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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复兴主义：豪萨社区的渐进式设计方法

穆罕默德·阿利尤，胡赛尼·哈鲁纳

尼日利亚 穆比 联邦理工学院建筑系

摘  要：一般来说，所有的建筑都能以令人愉悦的外观吸引人，当被激发出宏伟的气势时，它会令人兴奋，当形式和

细节被组织起来时，它就会被逻辑地定义。一些建筑有礼貌地邀请地方感，并在理智上反映其历史渊源。然而，当

代建筑中的复兴主义演变为对现代主义不良行为的反应。复兴主义在建筑美学领域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文化意义。随后，

建筑理论承认，复兴主义风格讲述了以前的文化，在多种设计模式中，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表达了社会、自然和文化现象。

这种风格有助于重建民间信仰、当地物质价值、文化意义以及地区和国家认同。本研究旨在探讨传统建筑复兴作为

区域进步建筑设计理念的一种途径。该研究以尼日利亚北部豪萨社区为研究范围，并将描述几种复兴主义建筑模型

作为渐进式设计方法。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建筑复兴在豪萨传统建筑领域的意义。因此，研究表明，复兴主义设计方

法为区域建筑符号以及文化认同和设计连续性创造了合适的基础。设计模型对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建筑环境没有任

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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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ly, all architecture can be attractive with pleasant outlook, it is exciting when inspired grandeur, and 
logically defined when form and details are organized. Some architecture politely invites sense of place as well intellectually 
reflecting its historical origin. However, revivalism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evolved as reaction against the ill actions of 
modernism. Revivalism has a special valu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s in the fields of architectural aesthetic. Subsequently, it is 
acknowledged in the architectural theory that revivalist style recounts about the previous culture and in its unique architectural 
style among the multiple design models expresses social, natur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The style has the power to 
regenerate the folks-belief, local physical value, cultural significances, as well as region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This research 
aims to discus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revivalism as an approach to regional progressive architectural design concept. The 
study based its scope within Hausa communities of Northern Nigeria, and will describe several of revivalist architectural 
models as progressive design approach. The paper will further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s of architectural revivalism within the 
realm of Hausa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s such, the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the revivalist design approach creates a suitable 
base for regional architectural symbol as well as cultural identity and design continuity. The design models create no constraint 
to the architectural settings of the northern region in Ni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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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和时间，作为所有建筑发展的起点，在所有的

趋势中都具有可识别的特征，并且在所有的创作活动中

通常都更强。然而，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人发展出了不

同于其他地区定居点的建筑体系。他们的建筑风格体系

定义了民间自然，并包含了文化和宗教信仰。因此，豪

萨传统的建筑风格使他们在尼日利亚其他部落中独树一

帜。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设计特征发生了变化，与

产生了许多西方文化美学元素的外来文化相一致，影响

了已知的豪萨建筑风格，形成了一个具有文化和传统价

值的建筑体系。

建筑不再只是“商品”、“坚固”和“愉悦”，它

已经成为工具，具有明确的文化和传统目的 [15]。因此，

它最能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使其成为社会的产物。如

今，几乎所有的设计师都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大而宽敞的

方式，寻求身份的过程不再是首要任务。然而，设计中

文化价值的再生和重新定义因此在当代实践中具有最大

的意义，因为通过建筑，人们将清楚地注意到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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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并具有良好的“地方感”。

然而，在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社区，在独立之前，

设计特征的平衡得到了部分保持，一些设计的建筑恢复

了豪萨传统建筑的特色，一些殖民地设计采用了过去的

艺术元素，并带有代表真实豪萨建筑的历史符号。突然，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独立后十年）石油繁荣的开始，

