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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古碉文化溯源 

杨 环 

[摘要) 嘉绒地属四川藏 区，这里的古碉 文化极为丰富，是 一种最醒 目、最震撼人 心 

的古建筑，其文化 内涵极其深厚。文章对嘉绒地区的古碉 文化，从历史、石棺葬、部落、民 

俗 、建筑几个方面进行 了阐述 ，以期揭示嘉绒古碉文化的 内涵。 

[关键词) 嘉绒 ；古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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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 ” 一词是 一 区域名词 ，它 的确切 含义是 指 “东 部藏 区中以墨尔 多 山为 中心 ，地 跨今 四川 省 

甘孜 藏族 自治州 和阿坝 藏族羌族 自治州 的大渡河 流域地 区 和鲜水 河 、岷 江流域 少部地 区广 大高 山峡谷 

农业地 区”⋯。 

四川I嘉 绒藏 区的古 碉 ，早 已经不 是孤 立存在 的单纯 建筑 物 了 ，它是 一种最 醒 目、最震 撼人心 的古 

建筑 。其文 化 内涵非常 的深厚 ，非 常令 人 感慨 。是历史 与 勤 劳而 智 慧 的嘉绒 人 赋予 了它灵 魂 和生命 。 

它以最悠久的历史 ，保存数量最多 ，最齐全的类型 ，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成为四川I西部文化资源的一 

个亮 点 。现从 以下 几个 方面来 对嘉 绒古 碉 文化进 行剖析 。 

一

、 古碉 与历史文 化 

(一 )砌 石 建筑 的发 祥 

丹 巴中路 罕额 依新 石器 时代遗址 的发 现和初 步发掘 ，揭 示 了大渡河上 游 5000--2000年 的古文 明 ， 

它是迄今为止岷江和大渡河上游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遗址。并且 ，其中出现了砌石建筑 ，而且 

其 “遗址的出土遗 物特别是 陶器呈现 出一种迥异于周边地 区同时期 古代文化遗址 的崭新 的文化面 

貌”，完整地表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汉时期 3000年间既有着 “先后承继 的关系又存在发展和 

变化” 的标尺性文化遗址 。同时，就在这个文化遗址上 ，还残存有大量的石棺墓葬和数量惊人 的古 

碉 。三者重 叠在 一处 的现象从 目前来 看是 绝无仅 有 的。这对 岷江 和大 渡河上游 地 区古碉源 于岷江上 游 

的传统说法提出了挑战。 

从丹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中，均发现石砌建筑物的墙石。亦有较为完整的石砌建筑 

物。充分证明这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 ，石砌建筑 已有发育 ，中路一带极有可能就是 四川西部嘉绒地 区 

古碉文化的发祥地。徜若是如此 ，那么，在四川西部嘉绒古碉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发祥地应是两处 ， 
一 处 就是岷 江上游 地 区 ，另一 处便是 大渡 河上游 地 区的丹 巴。这 两个地 区 的古 碉文 化 的渊 源关 系存 在 

以下 三种可 能 。一 种可 能是二 者各 自为源 ，只是 在后来 的发 展过 程 中 ，互 为渗 透 ，相互影 响 。第二 种 

可能是以岷江上游为源 ，后传至大渡河上游 、乃至雅砻江上游。第三种可能是 以大渡河上游为源 ，后 

向东拓展至岷江上游地区，向西拓展至雅砻江上游、乃至金沙江上游地区。对于高碉文化的创建者而 

言 ，也 同样存 在 两种可 能 ，一 种可 能是 ，中路人 与蚕丛 氏 同源 ，即属 于冉骁 这 个部 落 (部族 ) 系统 。 

第二种可能是，中路人原本就是一个居于大渡河上游的原始土著先民群体，只是这个原始土著先民群 

体其时还较为弱小 ，故其种姓不为后人所 知，则史书中所不载。后经羌人南徙 ，发生 “羌戈大战”， 

冉 骁 (戈人 )西移 ，在这 个强 大 的局 势所 迫下 ，融 于 戈人 或 后来 隋唐 时期 所 称 的 嘉 良夷 之 中。不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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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的嘉良夷 已经不能和早期的冉骁或 中路人划等号了，他 已经是一个地理范围内众多不同源流 

