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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聚落对垂直地带性的空间适应策略

——以傈僳族的立体人居模式为例

俞志飞

工作单位 保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本文站在“主位”空间角度，切入点为垂直地带性生计方式，将傈僳族的立体人居模式作为阿里，选择典型案例——

同乐村，探寻立体人居模式对傈僳族聚落、空间特征所产生的影响，所得结论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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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垂直地带性叠加在自然垂直地带性上，表现的是

人文谱系，包含了各类人文现象，比如：民族、宗教、语言、

聚落与人口等，相比自然垂直地带，复杂度更高。

一、傈僳族的人居环境概况

傈僳族族源归根结底为氐羌系族群，在无数次迁徙后，

分布在当前云南省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两岸河谷坡地区域。

该地区为三江并流区域，所属青藏高原，余脉逐步延伸到濒

海中南半岛，在各类作用下，形成罕见的高山深谷地貌。国

内学者统计分析横断山区相对高差，发现 81.5% 地区相对

高差均大于 1000m，37.6% 地区为 2000-3000m 区域内。山

高谷深复杂地貌被逐步压缩，成了很小的空间尺度，属于显

著垂直地带性特征。人居环境内，海拔高度属于关键指标。

二、傈僳族聚落的立体生计方式

傈僳族民众在澜沧江流域一般由 2-3 处住房，位于“中

海”、“海顶”、“花独海”。满足了不同农业活动者的季

节性居住需求。

“中海”高程为 1800-1950m，地势平坦，位于澜沧江

河谷阶地之上，河谷地带积温较高，地表径流分明，农作条

件较好，一般以种植水稻为主。

“海顶”高程为 2000-2300m，属于中山环境主村寨，

积温适宜，附近虽有有溪水，但是不能应用于灌溉，耕地周

围分布有陡坡，但均为旱地，多种植蔬菜、玉米与核桃等。

“花独海”高程为 3000m 以上，被称之为改善牧场，

积温较低，但地势比较平坦，多以山地畜牧业为主，一般 4

月份开始牧人驱赶牲口到高山牧场，随着温度转暖，逐步朝

高山迁移，九月份朝山下迁移，十月底迁移到村中。

三、传统聚落对垂直地带性的空间适应策略——以傈

僳族的立体人居模式为例

（一）同乐村立体空间特征

同乐村位于云南省迪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枝镇，是

最具代表性，历史最悠久的村寨。如今，以被划分为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其地理位置见下图 1。

图 1    同乐村、达尼诺、布拉村的位置关系

同乐村处于澜沧江东岸，又被称之为同乐行政村，

村 内 人 口 564 人， 住 户 123 户， 属 于 同 乐 大 寨， 也 就 是

上文所述的“海定”。该村位于西南向陡坡上，高程为

2200-2300m 之间，10℃以上，积温为 4100℃，年降雨为

950mml。远远望去，傈僳族民居倚坡而立，高低不齐，

错落有致，统一风格明显。村落所处山坡地势陡峭，坡度

40.0% 以上，村落旁旱地面积较大，并未形成梯田，且无

灌溉设施。旱地农作为粗放性有“薄收”，耕地面积要“广

种”，这也是村落四周大片旱地的原因。同乐村设置两处

公共空间，村中心小广场、村落南方。房屋设置为两层，

一层用以圈养牲畜，一层供人居住，二层划分为大小房建，

与走廊相互连接，小房间侧面开门，大房间为堂屋，走廊

为 L 形，浸透与山墙面形成宽晒台，小小灰空间就是村民

的生活场所。

（二）达尼诺

达尼诺村属于同乐村江边村，位于澜沧江东岸河流阶

地，被称之为“中海”，不行到同乐村需 2h。达尼诺村背

山面水，东高西低，村西为平缓农田，村东边为陡峭山脚，

形成“江—田—村—山”的空间格局。村落高程为 1900-

2000m，10℃以上积温稳定在 4800℃以上，附近水系纵横流

向，长年不断，水热条件较佳。达尼诺村农田为江边水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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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边缓坡，多种植水稻、小麦，粮食产量较高，灌溉水渠