同时也伴随着建筑中古典设计的自由展示，产生了一种

新的建筑体系，其表面未定义。由于这种显著的影响，

豪萨社区的规模很大，因此肯定注意到建筑环境的物理

外观发生了显著的区域变化 [2]。许多建筑都采用了普遍

可识别的建筑风格，明确表达了设计的自由。然而，尽

管现代主义设计方法盛行，并在建筑中引入了西方古典

元素，但在 90 年代后期，一些设计师在设计中引入了

复兴主义的思想，重点关注历史上建立的传统和文化建

筑元素。突然，当代建筑被冠以豪萨传统建筑的突出元

素。因此，尽管经济变化、气候、社会和技术影响，专

业设计师仍然积极地拥抱文化，使豪萨人的审美完整性

与当代方法保持对话。

因此，利用理论调查作为生成研究数据的手段，本

文将试图探讨尼日利亚北部豪萨社区建筑复兴的演变和

影响。这项研究将讨论传统复兴主义方法作为在豪萨

传统建筑框架内重新定义文化可持续性重要性的一种手

段的意义。此外，本文将适当地遵循描述性方法来探讨

复兴主义作为当代建筑实践中渐进式设计方法的一种技

术。因此，论文一致认为，建筑复兴主义方法应被视为

重建建筑环境的文化和传统价值的物理因素。

2. 豪萨传统建筑

尼日利亚北部的豪萨人统治着“北纬 3.50 度至东经

11.0 度，北纬 10.50 度至北纬 14.00 度”的地区 [18]。然而，

豪萨一词指的是尼日利亚北部使用豪萨语并拥有重要文

化和社会制度的人。因此，豪萨人主要是穆斯林，他们

的文化和传统使他们在所有创造性活动中达到了更高的

专业化水平。因此，豪萨族的文化和传统逐渐扩展到所

有被同化为语言的种族。因此，这种单一的集体命名可

能是一种相当新的现象，现在它已经被公众接受为尼日

利亚整个北方人的共同身份 [21，1]。

关于北方社区的定居点和传统习俗，豪萨建筑是在

当地可用建筑材料的范围内组织和装饰的，也反映了前

一个时代的创造性工作和宗教姿态 [1，3]。豪萨传统建筑

以其富有创造力的作品而闻名，其外观真诚，具有独特

的组成特点。阿利尤 [1] 表示，豪萨传统建筑应该被视为

对离开该地区的人们的文化价值和传统方式的诠释和表

达。他进一步指出，传统的方法和象征性的构建元素（图

1）是文化思想，或者“甚至是通过从特定的例子中概

括而形成的思想，这些思想也以态度、信念、原则和习

惯的形式从过去推动并帮助塑造上下文”[1]。随后，建

筑的建筑特征和一般物理外观直接表达了他们的起源 [8]。

图 1. 显示豪萨传统建筑来源：[1]。

传统建筑一直是豪萨社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以

描绘豪萨文化设计的不同类型的建筑作为象征 [3]。因此，

住宅和非住宅建筑都具有传统和文化表现形式的特点，

如带肋拱顶的住宅平屋顶（Bakan gizo）。平面图中通

常为矩形或圆形，泥砖墙也布置在围墙庭院内 [6]。墙壁

上还装饰有尖尖的尖塔（Rawani），饰有护墙 [7]。外墙

表面（图 1 和图 2）有时装饰有文化几何图案（Makuba 

plater），也装饰有代表其起源的豪萨创意艺术图案和符

号 [19]。内部空间“以拱顶和桥墩装饰为特色，墙壁、狭缝、

穿孔、拱门和图案的大小和比例各不相同，以吸引观看

者，并使其对室内单元的卓越品质印象深刻”[12]。这套

集体原则是一种明确的表达态度，它实际上重视在气候、

社会经济和地方方式中传承下来的文化和传统，以传达

社会系统 [22，2]。

图 2. 展示了豪萨传统的立面装饰，表面刻有尖塔（赞克瓦

耶）。来源 [12]。

因此，在豪萨社区，传统的家庭建筑比公共建筑更

具工具性，并且明显地与文化和宗教的态度联系在一起。

因此，住宅建筑作为文化和传统的基本象征之一，它们

通常表达豪萨人与定居点传统人物之间的文化关系。建

筑群内部空间形成所附带的文化价值观是建筑身份的一

个因素，它将精神和物质需求置于平衡。传统的住宅建

筑（图 2）是根据用户的需求、传统时尚、文化信仰以

及家庭愿望和总体容量来组织的 [6]。因此，豪萨建筑所

表达的后期文化背景植根于宗教信仰中传承的历史传统

习俗。

3. 豪萨复兴建筑

建筑中的复兴风格逐渐从欧洲思想发展而来，正式

存在的模式是 20 世纪早期社会、传统、文化和物质威

望的重要衡量标准 [14]。这些模型象征着以前文化的主导

地位以及旧的技术设计方法 [9]。“尽管它的流行程度以

及许多定性意义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在不同地区也有

所不同”[1]。因此，“建筑复兴主义”运动没有普遍支

持的规范理论，复兴主义设计师基于旧建筑环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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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认的实践而建立。由于最初的阶级和通常的一般特

