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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土族形成于元末明初 [1]，是青海河湟谷地历时

最为悠久的世居民族。土族通常自称蒙古尔、察罕—

蒙古，即白蒙古 ；汉人称土族为“土人”“土民”；

蒙古高原的蒙古人称土族为“达勒达”或“多勒多”；

藏族称土族为“嘉胡尔”“嘉霍尔”[2]。1950 年代初，

人民政府经过民族识别工作，将其定名为“土族”。

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风俗习惯、多元的宗教信

仰，造就土族传统庄廓成为我国西北少数民族民居

建筑类型的典型代表之一。

传统民居建筑被认为是长久富有活力的重要设

计智慧宝库，具有丰富的地域要素与多样性创新基

因，是建筑学传统而经典的研究对象 [3]。然而，作

为我国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针对土族传

统民居建筑文化特点与营建技艺的研究远不如其他

民族，虽然公开文献中有大量涉及土族居住环境的

信息，但就土族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都不太系统，

因此，土族传统庄廓的空间特征及营建技术研究，

一方面有助于帮助我们系统认知土族传统民居建筑

的形式和特点，另一方面能够为土族传统民居建筑

的保护、传承、发展以及土族地区的地域性建筑创

作提供较为完整的基础资料。

本文选取河湟土族地区 12 个村落进行实地考

察，包括海东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小庄村，东

沟乡姚马村、大庄村，丹麻乡哇麻村、索卜滩村，

五十镇土观村，红崖子沟乡张家村 ；乐都县的共和

乡桦林村、达拉乡前半沟村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

的官亭镇下喇家村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

青林乡柳林滩村，多林镇下浪家村。其中，以海东

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的五十镇土观村、红崖子沟乡

张家村，乐都县的达拉乡前半沟村作为重点调研村

落，将土族传统庄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建筑测绘、

拍照摄像、调查访谈等方式采集、收集土族传统庄

廓的详细图文资料。

1 土族传统庄廓的空间特征研究

土民以家庭为单元拥有属于自家单门独户的庄

廓院。土族传统庄廓占地约 0.5 ～ 0.8hm2，平面呈

正方形。每户庄廓用院墙作为所属宅基地的边界，

除入口大门外，院墙四周没有任何门窗洞口。土族

传统庄廓在建造时先夯筑四周的院墙，俗称“打庄

廓”，庄墙打好后，沿方形、封闭围合的夯土院墙内

部以合院为中心四面建造房屋，待房屋建成后在院

墙东南角立大门，至此，一户庄廓的建造就基本完

成了。院墙强调了私有空间的范围，周围的房屋衬

托出“空”的院落。土族传统庄廓房屋多以一层为

主（图 1），一部分经济条件好的土民，将正房建成

两层（图 2）。一般上二层没有固定的楼梯，只要备

一木梯子即能方便地使用屋顶。

1.1 外封内敞的合院空间形式    

土族传统庄廓以合院为中心组织东、西、南、

北 4 个方向的房屋，合院是土族传统庄廓内部的露

天空间，在庄廓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利于庄廓

内部避风纳阳 ；其次是房屋进行交流和联系的联结

空间，满足土民日常生活起居、节日礼俗的空间需求；

最后为土民提供了日常宗教信仰活动的空间场所。

因此，无论庄廓面积大小、无论房屋排布方式如何，

土民都会尽量做出合院，有“无院不成户”之说。

根据房屋与房屋的空间组合关系，土族传统庄廓呈

现出以下 3 种基本的合院类型 ：二合院（图 3）、三

合院（图 4）、四合院（图 5-7）。从二合院到四合

院的演变过程中，庄廓满足家庭人口增长的空间需

求能力逐步提升，内部空间的围合感、私密性逐渐

加强，以合院作为整个家庭起居中心的功能性表现

更加强烈，平面的演化规律体现了土族传统庄廓是

一种对人口的多少和增长有灵活的适应性的民居。

（1）有效应对外界严酷的气候条件

青海河湟地区属于严寒地区，充分满足冬季日

照、保温要求是河湟地区民居建筑需要解决的最重

要的问题。土族传统庄廓合院开间和进深的比例近

似于 1:1，能够避免各独立的房屋处于相邻房屋形

成的阴影中，每个房屋都可以完全暴露在阳光下，

能够获得充足的采光，充分接收日照，获取光热，

从而抵御冬季寒冷的气候。外围院墙厚重封闭，将

庄廓内部与外部分隔开来，有效的阻隔风沙对庄廓

内部的侵扰，合院内可以种植花草树木，将自然生

态要素引入庄廓内部，改善调节庄廓内部的微环境，

有利于营造庄廓内部舒适的居住环境（图 8）。

（2）满足土民日常生活起居、节日礼俗的空间

需求

土族传统庄廓合院规整方正，宽敞开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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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廓内部空间与庄廓外部自然空间的过渡空间，

