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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5_BF_E5_9C_9F_E5_c57_645059.htm 一、依山就势的建筑

理念采集者退散 湘西土家族生活在风景优美的武陵山区，境

内沟壑纵横，溪水如流，山多地少，属亚热带山区气候，常

年雾气缭绕、湿度大。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土家人结合地理

条件，顺应自然，在建筑上“借天不借地、天平地不平”，

依山就势，在起伏的地形上建造接触地面少的房子，减少对

地形地貌的破坏。同时，力求上部空间发展，在房屋底面随

倾斜地形变化，从而形成错层、掉层、附崖等建筑形式。这

也确证了“巢居”是南方史前建筑的基本形态。 史书记载：

“穴居多在高处，土层较厚，多在北方；巢居多在低处，地

面湿润，多在南方。”巢居是干栏建筑的早期形态，多现于

长江流域以南地区的河姆渡等原始文明中。由于湘西气候湿

热，森林植被资源丰富，居住在这里的土家族先民们为了防

湿热和避开野兽虫蛇，选择了干栏式建筑作栖居之巢。 二、

空间组合百考试题论坛 湘西地区除土家族以外还生活着苗、

汉、侗等民族，其建筑形制与风格各有千秋。土家族民居建

筑的形制风格和空间排列自有章法，其建筑形制在大西南干

栏民居建筑中最为独特。经研究人员实地考察和有关资料记

载，土家建筑该属“井院式干栏”。井院来自黄土地区的井

院窑洞，干栏则是南方各族人民的共同居住形式。“井院式

干栏”的形成，与土家族文化的发展有关，在此不作深究。

土家住宅正屋一般为一明两暗三开间，以龛子（厢房）作为

横屋，形成干栏与井院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从最简单的三开



间吊一头的“一字屋”、“一正一横”的“钥匙头”，到较

复杂的“三合水”、“四合水”。其正房中间为堂屋，后部

设祖坛，位置与苗族民居无异。堂屋两边分别为火堂（长子

结婚分家后形成两个火塘），其等同于原始人的火坑，有煮

烤食物、御寒取暖和防卫照明之功能。由于家庭成员的增多

，土家人一般在正屋一边或两边各建一厢房，于是分别形成

“钥匙头”或“三合水”住宅，而“四合水”庭院则由间或

廊四面围合而成。村寨“四合水”大门一般偏置一侧，面对

大门为厢房，进天井后转折到达敞厅或敞廊，城镇的“四合

水”恰好相反。 土家建筑历来闻名遐迩，尤以吊脚楼独领风

骚。它翼角飞，走栏周匝，腾空而起，轻盈纤巧，亭亭玉立

。通常背倚山坡，面临溪流或坪坝以形成群落，往后层层高

起，现出纵深。层前层后竹树参差，掩映建筑轮廓，显得十

分优美。土家吊脚楼大多置于悬崖峭壁之上，因基地窄小，

往往向外悬挑来扩大空间，下面用木柱支撑，不住人，同时

为了行走方便，在悬挑处设栏杆檐廊（土家叫丝檐）。大部

分吊脚横屋与平房正屋相互联接形成“吊脚楼”建筑。湘西

土家吊脚楼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筑形制也逐步得到改进

，出现了不同形式美感的艺术风格。在此，笔者将根据其形

体组合、外观形式、比例尺度作深入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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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