支系的部落种姓交错杂居 ，相互融合的族团概念 。 

(二 ) 古碉 文化 的发 展 

唐时吐蕃兴起并东渐，大量的吐蕃军队和随军移民来到大渡河、岷江上游地区。其 中的士兵和移 

民绝大多数便留居其地 ，而吐蕃将领则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 。“嘉绒地区解放前地方土司都说 自己 

的祖先来 自西 藏 ，汶 川县境 内的瓦寺土 司 、金 川县境 的绰斯 甲土司 ，雅安 地 区宝兴县 境 的穆坪土 司等 

都 有这样 的说 法 ，杂 谷土 司 、梭磨 土 司还 说 自己的祖 先是 唐代 吐 蕃 大将 悉 坦谋 ” 。关 于绰斯 甲、丹 

东 革 什札 、沃 日三 土司 的来源 问题 ，绰斯 甲土 司官寨 祖传 下来 一 副壁 画 ，记述说 ： “远古 时 期 ，天下 

有百姓而无土司，后来天上 降下一条彩虹 ，落于奥尔卵隆仁地方 ，虹内出一颗星，其光亮直射甲绒 

(甲同嘉 ，笔者加)，甲绒地方有一个仙女 ，名叫克姆茹来 ，感星光 而后怀孕 ，生出三卵 ，能飞。三 

卵飞至西藏拉萨西北十八天里程的琼布地方 ，各孵出一子 ，长生为花卵所生，年长东行 为绰斯甲王 ， 

其余二卵 ，一白一黄 ，各 出一子，留琼部为上、下部二王。后来 ，绰斯 甲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名绰斯 

甲，其后 为绰斯 甲土 司；次子名 汪 甲，其后 为沃 日土司 ；三 子 叫蔼许 甲，其 后 为丹东 革什 札土 

司。”【3 在我国藏区，卵生神话流行范围较 为普遍 ，就是在史诗 《格萨尔王传》 的有些版本中，也有 

格萨尔源于卵生的传说 。究其缘由，藏族卵生神话源于本地原始苯教的万物有灵崇拜 。虽然传说故事 

离奇古怪而虚幻，但是它却隐含着嘉绒地区上述土司在吐蕃东渐时从西藏来到嘉绒地区并定居的事 

实。从吐蕃来到嘉绒的军队和移民，带来了吐蕃 的文化，并逐渐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使嘉绒地 区众 

多种姓的土著和迁徙 的部落逐渐融合到藏族之中 ，成为藏族 的重要组成部分。吐蕃军队和移民来到嘉 

绒地区，自然会使得嘉绒地区的古碉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 ) 古碉 文化 的 衰退 

