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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改造策略与设计研究 
曾维湘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怀化  418000 

摘  要：本文基于通道侗族传统老建筑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探讨了传统老建筑改造的策略和设计研究。首先分析了当前传统老建筑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提出了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提升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等改造策略。然后，通过分析传统老建筑的建筑

特点和设计语言，提出了具有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设计方案，结合改造策略和传统文化特点，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和保护传统文化的要求。

最后，总结了研究成果，强调了传统老建筑改造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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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侗族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其传统老建筑是其文化

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人们生活方式

的改变，传统老建筑面临着严重的破坏和消失的风险。为了保护和

继承传统文化，同时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对传统老建筑进行改造成

为必要和重要的任务。本文旨在探讨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改造的策

略和设计研究，以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研究背景 

（一）通道侗族传统老建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通道侗族传统老建筑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

它是通道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文化

遗产之一。通道侗族是侗族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和湖南

省的边境地区。侗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

元前 2000 年左右。 

通道侗寨是通道侗族的传统居住地，其居民以农业为主，以水

稻种植和养殖为主要生计。通道侗寨的建筑风格独特，以木结构为

主，采用砖木结合的建筑方式，建筑形态多样，包括高脚楼、板房、

堡楼等。其建筑特点包括：建筑材料选用当地的竹子、木材等天然

材料，建筑结构紧凑、坚固，能够抵御风雨、地震等自然灾害；建

筑外观色彩鲜艳、线条流畅，装饰丰富多彩，反映了侗族的文化和

艺术特点。 

通道侗族的文化也十分丰富多彩，包括语言、宗教、习俗、音

乐、舞蹈等方面。侗族的传统信仰是“木鱼教”，其宗教活动和节

日庆典非常盛行。同时，侗族也有独特的音乐和舞蹈文化，如“侗

族大歌”、“侗族芦笙”等，这些文化元素也体现在通道侗寨的建筑

和装饰中。 

通道侗族传统老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它是通道侗

族人民长期实践和不断探索的结果。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通道侗

寨的建筑不仅是人们的居所，也是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的重要场

所。通道侗寨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技术不断发展和演变，形成了独特

的建筑文化。然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传

统老建筑面临着严重的破坏和消失的风险，因此保护和传承通道侗

族传统老建筑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通道侗族传统老建筑是中国南方地区的一种独特建筑形

式，它是通道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

文化遗产之一。通道侗族传统老建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多彩，

其保护和传承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传统老建筑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1. 建筑老化和损坏：许多传统老建筑已经存在几百年的历史，

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建筑结构已经老化和损坏，需要

进行维修和改造。 

2. 建筑安全问题：传统老建筑的结构和材料不如现代建筑坚固

和耐久，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的影响，存在安全隐患。 

3. 环境污染和破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传统老建筑所处

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其周围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也会对建筑本身造

成影响。 

4. 文化价值的丧失：传统老建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它承

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传统老建筑被

拆除或改造，导致其文化价值的丧失。 

5. 现代化需求的不适应：传统老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无法满足

现代生活的需求，如卫生、通风、采光等问题。 

总之，传统老建筑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多方面的，需要采取综

合性的措施来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同时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 

（三）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 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是通道侗族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对传统老

建筑进行改造，可以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遗产，让其历史和文化价

值得以延续。 

2. 提升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传统老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无法

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如卫生、通风、采光等问题。对传统老建筑

进行改造，可以提升其功能和舒适性，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 

3.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是一个重要的旅游

资源，对其进行改造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生

活水平。 

4.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传统老建筑改造可以激发文化创意

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融合，提高文化产业的附加

值和竞争力。 

5. 保护生态环境：传统老建筑的建造材料多为天然材料，对环

境的影响较小。对传统老建筑进行改造，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保护生态环境。 

总之，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体现在保护

和传承文化遗产、提升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 

二、改造策略及实际应用和效果 

（一）通道侗族传统老建筑的改造策略 

1.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在传统老建筑改造过程中，需要注重

保护和继承传统文化，保留原有的建筑形态和文化元素，如建筑结

构、装饰图案、彩绘等。同时，可以在改造中加入一些现代化的元

素，使传统老建筑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2.提升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传统老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无法

满足现代生活的需求，如卫生、通风、采光等问题。在改造过程中，

需要注重提升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如改善室内通风、采光、卫生

等条件，增加卫生间、厨房等现代设施。 

3.保护建筑的安全性：传统老建筑的结构和材料不如现代建筑，

容易发生安全问题。在改造过程中，需要注重加强建筑的安全性，

如加固结构、更换老旧材料、增加防火设施等。 

4.节能环保：传统老建筑的节能环保意识较低，如采光不足、

保温性能差等。在改造过程中，需要注重提高建筑的节能环保性能，

如增加保温材料、改善采光条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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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护景观环境：通道侗寨是一个美丽的自然村落，传统老建

