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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房:古老商现代的生存空间

陈瞿生

西量最芋常容易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雪域高原的-切

都具有神路的色彰，自然风靖、人文景观、寺庙民居

都以→种强特的方式表现了一?民族的个性。

与西藏其它前文化形态 J样，民居也寓于极其复杂的

自然环撞和社会环境的空间之中，确房件为人与环t主捂坠

的空间，极好地反映了人和自费、社会的关系。出坡下、 E

野内、平坝上掩映的村落中相互承接着幢幢哥哥房，象-座

座稳固的城堡。军顶上事在动的五色布条就如一面面寻豆豆变为

凝重的确房增加了跃动的生凯 ε 确房以→持古朴的美感悔

造了斗争高历史的图画，启发了人们远古的遐营、 3

据考古资料，西藏四千年前的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已

经有了丰富的建筑遗存。在发握的 28 座房崖基址中.就存

匮形房、半地穴窍、地面房兰科类型，舅屋内有烧娃、台

哥、自墙等生活设施.而基垃选择、结构持造、性濡基础、

商墙技术、地坪防潮等亦表明这一时期的民居已具育较高

的建筑水准。

建筑凝聚了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最高的文化创造.因为

人们总是刻意地为自身营造一个适应自费和社会环境的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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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空肉，并使这一空间成为精神的物质化体现。

建筑对于藏族人来说，不论古今都不乏许多谊得称道

的杰作。

民居是最大众化的一种建筑。几乎可以说在任何一个

民族中民居都难以和宫殿、寺庙相提并论而成为~族建筑

的经典，自是它在民族建筑中却有着宫殿和寺店无法替代

的地位。

民居作为社会历史的活化石，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过

程中社会生活的方万亩面。它作为→种文化的积淀.不仅

仅表现一个民族的生洁空前，更重要的是表现一种生活方

式和与这种生洁方式相关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彭态。卡若新

石器时代建筑遗址叠压了一千年左右的发展过程，象其它

民族黑窍建筑的发展一样，藏族民居在基本成型以后，在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一个突变性的发展.因为民居

的成型受制于地理环境、建筑材料、建筑技术、 E毛俗风情、

生活习慢等因素，前这些因素又常常是不易变化的传统形

态。寺庙建筑受政敦的起伏或变迁而有所改珉，民居则基

本上不受其影响.它以相对的稳定性而表现某些亘古不变

的传统，因此它具有化石般的认知作用。

西藏有 120 万子方公里的辽阔面积，也有数千年文明

的发展历史;有世界上摄辑:为屋脊曲峰巅，也有世界上著

名河流的漂头;有→望无嚣的牧区，也有万山阻隔的雪域;

杳气接温和、资摞丰富的森林;也有变化无常、寸草不生

的禁地寻有熙熙攘攘的集镇南市，也有人迹罕至的无人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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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z ……西藏正是以其独特的多样性雨表现→个民族超常

的体质抗能、生存能力季口创造智慧，民居就是其中最直现

的表理。

西藏击居的形式阳结构与特定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使

条件密坊相关。从大的地窍，区域上看，藏东南地区有「栏

式建筑b也有士生居式建筑。这一带的林区员IJ 由于木材较多

商盛行板屋 c 藏北的较区民波动的生活方式其生所以'*窍

为主。但作为藏族最具代表性的民嚣还是至IJ 赴可见的..萌

房"建筑 c

西藏的"哥哥房"一殷为石木结构.外形方正端庄.风

格古朴植矿。墙体内i 上收缩，具有较稳、国的视觉感受。白'

叙 llJ r百建者，内坡仍为垂直。墙体 A般为石向层方子J

叠压斗三碎薄石.其!可以泥，合建 U 也有板筑扫雷音。明浮JE

一最为两层结构，以往来计算 i司数。底层是牲畜和锚穰房.

珩以鸣般楼罢较f段。主层是人的起居场所.包括堂屋、在!、

军、经堂、厨窍、错萤室、楼禅i可等。如果弯三层.第二

层~-般作经堂和晤台之 ffl. 厮所挑出墙外。

确房的结构可以分为墙体承重、柱网承重和墙宁主;自台

承重三手中。建筑平面有方形、国司兰、八角、十二角等影式、

但以方形为多。在建筑掏造上.梁租柱不直接祀连.柱头

上平搞短斗，短斗上掏长斗.长斗.1.幢大梁. j:I哥大梁的

端在长斗上自然相接。梁上铺设擦条，穰条 L耳铺术院.然

后捶筑阿嘎土(1) 1故成楼国或屋菌。这就是《唐书·哇蔷传

中研记的"屋皆平顶"也是西藏民理最显著的一个特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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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屋原因爵的墙上还要加砌女儿墙，再在女儿墙上先

