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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居对现代绿色建筑应用的启示①

——以黔东南苗族建筑为例

任达富② 韦  翔③

（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现代建筑出现了资源浪费、产生大量建筑垃圾、审美疲劳、中国传统民居
的建筑文化流失等问题，其次对绿色建筑内涵进行了定义以及分析了黔东南传统民居特征，最后以绿
色决策、绿色设计、绿色施工以及绿色运营与拆除四个阶段进行分析，旨在对黔东南地区绿色建筑的
推广与应用提出建议，实现黔东南苗族传统民居建筑文化传承与发展，从而达到真正的“绿色建筑”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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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研究意义
随着中国建筑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

式发生了很大改变，现代建筑部分采用钢筋混
凝土结构而放弃了传统民居，虽然现代建筑
具有强度高、稳定好、施工快等优点，但同
时也带了资源浪费以及拆除遗留大量建筑垃圾
等问题，与现在国家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
思想不相符。为了更好促进人、自然与建筑的
和谐发展，“绿色建筑”推广与应用具有重要
意义。当然，目前人们对“绿色建筑”认知部
分还停留在其表面，而没有去体会其深层次的
内涵。传统民居是我国祖先数千年积累的实
践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现代“绿色建筑”
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而我国建筑文化博大
精深，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特点，不能一味照
搬。因此，本文以黔东南苗族传统民居为研究
对象，取其精华，将黔东南苗族传统民居与
“绿色建筑”相融合，旨在使我国建筑行业可
持续发展以及传承和发展黔东南苗族传统民
居建筑文化，从而实现真正的“绿色建筑” 
效果。

2 现代建筑存在的问题
由于现代建筑快速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自然与建筑
之间的平衡。主要问题如下：

（1）资源浪费、产生大量建筑垃圾。由于
建筑行业不断发展，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产生了乱
建、乱批等现象，这些建筑消耗资源量大，部分
开发商大量征地和砍伐森林，对生态破坏严重，

甚至有些不合格工程还要推倒重建，不仅造成了
资源的浪费还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

（2）产生审美疲劳。部分建筑为了快速建
设，形成了“批量生产”，造成了建筑千篇一
律，使人们对建筑分辨度不高，并且钢筋混凝土
建筑给人产生了“冷冰冰”的感觉，失去了建筑
的美感，失去了城市的标志。

（3）中国传统民居的建筑文化流失。有的人
认为传统民居对现代人来说已经过时了，传统的
技术和材料已经与现代民居不匹配了，甚至盲目
追求西方建筑文化，而失去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建
筑文化。

3 绿色建筑的内涵
首次提出“绿色建筑”的概念是在1992年

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之后大量学者对
其进行了研究。早期学者们集中在“结果”和
“过程”两大类说法上，张元瑞等认为绿色建
筑是一种最大限度的节地、节能、节材、节水
的建筑体系[2]。黄献明等认为绿色建筑是可持续
的，应用于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3]。也有将两种思
想相结合的，朱涛认为绿色建筑是可持续发展，
最终回归大自然的建筑[4]。《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 50378—2019）对其进行了定义：绿色建筑
指在全寿命周期内，既要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
染等，又要满足人们健康、适用的要求，最大限
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5]。因此，本文
运用此定义进行分析，将绿色建筑划分为绿色决
策、绿色设计、绿色施工、绿色运营与拆除四个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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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黔东南传统民居特征分析
黔东南州位于贵州省的东南部，历史悠久，

苗族文化浓郁，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江千户苗
寨，除此之外还有如乌羊麻苗寨、朗德苗寨、岜
沙苗寨等。虽然每个苗寨在空间布局、结构功能
方面存在一些区别，但还是可以提炼出很多共 
性特征。

4.1 选址方面
黔东南民居在选址上体现出“天人合一”

的思想，苗族人民为了在恶劣环境下生存，选择
在山脚、山腰以及山顶安居，民居布局为依山而
建，错落有致，背靠着山，前方采光开阔，既满
足军事防御功能又满足生活之需。

