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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地处西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的沿海、沿边地区。汉族、壮族、瑶族、苗族、侗

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等12个世居民族的和谐相处，造

就了百越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交织、交融，形成了异彩

纷呈的建筑形态，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图景，成为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

为保护和传承广西传统民居建筑文化，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开展了广西特色民

居建筑文化研究，从民族村寨聚落的选址、布局、风貌特色和民居建筑文化特点等方面入

手，以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发展聚落和民居为基本目标，梳理前人研究成果，

通过对各民族历史及文化的追溯，从源本中系统地了解聚落及民居的起源、变迁及其价值

所在，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调查和资料收集，结合已出版的各类书籍、文献的成果，从研

究历史文化和建筑风格形成的相互关系出发，总结提炼出传统民居建筑构成要素，秉持保

护、继承和发扬的原则，探索广西古今建筑文化之间的共存及融合，并提出新形势下少数

民族地区民居发展的方向与策略。

通过研究疏理，广西民居聚落与民居建筑特色可以归纳成：壮族民居——骆越干栏，

直坡青瓦；壮锦花窗，穿斗结构；吊脚错落，竹木为墙。瑶族民居——黛瓦缓坡牛角翘，

彩绘祥云格栅窗；歇山粉墙大坡顶，晒台干栏小门窗。苗族民居——飞檐耸立，歇山屋

顶；吊脚曲廊，瓜柱雕饰；格窗花栏，美人靠坐。侗族民居——直坡翘脚，青瓦盖顶；

披檐垂花，架空干廊；木色门窗，组合图形。仫佬族民居——三间四房，七门八窗；正脊



翘脚，金凤和鸣；鱼花丹凤，修饰墙檐；板门彩绘，木栏雕窗；木雕梁架，石刻垛石。

毛南族民居——坐财于上，三七平开；鳌头鸱吻，福纹雕饰；瓦檐调彩，墙端绘意；青砖

花窗，翘楣笼门；排架主构，柱墩基石。京族民居——平坡屋顶，飞檐青瓦；石墙木门，

网格花窗。桂北民居——白墙黛瓦坡屋顶，木色门窗马头墙。滨海民居——镬耳螭龙波浪

纹，洋窗联廊花墙头；石雕拱劵凹凸柱，夯土灰砖青石板。岭南民居——临街骑楼，镬耳

箭头，龙纹飞翘；墙端彩绘，青砖漏窗，笼门巧楣。

《广西特色民居风格研究》丛书的出版，是推进新型广西城镇化的客观要求，是传承

历史文脉、记忆乡愁思绪、推进“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活动的重要举措。希望各级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工程技术人员以出版《广西特色民居风格研究》丛书为契机，在城乡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中，学习借鉴前人经验，进一步传承壮乡农耕文明，彰显乡村桂风壮韵，打造

“乡土味、民族风、升级版”的新型乡村，使之成为我区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型农村建设的

新平台、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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