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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大美黄土，雄浑厚重。《黄土文化系列丛书》融陕北自然地理、人文历

史、民俗风情等内容为一体，以翔实的史料、开阔的视野、清新的文风，系统

呈现了神木绚丽多姿的地域文化，饱含着黄土文化学会同仁特别是贺斌先

生的付出和心血。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我县文化事业发展，有着

重要的现实意义。

翻开书卷，墨香馥郁，你能真切感受到黄土文化的开放、包容、多元、和

谐，黄土文化的深厚积淀与发力，闪烁着传统文化之光，融合着民族文化之

魂，孕育着革命文化之根。它既为世人了解和传承黄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户，又能激发起神木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无限热情。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神木要深化改革、转型发展，践行省委、省政府“四个定位”要求，实现“两

区”建设目标，必须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弘扬融合历史积淀与时代精神的黄土

文化，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希望大家读一读《黄土文化系列丛书》，

了解神木的过去，把握神木的今天，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创造神木美好的

未来。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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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窑洞
陕西省文化厅

陕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山大沟深，万壑纵横。这里深厚的黄土

和丰富的砂石，为建造窑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这片土地上，自

从有了人，便有了窑洞。而这些窑洞正是黄帝子孙繁衍、生息，创造灿烂文

化的地方。

中国人向来把新郎、新娘结婚后第一晚的同居叫“入洞房”，并且将人生

最幸福的事也概括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佳话。这充分说明了陕

北窑洞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久远而深刻的历史意义。陕北是人文初祖的发祥

地，轩辕黄帝的陵寝在黄陵县，黄帝时期，人类就是穴居的。陕北窑洞的历

史与人类文明是与生俱来的，那是彪炳千秋的产物。

《易·系辞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朔穴

居，避寒暑也。”说明窑洞从原始穴居发展而来，有悠远的历史渊源和浓厚的

文化积淀。陕北曾称“鬼方”，是取其“荒凉落寞、绝少人烟”之义，就与这里

的生态环境、生存环境戚戚相关。而陕北又称“土方”，也是与他们得以生存

居住土穴息息相关。土方意即“住在土穴、土窑中的人”，而陕北恰是黄土高

原的腹地，所有者，黄土也。先民们取“土方”为方国之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了。窑与土有关，与黄有关。黄土是窑洞的物质基础。在陕北，与“黄”联系

的有黄土、黄河、黄帝。黄帝与黄土高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称他有

“土德之瑞”，故称黄帝。

联系到五行，中央为土，也能说明黄土在居住中的伟大贡献，因而衍出

土和黄在方位文化和色彩文化中的信仰来。陕北窑洞主要是适应黄土高原

的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条件下产生的特色建筑。窑洞选择了黄土高原，

黄土高原选择了人，人也选择了窑洞。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辩证法则，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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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隐藏着不可言破的玄机。在我国先秦历史文献记载中，最早出现建筑居

住形式的就是窑洞居室。

徐仲舒先生在其《黄河流域穴居考》中指出:“陶与窑洞，古谓陶今谓窑，

穴是窑洞，复是半穴居。”所以“陶复陶穴”标示的是以“减法”营造的现代土

窑的出现。“陶”通“掏”，因掘而成洞，故又通“窑”。“陶”“窑”皆从“缶”，

即今之窑洞。“复”更明确了是从山坡往里掏成的窑洞，有人说，“复”还表示

双室连成的“吕”字型窑洞，即今之套间。这更合于焦循《孟子正义》中所解

“营窑当是相连窟穴”之说。由此可见，窑洞是古代先民最早的居住形式。

而且“吕”字布局早在父系氏族后期的尧时就出现了。

窑洞的形成受自然环境、地貌特征和地方风俗的影响，因而形成了土

窑、接口窑、砖窑、石窑等主要类型。土窑是陕北窑洞的原始形态，冬暖夏凉

和省料省钱的特点符合了贫苦陕北人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石窑已

逐步取代了土窑，这些被称为“百年老窑”的历史陈迹诉说了曾经的艰难与

辛酸。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曾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留下了极

其宝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党中央曾经把革

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延安的土窑洞成了中国革命的总后方和指挥中心，

经历了十三个春秋，革命由延安走向全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延

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个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

光照千秋的延安窑洞。陕北窑洞是历史的见证。石窑的精华集中于姜氏窑

洞庄园，它磅礴大气，建筑设计巧妙，施工严密，布局合理，成为省级重点保

护文物。砖窑适合于煤炭富足而石料缺乏的地方，但其使用寿命相比石窑

要逊色许多。而薄壳窑则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产物。

陕北人在不断改变着窑洞，窑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陕北人，陕北人离

不开窑洞，窑洞也离不开陕北人，在这块贫瘠土地上生活着的陕北人，在窑

洞的废兴变化中创造了具有陕北特色的历史、文化和人。陕北文化有黄土

的深厚，也有大漠的宽广，还有黄河的奔腾，更有长城的威严。

窑洞是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区最具代表性的民居，蕴含着北方民族穴居

的历史遗风。黄土高原上星罗棋布的窑洞，似满天星斗点缀在沟、梁、塬、峁

之间，是陕北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识利用改造黄土的智慧结晶。随

着社会的发展，土窑洞大量废弃，接口窑开始“退役”，石窑、砖窑随之兴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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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和高楼大厦争比高低。这说明陕北的窑洞建筑艺术有着无穷的生命力，