相对于内部空间，它是外部空间，而相对于庄廓

外部的自然空间，它又成为内部空间，是庄廓内

部与外部的中介空间，是庄廓内部的露天空间。

合院作为土民家庭中的公共活动中心，其不仅是

各个房屋、各个空间进行交流和联系的联结空间，

同时也为土民提供了日常生活起居、节日礼俗活

动的空间场所，如 ：休闲娱乐、洗晒交流、婚丧

嫁娶等（图 9）。

（3）满足土民日常宗教信仰的活动需求

浓厚的宗教信仰活动在土民日常的生产、生活

当中无处不在，合院正中的嘛呢台是土族传统庄廓

合院最具特色的宗教信仰标志 ：庭院正中有一栓牲

口用的转槽，亦称之为嘛呢台，是家庭生活和宗教

两用的设施 ；台上正中竖有高达数米的“达日加克”

（嘛呢旗杆），上挂嘛呢旗（经幡）；台上还设有小煨

桑炉（百香炉），其中终日香烟缭绕，它与设于正

房的佛室一起构成土族家庭内部的宗教信仰标志并

与村庄中众多的宗教设施相呼应 [4]。用此避邪除灾，

保佑家宅平安、人畜兴旺。

1.2 成组配置的房屋空间形式

土族传统庄廓房屋多由 3 间相互联系的居室成

组配置，门窗均朝向合院，每组房屋构成土族传统

庄廓的居住生活单元。土民结合房屋开间、进深的

大小，依据使用需求的不同，自由灵活的分隔房屋

的内部空间，形成以下 3 种平面类型 ：“一”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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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合院

4 三合院

5 四合院

6 四合院剖面示意

7 2层平面示意

 （3-7绘制：田虎）

8 土族传统四合院庄廓合院（摄影：田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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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虎抱头）、“┌─”字形（钥匙头），

然而，不论采用何种分隔，房屋的功能分区总是明

确的 ：中间堂屋，两侧卧室 [5]13（图 10）。

（1）位于正房的堂屋作为土民自家的佛室，沿

庄墙布置通长的供案，供案上置佛像、神箭等宗教

信仰器物，供家人日常礼拜之用 ；位于厢房的堂屋，

沿庄墙摆条几，条几上置古瓶、镜架和铜质供器等，

墙面挂古训字画，条几前对称布置桌椅，简单朴素，

显得古色古香。

（2）卧室作为土民日常起居活动最为频繁的空

间，与堂屋用木制隔断隔开，火炕根据卧室空间大

小灵活顺窗或顺山墙布置，炕中间摆炕桌，炕头置

火盆，冬季火炕煨热，火盆烧起木炭火，围其而坐，

温酒燉茶，闲话桑麻，十分暖和，是家人聚会、款

待来客、妇女活动、幼童玩耍的重要场所 ：在“一”

字形方式的房屋布局中，卧室内多顺山墙做满间炕，

炕侧靠后墙置炕柜和门箱放置衣物被褥 ；在“┌┐”

字形（虎抱头）方式的房屋布局中，卧室突出堂屋

一部分而空间变大，火炕多占满卧室的开间顺窗布

置，炕侧靠山墙置炕柜和门箱放置衣物被褥，火炕

对面沿庄墙常常布置桌椅、柜子等家具 ；在“┌─”

字形（钥匙头）方式的房屋布局中，突出堂屋部分

的卧室采用虎抱头方式房屋中的卧室的布局方式布

置火炕的位置及家具，未突出堂屋部分的卧室采用

“一”字形方式房屋中的卧室的布局方式布置火炕的

位置及家具。

2 土族传统庄廓的营建技术研究

2.1 梁架承重结构营建技术

土族传统庄廓房屋的基本单元一般由 6 柱或 4

柱组成一开间，开间尺寸为 2.7m~3.2m，进深尺寸

为 3m~4.5m。木柱一般都为圆断面，直径 20cm 左

右不等，立于柱顶石之上，柱头承担梁架，后檐柱

升高，在大梁之上放置垫墩，承担四路檩条，檩条

下垫墩由前向后依次递增高度，取走水，形成单坡

平顶。

（1）厢房、南房

东厢房、西厢房、南房一般 4 柱组成一开间作

为房屋的基本单元，采用“四檩无廊构造法”，不带

檐廊，无金柱及金檩等，其开间、进深和层高相同，

木结构简化，做法比较简单，便于施工。

在房屋横向构件中，大梁前檐搭接在檐柱之上，

梁头伸出檐外，后端插入后檐柱之中，其下有随梁

枋拉结檐柱与后檐柱以保持稳定。在房屋纵向构建

中，在檐檩木下做檐垫板，再下是檐枋，下部安装

门窗装修（图 11）。

9 土民围绕合院跳起安昭舞（图片来源：互助土族故土园  
 http://www.hztzgty.com/）
10 土族传统庄廓房屋单元空间类型（图片来源：田虎基于参考 
 文献[5]改绘）

