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以青海省河湟地区的传统民居——

庄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院落布局、建筑形

态、功能构成、精神空间、材料及色彩等的特征

及成因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其空间形态特征与

自然地理、民族文化、社会经济、生产生活之间

的内在联系，为新时代背景下的传统民居保护

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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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东部的河湟地区，是该省人口最为

密集的地区，范围包括祁连山以南、日月山以

东，以及西宁四区三县、海东海南、黄南等沿河

区域。此区域民族文化多元，除汉族外，世居民

族还有土族、藏族、回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

各族民众皆有自己的民族信仰和文化，儒家文

化、藏传佛教、伊斯兰文化并存，个性鲜明。河

湟地区的民居建筑类型称为“庄廓”，该地复杂

的地理气候以及多元融合的文化对传统民居建

筑的空间形态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新时代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现代建筑很

大程度上丢失了民族特色，加剧了传统民居的

消亡，对地域特色的传承和延续造成了极大的

破坏。如何保证传统建筑文化的科学传承，需

要我们从根本上探析当地建筑空间典型特征，

通过调研、分析、提取，建立数据库，为民居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1 庄廓的空间形态

为了对抗严寒和抵御外敌的侵袭，河湟民

居的院落逐渐形成了内向型、封闭型空间。高

大的庄廓院墙把民居包裹其中，夯土墙的黄土

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古时青海常年战乱，居

民的庄廓墙出于安全性考虑基本不对外开窗

（图 01），或开高窗、小窗（图02）。这样一个封闭

内向型的院落空间，在同类合院式住宅中特征

显著。

河湟庄廓多是单独院落形式，布局关系受

汉文化影响，有着空间轴线的层次关系。为了

争取更多的阳光，大多数庄廓院坐北朝南、轴线

南北贯穿，布局呈现一种均衡的状态，左右对

称。主轴线的尽端是院内规格最高的房间，中

轴对称、居中为尊的儒家思想反映其中。

在庄廓墙围合的空间内，建筑的构成关系

变化多样。有四合院式、三合院式，也存在仅两

面甚至一面有建筑的样式。这一方面与民族习

俗有关，另一方面与人们的生活需求有关。不

同的形制表达出不同的感受，四合院式的封闭

性最强，中轴明显，受汉文化的影响最深。一面

式建筑布局最为自由，在细节装饰上会表现特

有的文化。

庄廓墙内的正房多为1层，少数为2层。形

制基本为三开间，分“凹”字形（虎抱头）、“一”字

形、“L”形（钥匙头）3种平面形式（图03）。其中

又以“凹”字形形制最为广泛，其使用上的优点

具体表现为：a）凹进的设计方法，使得正房主入

口位置得到一个放松空间，增加主入口的视觉

重要性，并强化轴线尽端的收尾之势；b）正房正

中间的房间多作为客厅，不需要太大的进深；c）
立面层次感丰富。

庄廓建筑与庭院的尺度关系亦蕴含着美的

中庸哲学。将院落空间的高度设为H，长度设为

L（庄廓院多接近正方形），通过两者的比例关系

L / H，可以研究得出建筑与院子的比例与对应

的心理感受关系。河湟地区的庄廓院落比例L
/ H小于 1的情况少见，数值多在 1～3之间，空

间感舒适宜人（图04）。

2 庄廓的功能布局

庄廓的功能布局主要受社会伦理和民众生

产生活方式两方面影响。社会伦理决定了庄廓

建筑的格局排布，格局多中轴对称，坐北朝南，

北侧为正房（图05）。正房建造时其台基或房高

会高于其他房间以体现其重要地位。亦有特

例，比如回族习俗以西为贵，不同于汉族的以北

为尊，所以回族庄廓格局中的西面才是最重要

的位置，多作为长辈居住的地方。

生产生活方式主要影响建筑附属空间的功

能排布。用于存放粮食和工具的贮藏室、厨房

以及卫生间等，多布置在采光不好、方位不重要

的辅助空间位置。比如土族的院落南面有时不

建造房屋，常用于柴草堆放或作牲畜棚。对于

部分建成房屋的，主要用来堆放粮食和存放农

用工具。生活辅助空间大多置于角房，卫生间

常有独立于院外和置于院落一角两种方法。由

于伊斯兰教对于洁净追求的习俗，回族的庄廓

院落中常会将淋浴间设置于卧室之内，通常设

置于卧室一角。而牛羊圈和农具存放会安置在

厢房，很少会在院内饲养牲畜。藏族主体建筑

多为2层，行动不便的老人通常住在底层，同时

底层还会设置一些辅助空间，如厨房、储物间、

卫生间等。

3 庄廓的精神空间

河湟各民族都有虔诚的信仰，宗教文化在

民居中以空间为载体，形成了独特的精神空间，

在建筑空间细节或形体细节上都有体现。汉族

多数人受儒释道思想影响，遵循中庸之道，敬祖

先、神明。因而在庄廓建筑的装饰上清晰可见

道教、佛教和儒家题材，庄廓大门会贴门神祈福

保平安的对联和福字。讲究人家正房内的明间

墙上会挂古训字画，左次间用木隔断另辟成一

室，供佛像和祖先神位及家谱。一些汉族庄廓

还会在庭院中设“中宫”，即用土块或砖块砌成

的一个高约 1.5 m、宽 30 cm（尺寸或者说法不

太对）的长方体神龛，神龛上面是一间用来供奉

土地爷的精巧小庙(图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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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 庄廓