它一直是黄土高原人最佳的居住选择。“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是世界建

筑界对中国窑洞的赞誉。

历史渊源

陕北建造窑洞，最早应该始于周代，为半地穴式。秦汉后发展为全地穴

式，就是现在的土窑。明朝中叶，开始用石块做窑面墙。明末清初，当地人

仿土窑模式建起了石砌窑洞。现在也有用彩色瓷砖贴窑面和分割厅室及上

下两层楼房式的新窑洞，住着更加舒适宜人。

人类自结束筑巢而栖的高空生活后，择洞而居成为繁衍生息的最佳途

径。洞穴定居标志着人类利用大自然跨入了新的纪元。陕北窑洞则是人类

定居方式的活化石。穴居和窑洞有直接联系。天然洞穴不必营造，是猿人

本能的栖居之所。因为人类祖先在掌握能够凿穴的石器工具后，受到这种

空间的启发才发展到人工穴居阶段。人类祖先住天然洞穴的历史比住窑洞

的历史要长得多。窑洞这种人类居住形式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上，作为

中华民族的摇篮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证实在从母权走向父权的整个过程中，

恩格斯关于“最激烈的革命”和“英雄时代”的论断对居住的穴居文明的伟大

贡献，从而展现窑洞的历史渊源。人类经过漫长的进化，历经原始穴居—人

工穴居、半穴居—窑洞民居的各个发展阶段，直到今天。

( 一) 原始穴居

上古人类的居住，抵御风寒雨雪，保护群落生民不受野兽毒虫侵害，防

洪、防湿、防潮、防瘴气是其初衷，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之一。穴居大约始于 50

万年前至 100 万年前，是人类发展史上之一大飞跃。会用火，且会把火种保

存起来，也才有可能在天然岩洞中定居下来。这“天然的石洞”即是原始初

民最早的也是本能的居住选择，仍为“仿兽穴居”。而利用工具凿洞，则是旧

石器时代以后的事了。米脂县山中有一尖形黄土堆，堆底有一洞，名为“貂

蝉洞”，说貂蝉为贫家女，幼时即住在这个洞里。以此命名，是相传吕布为绥

德县人，貂蝉相应地就成了米脂人，民间不是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的说

法么? 这“貂蝉洞”或为天然的水潼洞，或为人工所掘，不是“仿兽穴居”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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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原始的人工穴居。此洞至今仍为牧羊人和田野劳作者避雨的所在。

1929 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洞里发现了更新世中

期，属旧石器时代，距今大约 70 万年的远古人类头盖骨，定名为“北京人”。

北京人基本上具有现代人类的形态，已经把天然岩洞作为定居之所。龙骨

山的顶部洞穴里，发现了距今约 1． 8 万年的人类头骨，定名为“山顶洞人”。

标示的正是这种原始初民本能的穴居选择。1998 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郑州

荥阳催庙乡王宗店村北的半坡上发现一面积达 600 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人

类穴居遗址，出土旧石器约 2 万件，古脊椎动物化石约 2 万件，用火遗址 17

处，其中一处灰烬厚达 3． 5 米，号称“中国第二洞”。这对穴居是最好的

证明。

这一切足以说明窑洞民居的历史渊源和黄土高原有密不可分的天然

联系。

( 二) 人工穴居、半穴居

黄土高原既与人类伴生同长，那么，恰在 100 万年前，黄土高原的黄土已

堆积到相当的厚度，只有裸露的基岩部分有岩洞可供居住，但数量很少。人

工穴居大约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时人的智力和生产力已经达到利用大

型的尖状石器挖掘黄土洞穴的水平。考古学家在蓝田公主岭附近的平梁就

发现了一件利用整块石英岩烁石制成的长 17 厘米、宽 9 厘米的三棱大尖状

器。特别要提及的是，处于黄土高原腹地的黄龙县发现的“黄龙人”头盖骨

以及与此相连带的新石器时代黄龙石斧。“黄龙人”头盖骨在黄龙县有 2 次

发现: 1957 年在杨家坟山的午城黄土和离磺土之间的层面上发现了距今 3

万至 5 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 21 世纪伊始，该县又发现了一具更完整的仍

为距今 3 万至 5 万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经中国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鉴定，均

属于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过渡的一种类型，定名为“黄龙人”。

“黄龙人”头盖骨的发现，对于研究亚洲早期智人向晚期智人过渡提供

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填补了我国人类史上的空白。而恰恰又在黄龙县的米

粮村又于最近发现了新石器时期距今 6000 年以上的一件特大石斧。石斧长

46 米，刃宽 24 厘米，厚 9 厘米，重 10 千克，是目前全国发现的最大石斧。

“黄龙人”和石斧的发现，说明了这样三个问题: 一是早在 3 万年前，原始智

人已经在黄土腹地的陕北生息了; 二是头盖骨又恰恰发现在古黄土即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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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和老黄土即离磺土之间的层面上，而这个层面又是掘穴为居的理想土

