歌，甚至还在桥的阁楼上设立神

龛。如此看来，风雨桥不仅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所，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寄托空间。  5、萨堂  侗寨的另一种具有神圣性的建筑是萨

堂，在侗族多神崇拜的信仰系统中，祖灵崇拜是其核心。侗族祖灵崇拜的偶像是一位女性--萨，亦叫"萨岁"，或称"萨玛"，意为"至高无上

的神圣大祖母"，也叫"圣母"，是侗族古代的一位女性英雄，在侗族文化语境中她已经被高度地神化了。祭"萨"是侗族最神圣最隆重的信

仰活动。  萨堂，侗族称为"堂萨"，"然萨"，亦叫祖母祠，就是供奉和祭祀萨岁的地方。萨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一些石块垒成的祭



坛，祭坛由无顶的围墙围着；另一种是完整的堂舍，形同一座山庙，有围墙围闭。萨堂多建在鼓楼坪边，与鼓楼连成一体。  萨堂内立着

一把半开的伞，伞下埋两口铁锅，锅内放有一个小小的木雕塑像，以红绿丝线为锦衣披挂着，旁边还放有女人服饰，铁锅四面按"子、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各垒一小堆石块，表示"十二地"方位，有二十四个部将把守。每个方位下面还

埋上少许碎银，这"十二地"为全寨地域之首，故祭坛又称"地头"。伞下还有木凳，上面摆五个或七个茶杯，伞的两边栽有两株"千年""黄

杨树"。  三、传承意义  侗族人是天生的艺术家，民间工匠的建筑才能十分高超。他们建造楼、桥和民居时不用一张图纸，整个结构烂熟

于心，仅凭简单的竹签为标尺，靠独特的"墨师文"为设计标注，使用普通的木匠工具和木料就能制造出样式各异、造型美观的楼、桥，设

计之精巧，造型之美观，均令人叹为观止。楼、桥上的各种图案及雕梁画栋寄托了侗族人民祈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和美学追

求，是侗族文化特性的集中体现。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由于侗族建筑工匠后继乏人，木材来源匮乏，加之木构建筑防火能力极弱，易损

毁而难再生，因此侗族木构建筑及相关技艺存在着延续的危机。只有加强抢救和保护工作，才能使绝妙的侗族木构建筑技艺世代传承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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