图02 庄廓院落墙的高窗

图03 河湟地区建筑单体典型平面形制

图04 庄廓院落的高宽比例

图05 汉族彭措乎家庄廓一层、二层平面

图06 汉族庄廓中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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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族信仰藏传佛教，但在长期与汉文化融

合的过程中受其影响，也会崇拜祖先，信奉关

帝、家神等。家神作为家的守护神，是土族每家

都会供奉的。根据宗教信仰，土族的正房室内

中会布置经堂，院落中间放玛尼旗杆，当有重大

的祭祀活动时，居民围绕玛尼旗杆举行祭拜仪

式。土族也常将矩形或圆形的“中宫”设于庭院

里，将煨桑炉置于靠近正房的一侧，香烟缭绕，

与佛堂遥相呼应（图07）。同样受宗教信仰影响

的还有土族庄廓大门的设置，其朝向多选择面

对神山或寺庙以示虔诚（图08）。门房形成过渡

区域，正好应对了青海特殊的地理气候，避免风

沙对于内院生活的侵扰，另外还起到了遮挡视

线的作用。

河湟藏族和土族一样信仰藏传佛教，所以

在建筑的精神空间处理上特别相像。藏族庄廓

不同于土族的特殊做法主要有：四面墙角朝上

翘起，四角放置玛尼石，人们相信此做法可以起

到辟邪、避灾等作用；藏族庄廓大门上还会粘贴

与宗教信仰相关的纸质经文图案（图09）。

回族信奉伊斯兰教，以西为贵。建筑室内

的西墙上会贴圣城图案，体现精神信仰与空间

布局的结合。同时回族人民有追求“净”空间的

习俗，除了会在卧室一角设置净房外，还会在院

内设自用水井以便于用水。这一点撒拉族与回

族相似，撒拉族的淋浴间通常设在居室或者伙

房通道间，方便沐浴净身。

4 庄廓的材料与色彩

4.1 材料

青海河湟地区依托黄土高原地貌，土质丰

富，建筑材料主要选用黄土、木材，配以少量块

石、卵石、麦秸等（图10）。建造庄廓墙体的主材

是黄土，其土质加水后容易成型，可塑性好，便

于工人操作，雨水冲刷后逐渐坚实。除此之外，

黄土还能够防风隔音，有很好的热稳定性，是天

然保温材料。卵石、块石可用来做房屋坚固的

基础。在有些地方，如果土质黏度不够或黏土

较少，工人会在土里加入麦草、酥油等材料来增

加黏力。黏土和麦秸主要是在屋顶变薄后再次

加固屋顶时使用。河湟庄廓的建造材料都不需

烧制，这是一种结合当地自然条件、符合可持续

发展的纯天然民居建筑形式。

4.2色彩

河湟庄廓用色朴素大方，色法自然。色调

基本保持土、木等各种材料本色（图11），贴近自

然环境，与黄土地相协调。门窗檐柱的细节刻

画基本不做色彩的修饰。

在使用原材料本色的主导风格下，装饰细

节的色彩又因各少数民族不同而稍有区别。藏

族民居在门楼前、房檐上或院内挂印有嘛呢经

的五彩小旗。因同样信奉藏传佛教，藏族与土

族民居的建筑造型、材料装饰、建筑色彩都有一

定的相似性。来自藏传佛教的色彩有不同的思

想寓意，在不同建筑部位也有相对应的颜色，其

中使用面积较大的为白、红、黑3色：白色用于大

面积粉刷墙面，代表吉祥，同时减少紫外线对居

民生活的影响；红色常用于顶部檐口，代表护

法，保护全宅免受侵扰；黑色主要用于大门的门

套和窗套上，代表驱邪，避免外邪入侵。或有在

窗楣下方挂白色帆布，既能用于反射遮挡强烈

的紫外线，对室内外视线起到阻隔作用，又能避

免窗框和窗扇的色彩因长期日照而褪色。

回族、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常用色彩是象

征清净的白、蓝、绿。白色象征圣洁、虔诚；蓝色

多在庄廓的局部装饰时使用，如条幅、匾额等构

件，给人干净清爽之感；绿色象征生命与生机，

被视为神圣之色，在其宗教建筑中大量使用，而

在庄廓中也被用以装饰各种植物纹样。

5 结语

河湟地区是游牧与农耕文化结合、多民族

文化交融的区域，建筑风格与元素丰富生动。

各民族的庄廓在世世代代的建造发展中，逐渐

形成顺应地势、适应气候、对应生活方式、适宜

建造、就地取材的建筑形态。自然环境、社会经

济、民族文化在庄廓建筑中交汇融合而产生的

生态智慧，各民族庄廓在共性与差异中共同构

成的河湟地区传统民居的朴素风貌，构建起青

海河湟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的发展脉络。对于河

湟乡村聚落的保护与发展，应在地理、气候、民

族文化与建筑空间形态关系的基础上，从动态

研究理论出发，结合当下的生态、生活、生产方

式、经济，实现河湟地区乡村民居建筑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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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JQ-288）、陕西省教育厅项目（17JK0429）资助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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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7 土族庄廓中宫、煨桑炉、经幡

图08 土族庄廓大门方向

图09 藏族庄廓入口经文

图10 黄土与麦秸

图11 庄廓建筑材料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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