4.2 开间布局方面
黔东南民居建筑群体形状无固定形状，通常

较为松散，这种形式不但可以自由向外扩展，又
可以向内聚集，地形的大小和条件等因素决定了
每个苗族民居布局都不一样。黔东南民居部分是
单数的开间，每个房间的开间为3.0～3.6m，进深
为3.0～3.6m；一般为三开间；少数“大户人家”
也会采用五开间。由于民居二层或二层以上挑
出，形成栏杆与走廊，这样的结构布局利于建筑
的通风，甚至有的栏杆走廊带有花纹雕刻，独具
苗族民族特色。

4.3 营造方面
黔东南民居最常见的形式为吊脚楼，一般

有全吊脚楼和半吊脚楼。它的形式主要是建筑一
部分架空，另一部分搭设在山地上，利用高山地
形扩大使用空间，修建时，只需将山表土削去就
能得到理想的地基，能节约土石方面的开挖工程
量，是一种比较经济合理的营造方式。这种方式
节约了土地，还扩大了建筑使用面积。同时，这
种民居架空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防水、隔水的
作用，夏季通风较好，冬季保暖功能较好。另外，
在整个建造过程中不使用五金件，主要使用榫卯方
式固定木构件，使建筑结构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4.4 建筑功能方面
黔东南民居通常为三层，每一层功能分区都

不同。居民一般将架空层用于饲养家畜以及堆放
杂物，第二层主要是家庭的生活区，居民休息、
生活都在该层。第三层通常为阁楼。阁楼通风较
好，一般用来存放粮食和杂物，有些会有几个卧
室。这样每层都有各自功能，可以把居住和饲养
区域分开，体现了功能分区。

4.5 建筑材料方面
黔东南民居就地取材，选取当地天然的建筑

材料。最常用的建筑材料就是木材、石材和小青
瓦，木材常采用杉木。这种木材具有良好的力学
性能，节能环保，还可以循环使用。石材为当地

的卵石、毛石等，可以从河滩上采集或者人工开
采，这些石材主要用于民居的基础建设，经久耐
用。黔东南民居的屋顶材料主要使用的是小青瓦
（最初经济条件较差的民居屋面材料采用杉木皮
或茅草）。小青瓦不仅具有防水和耐久性，还具
有一定的装饰效果和文化韵味。

5 传统民居对绿色建筑应用分析
5.1 绿色决策
在决策阶段建筑选址非常重要。从苗族人民

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最初对建筑用地的
选址要求是军事防御和不占用耕地，因此我们所
见到的部分苗族民居都修建于“山坡”上，见图
1。这种最原始的使用需求，使苗族民居在选址
时不占用耕地、依山而建、因地制宜，最大限度
地减少了对建筑地基的处理，从而实现了人、建
筑、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

图1 选址布局
5.2 绿色设计
设计阶段是设计师对建筑的整体构想，主要

体现在建筑空间形态以及建筑材料的选择方面。
（1）建筑空间形态。在黔东南地区，建筑

的营造在民间有一句传言——占天不占地，而苗
族吊脚楼正印证了这一传统民居的营造方式。苗
族吊脚楼属于干栏式建筑中的一种，但建筑的整
体空间呈“倒金字塔”形状（如图2），上大下
小，充分利用建筑上部空间供人们居住使用，不
仅可以良好采光通风，还可以减少潮气对人们的
影响，从而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建筑
下部空间的设计主要是根据地基的具体情况而
定，有的只有一层，有的还会出现吊层（负一
层）。总体建筑下部空间比上部空间小，下部仅
供人们日常的生活起居和圈养家畜。苗族建筑大
多都在两层左右，总体高度较小，一般不超过
10m，建筑整体荷载较小，而大多建筑是依山而
建，地基有着良好的排水透水作用，因此，对地
基的处理要求并不高，可以较大幅度减小基础的
建设费用，同时地基良好的排水透水作用可以延
长基础的使用寿命。这种“依山而建，占天不占
地”的营造理念，不仅能让人们的住所最大限
度地适应自然环境，同时较小的建筑地基可以
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对自然的破坏并达到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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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目的，充分地体现出人与自然谐共生的 
理念。