清乾隆年间，清廷曾两次用兵大小金川 ，时间长达近 7年，用兵和耗资数量惊人 ，据有关资料统 

计 ，第一次用兵达 75000余人 ，耗银 2000余万两 ；第二次用兵达 20余万 ，耗银 7000万两。 

为什么在嘉绒的促浸和偾拉两个很 小的土司势力辖区内，战争会持续时间那么长?损失那么惨 

重?除了大、小金川险要的地势 ，清廷治边政策的失误和战争中战术上 的不妥外 ，一个极为重要 的原 

因就是赵翼 《皇朝武功记盛》 中所说的金川地方 “尺寸 皆山，插天摩云 ，羊肠一线纡折于悬崖峭壁 

中，虽将军大臣亦多徒步 ，非如沙漠之地可纵骑驰突也。其扼隘处 ，必有战碉，皆以石而穹于墙垣间 

以枪石外击 ，旁既无路 ，进兵须从枪石中过。故一碉不过数十人 ，万夫皆阻”。《清实 录 ·清高宗实 

录》 中也说 ：“地险碉坚 ，骤难取盛”。两次金川I用兵 ，都是围绕着 “攻碉”和 “守碉” 而进行的。 

第一次金川I用兵中，清军将领纳亲进剿大金川时 ，就采用 “以碉逼碉” 的战术而屡攻屡败。大学士 

傅恒后采用 “碉勿攻 ，绕出其后，旁探其道 ，裹浪直入 ”，“舍碉而直捣 中坚” 的策略 ，方使战势出 

现转机。而促浸土司落罗奔凭借高碉 ，据险扼守 ，多次使清军进攻受阻。“大金川土司两处官寨均在 

大金 川I东岸 ，前 临激流河 川I，背倚 陡峻 山崖 ，碉 寨石 卡 坚 固 ，易 守难 攻 ，清 军 阻滞 ” 。第 二次 金 川I 

用兵中，激烈的战事均发生在高碉最为密集的地方 ，如勒乌围、噶拉依、木果木等处。为了打破大小 

金川两土司的坚固防线 ，乾隆皇帝不仅派出了他在首次金川之役后建立的 “健锐云梯 营”前往大小 

金川参战 ，同时动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火炮武器 ，“选派 ‘西洋人 ’傅作霖赴金川助阿桂进剿。西洋 

人善测量之法 ，经其测量，火炮命 中率高” 】。乾隆 四十一年 (公元 1776年 )二月 四日，促浸土司 

索若木在清军的强大攻势和火炮的攻击下 ，方才宣布投降 ，长达四年多的第二次金川之役方告落幕 。 

在今金川县和小金县等县境内的大部分高碉在战争中被毁，嘉绒藏区兴建石碉的势头渐衰 。现在残留 

在大渡河 (含大小金川 )流域的高碉绝大部分都是两次金川之役后残留下来的历史遗迹 。 

二 、古碉 与石棺 葬文化 

对于四川嘉绒藏区古碉文化 的历史及其渊源关系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 的研究成果不多。普遍认 

为 ：上述两个地区的古碉文化与石棺葬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 ，在古代 ，大渡河上游流域地 

区实行 石棺 葬制 的先 民 。是 高碉 的建 造者 。高碉 与石室 之 间 ，有着 源与 流 的关 系 ；高碉是 在石室 的基 

础上 衍 生出来 的一种具 有特 殊 防御 功能 的建筑 ，石室在 先而高 碉 在后 。 

目前 ，我国高碉分布的大致情况来看 ，四川大渡河 、岷江一游 的嘉绒藏区是我 国古碉文化的一个 

重要核心区之一。关于这点 ，前面已经作了叙述 。对照史书记载 ，是极其吻合 的，由此证 明了史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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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高碉 的记载是可靠和可信的；各个时期高碉 的分布及其所 对应 的部落 (部族 )也是 明确 的。 

西汉著名学者杨雄所著 《蜀王本纪》 中所记载的殷商时期 的蚕丛部落就居于岷江上游 ，并居于 “岷 

江石室”。《史记 -西南夷列传》 中所载冉骁部落 (部族 )所居地域内所设立 的汶山郡 ，郡治为今茂 

县凤仪镇附近。可知冉骁部落 (部族)的世居地在岷江上游地区。《汉书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 中对 

冉骁部落 (部族)的记载大体相同。关于高碉在 《史记》 和 《汉书》 中均未 见其所 载，而在 《后汉 

书 ·南蛮西南夷列传》 中才出现 。记有冉骁夷 “皆依 山居止 ，累石为室 ，高者至十余丈 ，为邛笼。” 

何以见得蚕丛与冉骁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何 以见得高碉与石棺葬有直接 的联系?在晋常璩 的 《华 阳 

国志 ·蜀志》 中作了解答 ，书中说 ：“周失纲纪 ，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 ，其 目纵 ，始称王，死 ，作 

石棺 、石椁 ，国人从之。故俗 以石棺椁为纵 目人冢也”。现代许多学者根据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和民 

间传说 ，证实 了这个历史事实。 

在丹巴县 的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上 ，还残存 了大量的石棺墓葬，墓葬群周边地 区有程度不 

同的、数量惊人的古碉遗存。从丹 巴中路罕额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共试掘开挖 了4 