层，这说明“智人”已达到了选择土质的智慧水平;三是说明“智人”的后裔繁

衍到 6000 年前，已经能够打磨如此硕大而精美的生产工具了。推测远古人

类很可能就是利用这样的石质尖状器和硕大石斧开挖洞穴的。距今七八千

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发现了多处人类用以居住和藏物的圆形、椭圆

形窑穴和筒形半穴居。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人类已经进入了人工半穴居的居住阶段。人工土穴有和穴居土穴时期

一样的圆形者，亦有发展成为椭圆形、方形、长方形者。

( 三) 窑洞的出现

土穴窑洞式建筑居住形式最早发生在黄河中游、晋陕峡谷两岸的黄土
高原上。距今 5000 ～ 6000 年的仰韶文化、距今约 6000 年的半坡文化为标志

的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的新石器早中期文化，和距今约 4000 年的龙山文化

为标志的父系氏族社会的新石器晚期，黄土高原窑洞不单成为这两种文化

的内容，而且发育得相当成熟———“吕”字形窑洞居室已经出现。黄土高原

南界的西安半坡先民的 45 座居住建筑的主要形式就是方形、圆形的半地穴

式。而在陕北，发掘出的穴居遗址已发展到具有内外两室的“套间”性质，呈
“吕”字形，石板铺地，料礓石粉抹墙，还建有我国最早的壁炉。在山西省石

楼岔沟有仰韶文化穴居遗存，平面呈方圆形，中央有灶，入口处小，已有了门

的雏形。内蒙古凉城园子沟发现了龙山文化早期穴居聚落遗址，其中横穴
28 座，3 间为 1 组，已呈“一明一暗”的“套间”雏形。新石器时代正是恩格斯

所说的从母权走向父权，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激烈的革命之一”，使“一切文

化民族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此也正是以陕北轩辕黄帝陵

为标志的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在这无比伟大的“英雄时代”，其“最激烈的革

命”表现在中华民族居住方面的穴居文明的突飞猛进，也就不足为怪了。先

民们就这样经历了从原始穴居到人工穴居、半穴居，最后酿成了土窑洞的

出现。

结构特点

陕北的窑洞是依山势开凿出来的这样一个拱顶的窑洞。由于黄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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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直立不塌的性质，而拱顶的承重能力又比平顶要好，所以窑洞一般都是

采取拱顶的方式来保证了它的稳固性。陕北取黄土高原土层厚实、地下水

位低的特点，挖窑洞作民居，有冬暖夏凉的优点。窑洞民居可分为地坑式、

沿崖式和土坯式三种。地坑式窑洞在地面挖坑，内三面或四面开凿洞穴居

住，有斜坡道出入;沿崖式窑洞是沿山边及沟边一层一层开凿窑洞; 土坯拱

式窑洞以土坯砌拱后覆土保温。此外还有砖石砌的窑洞式民居。地坑式窑

洞也见于黄土层厚的豫西平原地区，如河南巩县的地坑式窑洞，常常是整个

村庄和街道建在地坪以下，远远望去，只见村庄的树冠和地面的林木。地坑

式窑洞顶上的土地，仍然可以种植庄稼。甘肃东部也有这种地下街道。从

西方环境建筑学家的观点看来，这种地坑式窑洞建筑是完美的不破坏自然

的文明建筑。地下窑洞的组合，仍然保持北方传统四合院的格局，有厨房和

储存粮食的仓库、饮水井和渗水井，以及饲养牲畜的棚栏，形成一个舒适的

地下庭院。在地段的利用、院落的划分、上下层的交通关系、采光通风和排

水方面都有很巧妙的处理方法。

建筑布局

从建筑布局角度可分为靠山式和沿沟式两种类型。

( 1) 靠山式窑洞。它是在黄土坡上，依靠山崖，前面有一定的开阔地箍

建窑洞。因为它要依山靠崖，必然要随等高线布置才更合理，窑洞常常呈现

出曲线或折线排列分布。这种窑洞修建时省工省力，又节约土地，并有良好

的采光优点，还取得了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效果。当然它离公路有一定的

坡度距离，对于人们出入上下搬运物品和饮水会带来不便。

( 2) 沿沟式窑洞。即窑洞修建在河道两旁，大多数在阳面。这也是建筑

学上讲的在冲沟两岸土坡和崖壁基岩上部的黄土层中开挖窑洞。它的优点

是交通方便，饮水便利，可避风沙，本地人称为“水食相连”之地，缺点就是相

对于靠山式窑洞来说，视野不开阔，战乱年代容易受到攻击。

结构和材料

从结构和材料上可分为土窑、接口窑、砖窑、石窑等基本类型。土坯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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