图2 建筑立面
（2）建筑材料。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苗族民

居主要使用的建筑材料有木材、石材和黏土烧制
的瓦。建筑的地基和基础都是由天然石材砌筑而
成的，而地基往往都在坡度较陡的山地上。砌筑
地基的石材之间会形成无数的自然缝隙，恰恰起
到“漏水透气”的作用，使地基长久保持干燥而
不被雨水侵蚀而出现沉降变形，从而延长地基和
基础的使用寿命。建筑的主体材料是天然木材，
主要有松木、杉木和柏木等，材料的来源是就地
取材，因各地盛产的树木品种不同，所以木材的
选择会有一定的差异。由于木材材质较轻，整体
力学性能相对较好，同时具有良好的吸湿、透气
和良好的热工性能。因此，不仅可以大大减小运
输成本，同时还可以起到自然调节室内环境的作
用，从而提供一个良好的适合人类居住的舒适空
间。传统的屋面瓦材由黏土烧制而成，对土地资
源和环境都带来很大的破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
科学的进步，今天我们已经研制出绿色环保的机
制瓦材，可以取代传统的烧制黏土瓦，从而实现
经济环保的目的[5]。

5.3 绿色施工
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建筑营造过程受传统文化

的影响，相对有些复杂，除建筑的选址、伐木、
上梁等每个过程节点日期都有一定的讲究外，还
要进行一系列的祭祀仪式等活动。但从建造的本
身而言，其建造方式却较为简单。黔东南地区的
苗族建筑基本都以木材为主，建筑形式大多为穿
斗式、抬梁式或两者的结合，没有具体的设计图
纸，主要是根据“长墨师”的经验决定，因此不
同的“长墨师”设计的建筑有一定的差异，大到
建筑的整体尺寸，小到柱子、枋、檩、椽、墙板
等，但建筑的形制和修建过程都大同小异。无论
是远古时代还是当下，黔东南地区苗族建筑的修
建，从伐木到木材的加工，再到房屋的搭建，部
分都是靠人力完成，对能源的消耗相对其他结构

的建筑要小得多，特别是在水的使用上，几乎是
零用水。在建造过程中的木构件建造错误了还可
以回收利用，几乎没有材料浪费，因此，传统
民居建筑的建设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绿色施工的 
过程。

5.4 绿色运营与拆除
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建筑基本上都由木材建

造，木材具有优美的纹理以及亲和的质感，除建
筑本身结构和构造需求外，没有其余的装饰装
修，建筑本身就有极好的装饰效果，给人美观大
方、典雅亲和的感觉。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我们
利用科学技术可以改善木材的防火、防蛀、防腐
性能，从而提高建筑的使用寿命。根据现存的木
建筑可以发现，至今保留完好的最长的有上千年
时间，超过四百年的传统民居也大有所在。根据
实地调研，黔东南地区对苗族建筑维护最古老的
方法就是在建筑表面刷一遍桐油，或者刷一道清
漆，建造后就不再处理，大大降低建筑的后期维
护费用。由建筑的结构形式决定，木建筑的每一
个构件都是容易更替的构件，因此在使用中破坏
掉了还可以及时更换，不会影响建筑的安全和使
用功能，从而提高建筑的使用寿命。另外，若建
筑进行拆除，拆除方便、容易，并且拆除后的构
件也可以回收再利用。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建筑从建筑的

选址到设计、施工以及使用维护和拆除，处处都
体现着节约用地、节约用水、节约用能、节约用
材、因地制宜，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
念，同时符合绿色建筑的“四节一环保”要求。
因此，将传统民居与对绿色建筑理念相融合，对
今后现代绿色建筑的推广与应用研究有着极其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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