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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A3_8E_E3_80_81_E6_c34_43451.htm 白族的住宅，因各地区

的自然环境和技术水平不同，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房屋形式。

高寒山区的白族人民多居住单间或两间相连的“垛木房”或

“竹篱笆房”。坝区白族人民多住土木结构的瓦房。其布局

则采取“三房一照壁”和“一正两耳”或“四合五天井”等

形式，院落宽敞，阳光充足。多数人家还设有花坛，种植山

茶、石榴、挂花、香橡等花木，花草芬劳四溢，环境优美舒

适。白族人民十分重视照壁、门楼的建筑。照壁用白灰粉刷

，由名人题写“万紫干红”、“旭日东异”或“福”、“寿

”等象征吉祥如意的大宇。四周山墙也一样彩画着各种山水

、花鸟、虫鱼图案，每个角落的装饰都很讲究，给人以生动

活泼、均匀对称、和谐优美的感觉。面富于独特风格的门楼

，其建筑装横更倾注了白族人民的艺术智慧。一般都是斗拱

重叠，飞搪串角，附以泥塑、木雕、石刻、凸花青砖、大理

石等组合的立体图案，。其造型之优美，结构之严谨，可与

内地殿阁婉美。许多门扇是由钱空三层的花、鸟、虫、鱼、

人物等以及浮雕图案所组成，显得玲现剔透、精巧优美。有

的门楼、隔扇不用一颗铁钉，仅以凿出卯眼相接，却十分坚

固牢实。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白族人民具有较高的建筑

艺术水平。 白族的住宅建筑多为砖木结构的瓦房，平面结构

多以“三房一照壁”为主，少数富裕人家也有“四合五天井

”的布局。两种建筑形式的屋面均用筒板瓦覆盖，前面重檐

，形成前出廊的格局。“排架”（以一排柱子为主的屋架叫



排架）承重，四柱落地。左右后三方用土基墙围护，前面及

中间用木板为隔，山墙到顶，屋面挑出的（建筑上叫“悬山

”）较山墙直出屋面的（建筑上叫“硬山”）为多。“硬山

”构造有防止邻居火灾波及的作用。在“排架”间和楼板照

面枋的下面，前后均有一根通穿的机，当地叫做“穿枋”，

它把整所房子的“排架”联成一个整体，与照面枋、檐口挂

访和落地桥相互作用之后，增强了抗震能力。 大理是个多风

地区，每年出现大风口数既多，风力又强，尤以下关一带，

最大风速可达12级（即每秒钟风速在40米左右）。这种劲风

，在我国内陆是很罕见的。在与自然作斗争中，白族劳动人

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常年多是偏西的风向，他们就将主

房的布局坐西向东，门窗都开在向东那面，风从屋后吹来，

自然不易进入室内。对于从其他方向吹来的风，就由四合院

或“三房一照壁”的平面组合形式来解决。白族建筑的照壁

比较高大，主房、厢房和厅房一般是层高均等，不分主次，

充分起到互为屏障的作用。由于从房屋坐向，平面组合到立

面处理，都为避风步步筑防，所以并不为劲风所烦扰。此外

，充分利用当地盛产的鹅卵石来砌墙，也是白族建筑的一大

特色。有关使用大量卵石来建造南诏国太和城的建筑，早

在1000多年前的《蛮书》曾有这样的记载说：“⋯⋯老陌皆

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千百年来，白族劳动

人民由于长期使用卵石筑屋的结果，一方面积累了一套传统

的砌筑经验，另一方面又处理了每年从苍山十八溪随山洪冲

下积存的大量卵石。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谚说：“鹅卵石砌墙

不会倒”。这是赞誉白族建筑聪明和智慧的生动写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