后嬉短木和长条木，然后铺一层薄片石，最后在上面撞打

斗层 F吁嘎士。

萌房的门有单开和双开两种，但n小窗少。这种格局

虽然影嘀采克和空气谊通，但却能效地黯锦冬天的寒冷和

风沙 c 基于这样的实扉功利，在建造时选择的朝向军可能

辑i苔，同时采取缩垣进深、加大开|泻的内部结构，以便于

采光和保温 O 另外还有的在茹外墙的门运设隔墙，既可以

避风沙，又免得客人采访 A跟就看去正窍内的」切。

西蔬民用比较注重对门的装饰.日喀则地区定自县的

民居正是以真姐特的门的装饰百显示了这一地区民唐的特

点 3 走 H 民居n榻的上万都砌有一个塔?在的装饰体，下富

有i院墙剖墙檐相接G 最顶上放置一块白色的房石雹如同一

个塔尖。塔 )~f本的左右两侧分到涂育土红色和黑色的色士是

两色相交的中间和门嚣的七方均留空一条宽宽的白条.在

的家在就在这门捕仁方的白条苦娃放青:一排白色的那右。

门全部带J iJ支黑色-"二万的中扣] J吾白色画月亮，用土红色 l函

支IíR c 门的两仰!及门梧 t:均涂有一条约一尺宽的黑色*带.

如此整个门战如同 A庄造型租矿的佛塔，立在瞬舅子围的

比照 F不住使建筑整体造皇上产生了变生，同时还因为这

件时比更国突出了院门。黠此之外.有的地方还在门榻的

i三万设-毫. l :þ I可供奉玛 fÊ.石或其它神物。还有的地方在

门帽的 tJr放置牛头，以示避鄂。

藏族的民居一般都有较大的院 f.并有高高的院墙。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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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民居的院子实际上是一个多功能的场所，织道毒、卡垫

或制作金银制品、陶器等于工艺作坊一般都在院中。

藏族人在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尽其可能营造一个舒适

的生洁空碍，在建筑中不管是内在的结持或施用的建筑材

抖，还是外在的形式或给予的装捕，者5体现了实用的基本

原慰。如将牛粪有规律地放在墙壁 t玩起到了晾F的作用.

又减少了室内储藏的空间， r可时还为单 A的二七墙增加了一

点对比的色彩。阿里普三县的民弱则将冬天作为燃料的树

接放在院墙或磷房女儿墙的上边，同样可以起到晾干、减

少错穰空间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战少雨水对墙体的冲击.爵

王tf 民居装Í'Ýfî咬的作用.部和寺;自或宫酸的边玛墙门完全

相{泣。

尽管在普通的帽白内司能向为采走不足而光线暗淡‘

四为取暖烧í1lZ1可悟雾缭绕， {f3.是费族人没有因此而放弃对

自己住陆的装饰， ~~表示爱雯的墨宝 c 作为主 Ij~装饰品常

地的是在墙的上方以槽~J防涂结吉详图案.过样既走达了

A种心理愿望，又美 i七 (J黑色的墙匾。现在日喀则地区主

自县的有些民!舌，则以在色粉主绘幸iJ .使这持原始、扑素

的民|同美术影式士曾;在了 JU干现代色影。还有·手中月2式是在

客厅的内哇函莲、绿、红三条色带.以寓意蓝天、 1工主tl! 和

大海。

藏族民居的建筑装饰完全取决于经济条件‘富者可以

黠梁画栋，贫者亦可以暂{il罚如。可不同的地方.建筑装

饰的部位与方法也不尽相同，这对于民居的室外装i市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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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明显。以自喀则地区来说，有的捷方在门上绘制自月等

吉挥自案，而有的地方翔在门上悬挂风马旗或其它印有寓

意避邪围象的布匾。在日喀则地区一个名为"甲瓦"的村

手里，几乎每一户人家都在门两制的院墙上画有用以避邪

的巨大的揭子自象山，其造型简洁粗矿，气势威武如同守

门的E士，这种具有票结崇拜，丘理的建筑装饰艺术虽然其

主旨不是fJ-r 美现而装饰，但是实际的效果却也造就了

种具有地方特点的建筑装悔形式。西藏民居的院墙一般薛

为臼色，但是萨迦县城属国的民居则周身涂上深蓝灰色，罢IJ

具一种风味e 萨迦民居的墙檐津有白色的条带.每'建筑

都有 JL处在这白色的条带上涂相同宽度的土红色和深蓝灰

色的色带，两者之;可空白色。 在建筑主体或皖墙的直角转

弯处以及较宽的墙面仁，还自上前n，-地用土红色和归色画

出色带 c这是标识这-地区所信悔的是嗦~~麻教中的萨迦振 c

这种表达宗教摞别的建筑装饰号式在日喀则选区的其它地

方以至阿里地区的日士县，却表现为在台色的院墙 i二以黑

色(或深灰色)和士红色在鼻子四周的墙檐下画出平轩的

色带。还有的撞万只是在墙檐下画一条黑色的色带再在黑

色的色带 F搞一段距离画'定长度(约-.-尺左右)的Loj墙

檐黑色带相垂直的土红色和黑色的色带.两色带之!可望宅兰

和色带相同主度的白;菇。这种窒向的短色苦-般画;在 -00

墙的中间或窗户的上岳。还有的地方只是以土红色在窍檐

和门、?好的两边画上色带 c 西戴德多地区都有在门的两制

法主黑色的习俗，这种装饰和窗户横梁上的一条影拉开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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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外鲜明夺目。昌都芒康的民屠不仅建筑规模比其