征，态度产生了差异 [14，9]。然而，正如在尼日利亚北部

的豪萨社区所称，“建筑复兴风格”通常意味着有意识

地展示历史建筑元素的当代设计，以及对旧设计人物的

一些姿态 [13，14]。因此，该方法是当前纪念设计概念回归

的知识来源之一，对于在建筑形式和结构上创造连续性

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以及对先前存在的感知设计的

回忆都很重要 [1]。

图 3. 显示豪萨复兴建筑来源：[1]。

图 3a 中的设计位于卡诺州，是豪萨定居点的主要

据点之一。设计师理解了复兴风格的意义，他很快抓住

了传统方法和当代实践之间的本质联系。这个概念在“建

筑风格”中创造了某种连续性，而不考虑时间和用途 [5]。

因此，正如著名学者所承认的那样，现代主义者经常强

调时间和建筑环境的细微差别 [14]，但设计（图 3a）不可

避免地保持了环境的不变，长期以来的传统特征也得到

了延续。

事实上，该设计使用了豪萨传统建筑元素的几个重

要特征来展示其起源，例如尖形尖塔（赞克瓦耶）和护

墙上的投影设计，以模仿豪萨传统的横梁样式。也就是

说，传统风格从未消亡，设计师对时间和环境更加敏感。

需要准确使用复兴建筑，以便新旧设计之间存在传

统关系。图 3b 中的设计是位于卡杜纳州的一栋住宅楼，

也是尼日利亚北部的一个主要豪萨社区。该建筑既不是

对传统的创造性社会延伸，也不是对其在意义体系中的

位置的符号平衡的明确表达 [14]。设计中使用的各种代码

似乎适合审美复兴。建筑的特点，如入口门廊上的圆顶

和护墙上的尖尖尖塔（赞克瓦耶），这意味着真正的豪

萨建筑在语言和规模上都符合其背景。该设计不仅回归

了传统时尚，而且采用了区域社会平衡的方式。因此，

合理的建筑必须具有象征性的参考，图 3 中的当代设计

在其外观上更多地是传统设计，对传统梁（Azara）、拱门、

护墙和整个组成特征的模仿在其建筑建议中纯粹是豪萨

风格。这些难以定义的建筑元素令人信服地采用了历史

来源，这也代表了新旧豪萨设计系统之间的象征性联系。

图 4. 显示豪萨复兴建筑来源：[1]。

豪萨传统建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使用了东非传统

和文化上采用的平屋顶，这在大多数当代设计中经常得

到反映。无论建筑的大小和规模如何，这种方法在当代

设计中都非常成功。图 4a 中的设计位于约拉·阿达马

瓦州，是尼日利亚北部已知的豪萨 / 富拉尼定居点之一。

因此，设计师现实地将平顶视为豪萨传统风格的一个元

素，并设法强调而不是破坏其真实品质。设计师非常强

调传统的概念，他按照惯例用尖塔（赞克瓦耶）复兴了

平顶系统，并将建筑描绘为历史的表现。实际上，设计

是一种没有矛盾的单一编码方法，更多的是直接的豪萨

传统复兴风格。类似地，图 4b 中的设计也采用了单一

编码方法，尽管外观简洁。然而，重点是在当代设计和

旧价值观之间建立一种具有本质联系的对话。事实上，

这种创造性思维的理念就是通过复兴主义将构建的语境

恢复其原始意义。更有效的是，图 4 中的这些高贵设计

似乎是豪萨传统建筑在当代外观中的理想形象。

4. 建筑标识

Kheng[15] 表示，在建筑中寻求身份认同的方式不亚

于人类理解其历史遗产的过程，以及阐述其行为和产品，

使精神、文化和传统需求彼此和谐。他进一步指出，因

此，重新定义建筑中的身份在今天的实践中是最重要的，

因为只有通过建筑，人们才能最大限度地理解自己的历

史水平，并对建筑背景有一种清晰感 [15]。因此，“设

计的物理特征以及场所的社会方面是身份建构的中介环

境”[10]。然而，从古代创意作品开始，作为一个文化实

体的豪萨就有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形状像星星，主要

用于传统建筑图 5），可以在建筑和其他传统刺绣项目

中识别其产品。这个符号（达金·阿雷瓦图 5）代表着

所有北方豪萨人的身份，具有传统和文化意义。因此，

在豪萨社区，当代设计中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作

用，并且在整个地区的创作能力中变得如此重要，表达

了长期以来确立的文化技术和传统，而不是普通的设计

文物。文化敏感性在一些豪萨复兴设计中很明显，旨在

表达其建筑特征，并以豪萨风格不可避免的方式与区域

城市结构融合。

图 5. 显示北结或阿雷瓦符号或达金阿雷瓦。

然而，在传统环境中，房子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单元，

而是一个人类崛起的地方，同时也了解他们的建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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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化和传统身份。随后，豪萨的建筑身份在当代设

计中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确认。复兴派设计中最重要的

元素是通过护墙（拉瓦尼）和尖塔（赞克瓦耶）来传达

豪萨人的身份，有时还使用了俗称北方结“阿雷瓦符号”