11 四檩无廊梁架构造图（图片来源：田虎基于参考文献[11]改绘）

12 五檩前檐廊梁架构造图（绘制：田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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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房

正房作为整个庄廓等级最高的房屋，一般为 6

柱组成一开间作为房屋的基本单元，采用“五檩前

檐廊构造法”，朝向合院的一侧带前檐廊，进深尺寸

为 1m~2m。

在房屋横向构件中，大梁前檐搭接在金柱之上，

后端插入后檐柱之中，其下有随梁枋拉结金柱与后

檐柱以保持稳定。在房屋纵向构件中，在金檩木下

做金垫板，再下是金枋，下部安装门窗装修。

前檐廊木构架的构造方式精细考究、结构复杂、

层次丰富，檐柱顶承接平板枋，平板枋上檐廊的横

向构件——檐柱和金柱之间的横梁叫扎梁，扎梁头

做雕饰穿插于平板枋之上，后尾穿插于金柱柱头中，

为使檐柱和金柱拉紧，扎梁下用随扎梁的做法。扎

梁上承接檐檩，檐檩下做扎口板，每间有插卯头将

扎口板分为 3 段。平板枋下木结构的做法分为两种

方式（图 12）：

a）平板枋下做扎牵，为圆弧状，雕各种叶纹

图案，或梅花透雕 ；扎牵下做荷叶墩，荷叶墩下为

悬牵，最下面是花牙子雀替。前檐构造自上而下依

次为：檐檩、扎口板、平板枋、扎牵、荷叶墩、悬牵、

花牙子雀替。

b）平板枋下直接做悬牵，悬牵下面是花牙子

雀替。前檐构造自上而下以此为 ：檐檩、扎口板、

平板枋、悬牵、花牙子雀替。

土民结合正房檐廊檐檩下木构件的形态特点，

选取蕴含民族、地域、宗教、伦理、习俗及情态意

象等民族文化内涵的图案，采用透雕或浮雕的木雕

方法对其进行装饰，总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

寄托土民求吉呈祥、消灾弭患的愿望，表达土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吉祥如意的向往（图 13）。

2.2 平土屋顶营建技术

平土屋面是土族传统庄廓房屋最上层起覆盖遮

蔽作用的水平围护结构，它的主要作用是直接抵御

风霜雨雪、太阳辐射、气温变化以及其他一些自然

的不利因素对内部空间使用的影响，特别是迅速防

水和排水，防止雨水渗透 ；其次，它为土民提供了

除合院之外人们日常活动的户外活动场所，并且在

农忙时节，屋面常晾晒谷物草料，使得生产活动与

生活活动都可以在庄廓内进行 ；再者，屋面的形式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庄廓的整体造型。