, 它地方大，而且外墙和门窗富于影绘装倍，远看如同王宫

而显示不同寻常的气势。

~ 

西藏的民窟比之真它民族的民居更具有宗教的色彰，

不管是建筑自身，还是室内外的装饰都是如此。在拉萨和

日喀则地区，经常可以看到在民居门前的地上或墨顶上用

白色的色轴面出的目月、"rI:"字等被林为"雍仲"的吉祥

图案。它们虽要在与建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真理念却与

建筑紧密相连。类似这样的带有原始崇拜理念的建筑装饰

还有许多，如臼喀赔地区民居之中的"鲁扎"就是典型的

代表。"鲁扎"是一种供奉形式。它设置在民居的储撞室内，

一鼓选择在一个墙角的上方支一块木载，上uff供奉牛角和

盛有粮食、绸缎以及金银珠宝的酶罐，其上放置当年收割

的新成熟的青裸，木板的下面贴一张从酣近寺店买来的印

有吉祥图案的画，以此祈求丰收、吉祥租表示富有。

另外，在西藏民署的房顶上一般都插有搓着蓝、白、红、

黄、绿五色布条的树枝，这种在藏语中称为"塔觉"的装

饰品，虽然也和建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作为一种民

俗又与建筑有着必然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确房建囊不可

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也是西蘸民居最具民族特征的建

筑装饰。在藏族人的宗教色罪现里，蓝色表示天，自色代

表云，红色寓意犬，黄色象征土，绿色意味水，以此来传

达吉祥的愿望。阿里地区普兰县民居的屋顶与这种意味相

关的装饰，则是在民角树木杆，再用绳索将木轩相连，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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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I二系有无数的五色布块。

民居作为一个单体的建筑，尽管自身已经麦1ìJ3了建筑

学仁的许多!可题. f旦是它却无法税离周围的环境，哥哥这种

与环境的关系又正是建筑学上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世界主的许多民族都是以宗族或贸易的形态来意成聚落副

产生城市去封镇，但是西藏最有代表性的聚落方式如是宗

教衰落。在宗教影响人们生洁各个方噩的西藏.陪谓的宗

教聚落也为西藏民居的发展和形或拉特能民族特色发挥了

一定的作用，一些大的自然村实际七就是 4个宗教聚落的

产物 3 这种宗教聚落决定了社会组织方式和人亏人之间的

关系，是丸子年来推动藏民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守

鹿和民居共同发展， f吏寺庙成了村寨的自束中心.民居也

得到相应的建设。如拉萨大昭寺胃爵的八角街民居群，就

是围绕着大黯寺雨逐步发票起来的，它延续发展的历史和

现今的理模都可[:J 作为这种宗教粟落的代表。八角街 t绝

大多数民居的重门者在朝向大昭寺，表示了屋主人时佛的虔

诚和向往.同时也方便转经朝佛。间里地区普兰县科加寺

!萄围的科加乡也是如此。它们反映了手J!I式寺 j苗和民居的

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越是靠近寺庙的地方民居越是密集，

这些离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统」的规如，布局的随意

性使民居之前影或自号街道构造了一处天然的迷宫。如科加

乡的民居在建筑时就已经考虑费交通，有些房罩的底层宙

空出梧当的空间作为人畜行走的通途，无疑这种完全适在

寺庙商建筑的民居自然就在外形和结将上区黯于一般的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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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建筑。而又J子依山式寺庙，民主写一般都选址于寺庙下菌

的出坡上并向两边发展，阿里地区吕主县的老域民居就是

如此。

西藏民居有着建筑学上的价值和文让人类学上的意

义。属房一二二作为悠久的文化传挠在当代的表现.正悄然

地发生窍历史的变革，在传统朝现代之间，新的环境之下

的创造力正为确房创造→一个时代的空间。

?玉 z

(1)何嘎土是一样自然开3 R<.约半石灰化 τ 的石灰混合粘土司藏族

人从山上挖回来;re碎以后、平镜和水长对间的摇打 c 整个棒打 f弯。圭土

约过程充满丁歌声，实际上劳动是在有节奏怜歌舞中进行的。根据也

积的大小决定参加劳动人数约多少，大家一字排开，暖着歌舞约节奏

药不断变化纵横的队刊、之为丁使每个地方都位够捶打到， ;j垂打好忍

约阿嘎土屋面或地面上还要涂抹酥油或徐树汗.这样干后坚攻击PÀ二.

平涛同或鸡。

(2) 西藏寺庙或穹数约女儿渝的外侧，屑一未来以牛?支条招绑 ú~

陈子的灌木棒和F堆成精休，其土7以本钉副主乏，它们被非I1支深椅红

色。这种特殊的材质，主垂着有毛茸茸约感觉而显其高贵。

(3) 还有苟地才，当屋主人家里发生丁某种被认为不吉祥的事

情，而可能在做梦对梦见一种与运份不吉祥的事情极关的异善.屋主

人就会在梦中异兽出现的某一才位的吃楼上用土红色画出运-异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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