或“达金阿雷瓦”的文化符号（图 5）。这种方法在图

4a 和 6a 中很明显。图 4a 中的设计位于吉梅塔·阿达马

瓦州，设计师清楚地理解，建筑不仅仅是一种“让人愉

悦的商品”，它最能反映当地的文化环境，其独特之处

在于风景如画。设计师很快使用了北方结（Arewa 符号）

来表示建筑的身份。该设计“代表了一个活的标志性景

观，具有共同的文化身份和地方感，是社区长期积累的

努力产生的”[17]。因此，设计词汇提供了一个关于地域

文化的评论，一目了然。

图 6. 显示豪萨复兴建筑来源：[1]。

类似地，Jencks[14] 指出，如果时间和使用是建筑意

义的关键变量，那么直接复兴就成了一个问题。图 6b

中的设计表达了豪萨建筑身份的抽象反映。从目前来看，

这座建筑符合地区建筑特征，代表了新豪萨风格与以往

传统风格之间的对话，并具有地区建筑特征。事实上，

它是一个具有文化和传统建筑意义的单一编码设计。设

计的理想性质显然是为了将建筑与其当地环境联系起

来。平屋顶、砖石工程和尖塔（赞克瓦耶）的使用使设

计反映了其植根于历史先例的真实身份。

5. 文化连续性

建筑连续性是文化价值共享体系从一代传递到另一

代，是以连续方式传播文化遗产的行为。然而，复兴主

义潮流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在特定地点的社会结构设计

中，文化价值的再生。因此，文化无疑“永远是一种有

形的固定资产”[2]，它最能体现在具有重要经济领域的

建筑项目中。Firzal[11] 给出了一个全面的定义，即“文

化可持续性”（也称为“文化存在”）的概念永远不能

从任何更大的原则中推断出来，因此也永远不能代表任

何更低的道德原则。因为，“人类的改善不仅在于居住

或某种实用舒适，还在于理想的文化建筑环境”[16]，因此，

文化在建筑实践的所有设计阶段都是最持久的。因为，

从起源开始，每个人都将文化视为通过“地方感”获得

的直接技能。然而，在豪萨社区，设计中的文化被视为

社会和物理形式的重要维度。它代表了促进传统的几个

因素，并作为在当代实践中创造身份的一种方式 [23]。

建筑作为建筑产品，总是反映其居民的文化 [20]，大

多数建筑模型中的几个设计元素都受到了文化的影响。

豪萨社区的建筑模型是某些传统态度的表现，也是长期

传承文化的表现。组成部分的组织通常符合经济因素，

并响应社会文化价值。上图中的住宅建筑以源自特定文

化的特定身份而独具特色。设计所附带的文化象征定义

了豪萨人的价值体系和信仰。它不仅包括豪萨人的智力

艺术，还包括共同的社会文化信仰，即房子应该有一个

带女儿墙（拉瓦尼）和尖塔（赞克瓦耶）的平顶。它们

是从具有文化特色的豪萨传统家庭建筑复制而来的杰出

建筑模型。整个复杂而独特的模型展示了文化符号、进

步信仰和文化认同。

图 7. 显示豪萨复兴建筑来源：作者。

建筑实践的可持续性对社区发展的许多层面产生了

严重影响，如社会、艺术、传统、文化、环境和物质因素。