处#形探方和一条探沟。其中 3处探方中 “因发现完整 的石砌建筑而做保护性 回填”，在仅开挖至底 

的 1处探方中，从第 3至第 7文化层 中，均发现石砌建筑物的墙石。另据考古工作队现场拍摄的照片 

资料中，亦有较为完整的石砌建筑物。充分证 明这个地 区在新石器时代，石砌建筑技术已经相当成 

熟。是这一地 区出现 的石棺葬文化和高碉文化相联系的有力佐证 。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 50多年 中，在 四川境 内，除在岷江上游地 区发现多处石棺墓葬外 ，又在大 

渡河、雅砻江，甚至金沙江上游地区的康定、道孚 、炉霍 、甘孜 、德格 、白玉、新龙、雅江、巴塘等 

地相继也发现了多处石棺墓葬。然而上述地区都程度不同地有高碉遗存 ，高碉与石棺葬之间至少可以 

说是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这种 内在联系的核心是说这两种文化 的创造者是 同一主人 。所不同的 

是 ，一个作 为 隐蔽 文化 而被深埋 在地下 ，一个 作 为表露 文化而残 留于地 面 。 

三 、高碉 与部 落文化 

嘉绒地 区古 碉文化 之所 以长盛不 衰 ，除政治 因素外 ，还有社 会 因素 。即吐蕃 王朝崩 溃后 ，西藏 及 

其他 藏 区又出现分 崩离 析 的状 况 ，部 落林立 ，互不统 一 的局面 复出 。各 部落 与部 落之 间 ，经 常发生部 

落 战争与 械斗 ，并 各 自为政 ，在 自己的势力 范围 内 ，培 植武装力 量 ，修建 高碉 以防外 患 ；在 老百姓 之 

间，也常有复仇与偷盗之举 ，修建高碉以求 自防。在整个嘉绒地区，以碉作为专门的防御建筑，以防 

不测的传统依然被因袭 ，而且愈建愈盛，至使村村寨寨高碉林立 。 

高碉既是一种特殊 的建筑 ，但它又常常以独立的形式出现 ，是战事中的防御工具 。由于部落与部 

落之间的械斗时有发生 ，既而就派生出了带有防御性质的高碉 ，这些高碉有 ：家碉、寨碉、战碉、烽 

火碉、界碉 、要隘碉等 。纵观整个嘉绒地区的高碉，不外乎两个大类 ，即家碉与界碉 。 

所谓家碉 ，就是以一户人为单位修建的碉。修建碉的一切支出均 由这个家庭承担 ，高碉一般与家 

居房屋紧连 ，所有权归建碉户所有 ，平时多用以家庭的物资储藏和防卫用。若发生大的战事 ，才投入 

到集体的防卫与战斗中去。 

另一类为寨碉。寨碉一般为以部落为单位修建 的碉 。修碉时由部落首领发布命令 ，在其所辖范围 

内择其地形而建 ，建碉 的投工与经费、物资全部 由集体共同承担 ，碉修好后由部落首领指派辖区内的 

寨 民坚守 。寨碉 这一类 ，还可 以划 分为若 干功 能 的碉 ，如 界碉 、 战碉 、风水 碉 、烽 火 碉 、要 隘碉 等 。 

在寨碉中，多数碉一碉多能 ，既是战碉 ，又是烽火碉和要 隘碉 。界碉一般建在部落与部落 ，或是村寨 

与村寨之间 自然分界线不明显 的地方，作为界标 ，以避免边界争端或纠纷 。烽火碉和要隘碉 ，一般都 

修在视野十分开阔的山梁或谷岔 口、要道旁，以作为警戒用 ，倘若发现紧急情况 ，便可 以烽火为号 ， 

以便及时通报 ，避免因遭突然袭击而措手不及 ；亦或可 向友邻寨落发出求援信号，及时予 以援救 ；若 

有战事发生，烽火碉和要隘碉便成为第一道 防线 ，直接投入防御战之中。在部落内的要道 口或是人户 

密集的中心区 ，往往还建有一些战碉，这些战碉与众多家碉互为犄角，组成一道极其坚固的防线。 

在冷兵器时代 ，以碉固守 ，其主要武器是使用弓箭和用手投掷石块 ，来抗击进犯之敌 。所以，凡 

是家碉与家碉之间超过一箭之地 ，就不能相互照应和援救 ，则必须在弓箭射程 以内修建供集体使用的 

战碉。在一个部落、一个土司或一个村寨 区域内，由若干座家碉和寨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便成为一 