土族聚居区气候干燥，属典型的干旱少雨地区。

受此影响，土族传统庄廓房屋屋面不盖瓦，施以草

泥，并用小磙碾压光，屋面坡向合院，坡度平缓，

约为 5% ～ 10%。

土族传统庄廓房屋的平土屋面由屋面基层与屋

面铺设两部分构成，屋面基层包括木檩条、木椽子

和木榻子（劈柴或树枝）；屋面铺设包括麦秸秆、黄

土和草泥。它们搭接于房屋的梁架承重结构体系之

上，低于庄廓院墙 0.5m~1m 不等（图 14）。

（1） 在 檩 条 上 面 架 设 木 制 椽 子， 椽 径 为

150mm 左右，将其均匀地钉在檩条之上。椽子后

端伸入房屋后夯土院墙按照椽子截面大小挖孔的孔

洞内，并用泥土填实缝隙以固定牢靠。

（2）固定好椽子后，在椽子上密铺 40mm 厚榻

子（劈柴或树枝）。

（3）为了密实榻子缝隙同时增加保温性能，在榻

子上均匀铺撒一层 10mm 厚压扁的干麦秸秆，麦秸

秆层可防止黄土落入榻子层内而掉落到室内地面上。

（4）在麦秸秆层上铺 150mm 左右潮湿的黄土，

铺好后用石磙子压实，以起到很好的保温效果。

（5）在黄土层上加铺一层厚度为 50mm 长的麦

秸秆、黄土和水经拌合而成的草泥，上面提浆抹平，

草泥层增加了屋面的密实性，可以防止雨水的渗透，

待七成干时撒上一层麦糠（表面麦糠防止裂缝起拉

结作用），再用石磙子压光。

（6）用草泥处理屋檐部分 ：顶部草泥封边，厚

于屋面，聚雨水而不致其随处流淌 ；正面用草泥抹

面平整统一 ；在每开间的中间位置屋檐处安置櫈槽

（木制、铁制或陶制的凹槽），有组织将聚集雨水排

向合院。 

2.3 木制门窗营建技术

（1）隔扇木门

土族传统庄廓房屋的门一般分为单扇门、双扇

门和四扇门，它是由框槛和格扇两部分组成 ：框槛

13a 13b

13c 13d

14a 14b 14c

14d

16

17

13 土族传统庄廓正房檐廊檐口木雕装饰

14 土族传统庄廓单坡平顶草泥屋顶构造

 （13.14摄影：田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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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绘制：田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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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动的部分，格扇是可动的部分。

框槛之中，横的部分都是槛，因所处位置的高

下，分上槛、下槛，上槛紧贴在檐枋之下，下槛放

在地上；左右竖立的部分叫抱框，紧靠着柱子立住，

这框槛的全部就是安装格扇的架子。

格扇由外框、隔扇心、裙板及绦环板组成。外

框是隔扇的骨架，两旁竖立边梃，边梃之间，横安

抹头 ；隔扇心是安装于外框上部的仔屉；裙板是安

装在外框下部的隔板，绦环板是安装在相邻两根抹

头之间的小块隔板。

土族传统庄廓房屋的隔扇多为 6抹，上下对称，

绦环板、裙板、隔扇心是用木材加工作平整光滑的

木板，不做任何雕饰，整体简单朴素（图 15）。

（2）平开木窗

土族传统庄廓房屋的窗户均为木花格糊纸窗，

一般都是平开式结构，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

单扇窗，也叫做“满间窗”；第二类是分为上下两部

分的两扇窗，叫“虎张口”。它们均是向上开启，再

用木棍支撑，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正房一般选取

虎口张或大的满间窗，窗户面积大，采光好，图案

精美复杂；其他房间一般选满间窗，图案样式简单，

朴素大方。

正房的窗户都做在槛墙之上，槛墙顶上先安木

制榻板，榻板上安槛框，上槛紧贴在檐枋之下，风

槛放在榻板之上，左右竖立的部分为抱框。窗扇安

装在槛框内，它是一个架子，两旁竖立边梃，边梃

之间，横安抹头；四周在边梃抹头之内有仔边 ；中

间棂子用 5cm 厚左右、2cm 宽左右的木条制作，

根据需要将这些木条截成若干不同长度的小木条，

将这些小木条两端锯开榫卯，拼对成图案，固定在

仔边上，窗棂基本都比较密，一般在内部糊白棉纸，

从外观看，窗格是裸露在外的（图 15）。

方正规矩的平开花格窗为几何纹样，样式丰富

多样，做工精细考究，改变了墙面平板单调的形式，

增加了房屋的艺术效果和美学效果，窗格纹样具有

特色鲜明的装饰作用。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包含着

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龟背锦、灯笼锦、盘长纹等。

通过这些图案土民传递独具的文化寓意，寄托土民

求吉呈祥、消灾弭患的愿望，表达土民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对吉祥如意的向往（图 16、17）。

2.4 传统典型四合院庄廓建造过程

土族农村建房造屋，非常热闹，全村的邻里

都来帮忙。土族最典型的传统平屋四合院庄廓的建

造顺序一般为：①选址占地——②平整场地，夯实

庄廓院墙基础——③填土夯平，使室内地坪高于合

院一或二步——④下宝瓶，后夯筑庄廓院墙——⑤

建造正房——⑥建造东厢房——⑦建造西厢房、南

房——⑧立大门——⑨筑转槽竖嘛呢旗杆，完成庄

廓建设。

庄廓院内房屋的建造顺序一般为：①搭建房

屋的梁柱木构架——②砌筑房屋的土坯后墙和山

墙——③架设椽子，后端插入后夯土院墙内——④

铺设黄土草泥屋面——⑤安装房屋门窗，进行细部

装修及内部装潢（图 18）。

3 结语

传统民居建筑是各地各民族千百年不断试验、

总结、改进、再试验、再提升的结果，是地域建筑

文化的载体 [6]，民族建筑文化的传承要求我们必须

了解什么是传统形式，它的特点是什么，它为什么

是这样，以及如何实现这样等问题，唯有基于这样

的基础研究，才能够指导我们衡量、评价、判断当

前的建筑发展是否符合传承民族建筑文化的基本要

求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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