建筑中对当地文化元素和传统遗产的表达涉及采用融入

设计的突出本土特色 [4]。豪萨建筑的建筑风格中文化元

素的表现意味着灵活性和连续性。每个社会都有定义文

化理想的文化信仰、文字和符号 [20]。在当代豪萨建筑中，

常见的设计元素，如圆顶、平顶、尖塔（赞克瓦耶）和

北方结（阿雷瓦符号），起源于“古代类型学”，传统上，

这种类型学是健全的、气候适宜的，在文化上适合所谓

的豪萨社区 [1，2]。所有这些都是“直接源自豪萨文化和

北方地区建筑传统的元素”[4]。然而，设计图 7 是位于

尼日利亚最强豪萨社区卡诺的商业建筑。当代设计诠释

了文化连续性对建筑的显著影响。这座建筑的外观描绘

了文化起源，也标志着社会共享的具有共同价值的社会

文化产物。阿利尤 [4] 指出，该设计与其建筑环境相协调，

因为设施中建筑的规模和组织特征反映了卡诺人的文化

身份。因此，如果建筑表达是一种经常根据过去风格或

建筑技术和概念的特点定义文化活动和材料的语言 [12]，

卡诺的商业建筑在建筑外观上表达了文化连续性。建筑

元素的组成（图 7）反映了理想的豪萨——文化可持续性、

文化认同以及建筑模型中的文化连续性。

6. 结论

建筑总是处于有形和无形物质元素不断变化的状

态。这种变化是由于大量不同因素的混合，如社会、政治、

历史、经济和文化问题在环境项目的各个方面。

显然，研究表明，豪萨复兴建筑是豪萨传统建筑的

当代诠释。而且，在真正意义上，它提供了上下文敏感

性和环境可持续性，并在技术上表达了体现传统和文化

价值的时间和地点的美学语言。大型豪萨社区的设计师

热情地拥抱复兴风格，并结合文化活动，以展示对豪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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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建筑中的实际理解，以及一个地方的理想规范和价

值。更明显的是，在豪萨复兴模型的物理配置中产生的

人物是由个人渴望实现所谓的“地方一致连续性”以及

建筑环境中的情境决定的。

因此，这种文化和传统增长的豪萨复兴主义设计方

法很可能会显著提高豪萨建筑身份的广泛性。尽管如此，

这些当代举措似乎体现了在尼日利亚北部社区越来越广

泛的豪萨当代建筑风格。因此，这一概念产生了许多社

会、文化和环境影响。上述模型标志着地区的增长、文

化的转变，并代表了一种长期确立的建筑正统。因此，

在目前的建筑实践中，豪萨社区的当代设计模式应该融

入后现代运动的双重编码实践，以传达当地环境的文化

和传统概念。这种进步的建筑应该与现有的豪萨模型紧

密相连，或者必须始终在豪萨当代建筑的背景下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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