个高山峡谷地区抵御外来侵扰 的完整防御体系 ，一座高碉就是一个火力点，若干高碉便形成一片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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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力 网 ，在冷兵 器时代 ，高 碉 坚 不可 摧 ，易 守难 攻 ，有 “一 夫 当关 ，万 夫莫 开 ” 之 奇效 ，其 防御 

性和战斗性均得以充分体现。千百年来 ，人们因袭相传 ，久盛不衰。 

在乾隆时的两次金川之役 中，高碉的坚固性和 良好的防御性得到了充分的检验 ，倘若不是清廷使 

用重 型火炮 的攻击 ，这 场 战役 不知 还要延 至何 时 。因此 ，高碉 在冷兵 器 时代 ，作 为专 门 的安全 防卫设 

施 ，曾起 到过重 要 的作 用 。 

四、古碉 与 民俗 文化 

千百年来 ，高碉与嘉绒藏族同呼吸、共命运 ，成为当地藏族民众生产、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 

成部分——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有的原来存在 ，但在近代高碉的功能退出历史舞台后，随之而逐 

渐消失；有的却一直伴随着遗存下来 的高碉，至今犹存 。 

至于 民间所称 的房 中碉 、经堂 碉 、阴 阳碉 、姊妹 碉 、公 碉 、母 碉 等 ，均可 归人 家碉 和寨碉两 类之 

中，只是这些名称均对其实有所指而已。这些有名讳 的高碉有的与当地民俗事象有关联。 

在嘉绒历史上，不仅男孩 18岁成年 ，要在高碉下举行成年礼 ；女孩 17岁成年 ，也需在高碉下举 

行 成年礼 ；凡 喜庆节 日，人 们都会 聚集 在高 碉下 ，唱 山歌 ，跳 锅 庄 。仿 佛 高碉 在 当地 人 们 的心 目中 ， 

成 为一 种历 史的见证 ，由此 可见 高碉 在 当地 人们 心 目中 的崇高 地位 。 

在嘉绒地区的古碉遗存 中，墙面上还保存有一些符号 ，这些符号有的是宗教符号 ，诸如用白石砌 

成的拥忠符号，“白塔”符号。它明确告诉人们 ，高碉的主人信仰 “苯教”或是藏传佛教 。而在有 的 

高碉上端 ，却用白石砌成 “一”字形 ，就使人半知半解 了，可知 的是 ，至少我们 可以认为体现 了当 

地人们 的白石崇拜 ，而 不可知 的是 ，为什 么要砌 成 “一 ”字 形? 

高碉还有一种特殊 的标记。这个标记 ，体现着当地人们原始的生殖崇拜。一方面它代表着这座高 

碉修建时是男人当家 ，另一方面垒砌 了这样 的标记 ，神灵就会保佑这个家庭人丁兴旺，多子多孙。这 

种碉 就 叫 “公碉 ”。一般 家碉才 有这样 的标 记 ，寨 碉 是不 会 有 的 。关 于 “母 碉 ” 的说 法则 众说 纷 纭 ， 

如果女性当家时建碉 ，那么所建的碉即应是 “母碉”。那 么，“母碉”的具体标志又是什么呢?其具 

体 表现手 法 比较 含蓄 。嘉绒 妇女在 过去都 穿百 褶裙 ，那些 高碉外 墙凡看 得 出横 向的一道道 砌墙时 所 留 

下 的找平 线痕迹 ，便 意会是 女性 的百褶裙 ，此 即代 表 “母 碉”。不过也 有否 定 此种说 法 的 ，认 为 “母 

碉” 的标记在碉 内，由于现存 的高碉遗迹大部分内部楼层均已塌陷 ，人们无法攀登 ，故难 以找到具 

体标记。不过 ，无论各说有异 ，但嘉绒藏族生殖器崇拜在高碉中的表现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十三角碉是丹巴高碉中的极品。为什么要修十三角的碉呢?这个问题的民间说法就更为复杂了。 