筑是其重要的景观元素。在改造过程中，需要注重保护景观环境，

如保留传统老建筑的布局和风貌，不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 

6.加强文化旅游开发：通道侗寨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传统

老建筑是其重要的文化遗产。在改造过程中，需要注重加强文化旅

游开发，如打造传统手工艺品展示和销售中心、开展传统文化体验

活动等，为村民带来经济收益。 

（二）实际应用和效果 

通道侗寨作为一个传统侗族村落，其建筑风格、文化遗产和自

然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改造过程中，需要注重保护传统文化

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提升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加强安全性和节能

环保性能，促进文化旅游开发，为村民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和社会

效益。 

在实际应用中，通道侗寨采用了多种改造策略，如加固建筑结

构、改善室内通风和采光条件、增加卫生间和厨房等现代设施、安

装太阳能热水器、增加保温材料等。这些改造措施提高了建筑的功

能和舒适性，使村民的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同时，加强了建筑的

安全性和节能环保性能，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在文化旅游开发方面，通道侗寨开展了多项活动，如传统手工

艺品展示和销售、侗族歌舞表演、侗族传统婚礼等，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观光和消费。这些活动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收益，也促进

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高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心和认同感。 

总的来说，通道侗寨采用的改造策略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这些策略在保护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提升了建筑

的功能和舒适性，加强了安全性和节能环保性能，促进了文化旅游

开发，为村民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三、设计研究 

（一）通道侗寨建筑特点和设计语言 

建筑特点 

1. 木结构建筑：通道侗寨的建筑大多采用木结构，以竹子、木

材等为主要建筑材料，结构简单、坚固、耐久。 

2. 民居与公共建筑相结合：通道侗寨的建筑布局以民居为中

心，公共建筑如祭祀堂、议事厅等则围绕在周围，形成了一种以生

活为中心、以公共事务为辅助的社区生活模式。 

3. 独特的屋顶设计：通道侗寨的建筑屋顶采用“四脊八角”的

设计，屋顶角度较大，能够有效地排水，同时也具有美观的外观特点。 

4. 精美的雕刻和彩绘：通道侗寨的建筑外墙和屋檐上常常雕刻

着各种图案和花纹，色彩鲜艳，形态各异，显示出侗族的艺术和审

美特点。 

设计语言 

1. 以自然为师：通道侗寨的建筑设计充分考虑了自然环境和气

候条件，采用了许多自然材料和自然元素，如竹子、木材、石头、

泥土等。 

2. 以功能为导向：通道侗寨的建筑设计注重功能性，以满足居

民的生活需要为主要目的，同时也考虑了社区公共事务和文化活动

等方面的需求。 

3. 以审美为重：通道侗寨的建筑设计注重审美效果，以色彩、

形态、雕刻等方式体现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使建筑具有较高的艺

术价值。 

（二）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在设计中的特殊考虑和要求 

1. 地理环境：通道侗寨位于湖南省西北部的山区，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建筑设计需要考虑地质条件、地形地势和地震等自然因

素，确保建筑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 气候条件：通道侗寨气候湿润，夏季多雨，冬季寒冷，建筑

设计需要考虑通风、采光、保温等因素，以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 

3. 文化传统：通道侗寨是侗族传统村落的代表之一，建筑设计

需要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保留和传承侗族的建筑风格、构造方式

和装饰手法，以体现侗族的文化特色和历史价值。 

4. 耐久性和可持续性：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的设计需要考虑其

耐久性和可持续性，采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和技术，以确保建筑的长

期使用和维护。 

5. 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功

能分区需要考虑当地的生活方式和社区文化，以满足居民的生活需

求和社区公共事务。 

（三）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设计方案 

1. 引入现代建筑技术和材料：通过引入现代建筑技术和材料，

如钢结构、玻璃、保温材料等，提高建筑的安全性、舒适性和节能

环保性能，同时也能够保留传统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 

2. 加强建筑结构和安全设施：通过加固建筑结构、改善室内通

风和采光条件、增加卫生间和厨房等现代设施、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增加保温材料等，提高建筑的功能和舒适性，同时也加强了建筑的

安全性和节能环保性能。 

3. 推广文化旅游和民宿业：通过推广文化旅游和民宿业，为村

民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同时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提高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心和认同感。 

4. 开展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开发：通过开展文化活动和文化产

品开发，如传统手工艺品展示和销售、侗族歌舞表演、侗族传统婚

礼等，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和消费，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收益，

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5. 促进当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通过促进当地环保和可持续发

展，如开展垃圾分类、推广农业生态种植、开展环保宣传等，提高

村民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动，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 

综上所述，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改造的设计方案需要具备创新

性和可持续性，需要引入现代建筑技术和材料、加强建筑结构和安

全设施、推广文化旅游和民宿业、开展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开发、

促进当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措施，以保护传统文化和自然

环境，同时也为村民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四、结论 

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改造策略与设计研究表明，传统建筑的保

护和改造需要注重文化传承、可持续性和现代化的结合。在改造过

程中，需要保留传统建筑风格和文化特色，同时引入现代建筑技术

和材料，以提高建筑的安全性、舒适性和节能环保性能。此外，还

需要推广文化旅游和民宿业，开展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开发，促进

当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村民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效益。

通道侗寨传统老建筑改造策略与设计研究的成功实践，不仅为传统

建筑的保护和改造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也为当地文化旅游和

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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