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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7_BB_BF_E

8_8C_B5_E6_8E_A9_E6_c34_43828.htm 西双版纳江边湖畔的平

坝中，傣家竹楼在槟榔、椰子、芭蕉、柚子、木瓜等丛林翠

茵的掩映下，影绰隐现，玲珑别致。 竹楼，顾名思义，是以

竹为主要材料建筑而成的。傣族的竹楼一般用数十根大竹子

作支撑主架，在离地2米多高处铺楼板。楼分上下两层，楼下

无围墙，是拴牲畜、养家禽和堆放农具的地方。楼上住人，

竹墙缝隙较大，既采光又通风，所以一般竹楼都没有窗户。

竹楼的一端设有楼梯，拾阶登楼，先是走廊，正面是阳台。

阳台上放置水缸，人们在这里洗漱、晾晒衣物和纳凉。室内

以一道竹篱笆隔成堂屋和卧室。楼顶呈A字形，覆盖以茅草

编成的“草排”。大概是由于它像一顶被支撑的大帽子，所

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当年诸葛亮到西双版纳的时候

，一个叫岩肯的青年人向他请教建造什么样的房屋才能让傣

家人住得更舒适，诸葛亮想了想便在地上插了几根筷子，然

后将自己的帽子往上一放说：就照这个样子盖吧。 傣语把竹

楼称为“很”，据说“很”是“烘哼”的变通音，“烘哼”

为凤凰展翅之意。相传竹楼的创建者帕雅桑目蒂想用本地盛

产的竹子为傣家人建造一种既适用又舒适的住房，可是试盖

了几种都不理想。后来，天王神帕雅英变成一只美丽的凤凰

飞到帕雅桑目蒂面前，用各种肢体动作引导他建成了特别适

应南亚湿热气候、防潮湿、防蛇兽的竹楼。于是，帕雅桑目

蒂就将这种竹楼命名为“烘哼”。人们为了记住帕雅桑目蒂

这位建房始祖的功绩，把“烘哼”改为“很帕雅桑目蒂”，



即帕雅桑目蒂的房子。后来，住房形式不断变化，人们便把

各式竹楼统称为“很”了。现在多数竹楼已改为木楼，楼顶

的“草排”也被瓦所取代，楼墙上安设了玻璃窗，但传统的

竹楼建筑形式却依然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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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