有的人说 ，13这个数，在藏族民间乃至在其宗教中是一个吉祥 的数 目，同时也有其宗教神圣的内涵 ， 

在藏式佛塔的塔刹的环形部分 ，共有 13级环 ，它代表十三天极 ；布达拉宫的整个层数也为 13层 。有 

的说 ，高碉 的角是一 种权力 的象 征 ，多一个 角就代 表高碉 的主人在 当地 高一层 权力 和地 位 ，角越 多权 

力 就越 大 ，地 位也就 越高 ， 自然也 就更 富裕 。有 的人又 说 ，丹 巴这个 地方风 大 ，碉修高 了 ，迎 风面受 

力大 ，高碉长期受风力影响，会倾斜 ，会缩短寿命 ，角修多了，会分散风力 ，从而会延长高碉 的使用 

寿命。还有人说 ，丹 巴民间还一种古老的舞蹈，叫 “十三战神舞”，十三战神是嘉绒的护卫神 ，人们 

不仅用舞蹈来祭祀 ，而且 ，修建十三角碉来 以示崇奉。 

五 、古 碉与建筑 文 化 

岷江、大渡河上游系青藏高原东部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区，那里高山连绵，天然石块遍野，建筑高 

碉与 民居所 用 的石 料取 之不尽 ，用之 不竭 。用 天然石块 砌筑 建筑 物所形 成 自远古 以来 的建 筑传统 ，久 

而久 之 ，砌石 技术便 成 为 当地 居 民中普遍 的一种 绝技 ，特别是 在 高碉建筑 中发挥 得淋 漓尽致 。 

(一 ) 高碉 与 民居 的关 系 

在嘉绒 地 区 ，高碉 与 民居 在渊源 关系上 ，是 一脉相 承 的。 自然 ，民居是嘉绒 石砌 建筑 的母体 ，正 

如 《后汉书》 中所说的 “依山居止，累石为室”，故在学术界也有 “邛笼为室之制始于嘉绒” 的说 

法。高碉是后来逐渐从 “石室” 中分离 出来的具有特殊功能的建筑。从高碉与民居之间的依存关系 

上讲 ，则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在古代的部落和土司制度时期 ，部落与部落，土司与土司 ，乃至民间内 

部的宗族间的争斗是常有的事 ，假如唇寒 ，则齿亦亡 。就建筑技术而言，民居与碉均为石木结构 ，其 

墙体有砌筑方法是一致 的。在 “丹巴村寨居 民更与它处不同 ，凡生子必建一碉 ，否则成人后娶不到 

妻子。平民之碉 自不如土司头人那般雄伟 ，仅三、四层 ，与居室相连。丹巴县署后北山上，均一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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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这一带即为古代 ‘千碉之国’所在” 6 。现在的嘉绒藏族 民居在建筑过程中，已经不再建碉，但 

是 ，在 房屋 的顶部 ，均建有 一个 四方形 的帽形 顶层 ，四角呈月 牙形 ，有 的称 牛角形 。四角 角顶 除安 放 

白石 ，以作诸神的象征进行崇奉外 ，角后还专设有插入嘛呢旗 的钻有孔洞的预留石插板 ；后方中部还 

设有用作 “煨桑”用 的松科 。各语言区对这个高出的顶层部分均呼为 “拉吾则”，其 内涵则代表是曾 

经建造高碉的位置 ，由于后来高碉 已失去防御 的功能 ，故仅作为一个标志而已。 

现在的嘉绒藏族 民居 ，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基本特征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 ，也在局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 ，并未影响其传统风格和基本格局。在民居建筑中，依 