完善。与同乐村的房屋格局不同，该村居民为两层土坯墙瓦

房，下层用以关牲口，上层用于住人。

室内陈设比较简陋，但均设置了火塘，房屋前后均堆

放农具与农作物，村内公共活动较少，达尼诺村比较侧重生

产性意义。近几年，达尼诺村交通环境不断改善，居住村民

人数也逐年递增，与以往临时性住所相对比，居民的生活功

能逐步完善，建筑外观也出现其他特征，文化交流加剧。虽

说如此，村民均比较认同同乐村地位，一般逢年过节或婚丧

嫁娶等大事，均要会同乐村举行，同乐村对村民的心理较为

认同，且对村民的情感价值有重要意义。

（三）布拉村

布拉村位于半山轮歇地，所处中山环境，与同乐村距

离大约 6km，步行大约需要 2h。村址与同乐村相比比较平缓，

坡度为 25.0%，视野较为开阔，背侧设置有溪流。布拉村

有二十余栋木楞房，是村民的临时住所，散布区间为 2600-

2700m，房屋四周为旱作农田，部分可见烧山开垦痕迹。布

拉村 10℃以上，积温降低至 2900℃，种植作物为土豆、油

菜与荞麦等，林下种植有野生菌。布拉村木楞房外观与同乐

村相似，但房屋尺度较小，建筑功能与达尼诺村相似，属于

生产性较强的临时住所。房屋布局较为松散，房屋木栏周围

设置有牲口圈，房屋尺度较小，内部陈设较为简陋，设置有

火塘，农具与杂物堆放在四周，晒台与夹层均可作为储存空

间，生产性相比以上两个村落更加突出。从布拉村往上，为

3000m 高程的中高山牧场，也就是“花独海”，牧场并不是

非固定居民点，可供少数牧人歇息。牧场附近植被多为森林、

草甸等，每年 5 月会安排 1-2 人集中看管全村牛羊，10 月

份下山回村。

四、立体人居模式的成因

傈僳族立体人居模式成因可归纳为可能性、选择性与

限制性。

傈僳族聚居在白马雪山南段西坡，从山顶向山麓气候

依次为北温带、中温带、南温带、北亚热带，属于典型的垂

直气候地带性，为立体人居模式提供了可能。

横断山系由地球内营力造成的大型褶皱山系，山体表

面常年受到冰川与河流的侵蚀，内外营力不断叠加，导致山

体本身呈现出异常崎岖、陡峭的地标特征。傈僳族民众在此

生存很难开展生产，只能在遥远高度找寻适宜的生存空间，

地表环境为立体人居模式产生了限制。

垂直地带性影响比较广泛，地貌、植被与土壤各不相同。

江边“中海”多选址在阶地、洪积扇，地势平缓且植被多为

灌丛草木，利用性较强，但数量较少，适合河谷耕种的空间

较少。山腰“海顶”与半山轮歇位于构造地貌，进而形成了

新生代褶皱山带。这一地形特点为高褶皱较大，且起伏较大，

多以森林植被为主，虽说面积可利用性较大，但粗放的旱地

农耕产量较少，投入也较少，可作为最佳选择。同时，聚落

空间得以主动调适以适应环境，如同乐村与陡坡的关系；接

近山顶的“花独海”因部分冰蚀作用与夷平作用而相对平缓，

多高山草甸适宜放牧。另一方面，傈僳族有悠久的游耕传统，

这种古老的生计方式本身就需要大尺度的物理空间，垂直地

带性带来的多种气候、地貌、植被等要素被“浓缩”至游耕

的接纳范围内，在此意义上，大尺度空间的定居策略可视为

游耕与完全定居之间的过渡型，生计方式的历史痕迹仍然可

寻。在此过程中，傈僳族形成应对生存环境的物质文化，并

在代际积累中将其逐渐社会化与制度化，形成较为完善的社

群文化。即垂直地带性的复杂效应与文化传统的叠加为立体

人居模式提供了选择性。

结论

本文站在垂直地带性对生计方式限定角度，阐述傈僳

族聚落、居住空间特点及影响因素，获得以下结论：

 i1 j 垂直地带性通过生计方式，在山地复杂地理环境内，

发挥中介作用，对聚落空间产生深刻影响。人居住环境面临

问题在于“何以为生”。复杂的地理环境内，生计方式借助

垂直地带性，将其转移成为人居环境，对聚落空间产生深刻

影响。

 i2 j 傈僳族聚落属于典型的垂直地带性生计适应，可发

展为一套与之匹配的立体人居模式。

 i3 j 聚落空间垂直地带性特征本身是复杂的人居模式，

聚居行为应调节、适应外界，蕴含着丰富的山地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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