然使用天然石料和泥土 ，进行人工砌筑 ，砌筑方法大体与高碉相同。 

(二 ) 高碉 的建筑技 术 

在古代 ，修建高碉时 ，无论是家碉还是寨碉 ，均需集体出工 ，众多人手才能完成。家碉修建时所 

需的人手 ，通过换工来实现 ；而寨碉修建的人手则由部落首领或土司指派而定 。男性一般承担砌筑墙 

体 ，上山砍伐木料、备运石料等技术性强和重体力的劳动 ，女性承担备运泥土、背水、合泥及其他辅 

助性劳动和杂务。一座高碉 ，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才能完成。 

根据建 筑 的发展规 律和 民间 口碑 ，最早 出现 的碉形 为 四角碉 ，五角 碉是 在 四角 碉基础 上 的一 种特 

殊表现 ，此后才是三角 、六角 、八角 、十二角、十三角碉 ，各种碉的建筑技术基本相同。就凭简单的 

工具 、灵巧的双手和智慧 ，用天然石块和粘土砌筑高大的建筑 ；反手砌筑，收分准确是嘉绒藏族工匠 

千百年来所练就的绝技 。一般男子 ，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学习砌石技艺 ，故大部分农村男性成人都或多 

或少 擅 于此技 。 

任乃强先生在 《西康图经 ·民俗篇》 中将丹 巴民间的砌石技艺称之为 “叠石奇技”。文 中x,--J-~种 

技艺进行了如下描述 ：“康番各种工业 ，皆无足观。惟砌乱石墙之工作独巧。 ‘番寨子 ’高数丈 、厚 

数尺 之碉墙 ，什 九 皆用 乱石砌 成 。此 等乱 石 ，即通常 山坡之 破石 乱砾 ，大小 方 圆 ，并无定 式 。有 专 门 

砌墙 之番 ，不用 斧凿锤 钻 ，但 凭 双 手一 兜 ，将 此 等乱 石 ，集 取 一 处 ，随 意砌 叠 ，大 小 长 短 ，各得 其 

宜 ；其缝隙用土泥调水 填糊 ，太空处支 以小石；不引绳墨 ，能使圆如规 ，方如矩 ，直如矢 ，垂直地 

表 ，不稍倾 畸 。并 能装 饰种种 花纹 ，如褐 色砂岩 所砌 之墙 ，嵌雪 白之石 英石 一圈 ，或于平 墙上 突起浅 

帘一轮等是 。砂岩所成之砾 ，大都为不规则之方形 ，尚易砌叠。若花岗岩所成之砾 ，尽作圆形卵形亦 

能砌叠数仞高碉 ，则虽秦西砖工 ，巧不敌此。此种乱石高墙 ，且能耐久不坏。曾经兵燹之处 ，每有被 

焚之寨 ，片椽 无存 ，而 墙壁巍 然未圯 者 。甚 有树 木 自墙 隙长 出 ，已可盈 把 ，而墙不 倒塌者 。” 

高碉在建筑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建筑学 中的三个力学原理 。一是在基础施工中，采用了筏式 

基础 ，筏式基础是所有基础类型中，基础与地基面的接触面最大 ，压强分布最小的基础 ，从而可以增 

加基础的承载力 ，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陷。二是在墙体 的砌筑 中，采用收分技术 ， 
一 方面可以降低建筑物的重心 ，另一方面可以大大减轻建筑物的自重。三是在六角 以上的高碉内部采 

用了圆形筒体技术 ，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高碉 的筒体力学性能。正是 由于上述建筑力学的支撑 ，才使得 

高碉建筑不仅仅是艺术品，而且成为世界石砌建筑的精妙之作和珍贵遗产 。 

高碉建筑是藏族建筑 中的一种特殊建筑 ，是嘉绒藏区石砌建筑 的最高表现形式和艺术形式 ，同时 

也是丹 巴和大小金川嘉绒藏区石砌建筑 中技术与艺术形式有机结合的千古绝唱，成为了藏族建筑的一 

大奇观。高碉建筑充分显示 了藏族利用天然建材 ，运用夯筑和砌筑传统技艺和非凡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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