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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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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贵州极具代表性的的苗族建筑，苗族独特的地域文化主要体现在其民族的生活习

惯、语言、服饰、工艺、饮食、舞蹈等方面。将苗族文化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中，不仅能够创新现代建筑设计，还能够推

动苗族文化的发展创新。基于此，以贵州苗族文化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其文化内涵，并从建筑装饰、建筑结构、建筑材

料、建筑图案等方面提出贵州苗族文化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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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苗族文化寄托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愿

望，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在建筑上的民族符号与元素，赋予

了苗族建筑独特的民族历史风情与风格，在现代建筑设计

中将民族元素和符号融入其中，有助于苗族文化的传播和

延续，可以丰富现代建筑的民族文化内涵，推动民族文化

的传播。

1  贵州苗族文化

1.1  地理环境

我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而苗族历史悠久，分布广

泛，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中分布最多的是

贵州。从气候上看，贵州苗族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夏季

多雨，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就地形而言，贵州苗族人

民的居住环境多为山坡地或地势较平坦的山脚。

1.2  文化环境

1.2.1  艺术形式

诗歌、传说和故事是苗族主要的民间文学，以反映远

古社会先民们创功立业的传奇神话为主。苗族又是一个能

歌善舞的民族，被称为“歌舞的海洋”，史书记载为“男

吹芦笙，女吹振铃”。曲子以飞歌、酒歌等为主，曲子内

容多以互赞祝福之意为主。苗家节日以酒助兴，以酒待

客，以酒会友，其乐融融。舞蹈有《芦笙舞》《板凳舞》

等。以竹筒自制而成的苗族常用的主要乐器——芦笙。芦

笙排舞，芦笙队舞，踏笙舞，这些都是常见的。用排芦笙

伴奏的芦笙排舞，按大小顺序编排，领头为大队伍，边吹

边跳，始终保持一个“一”字队形。姑娘们则以舞蹈的节

奏，将芦笙队围在中间旋转起来。芦笙队舞，由几十只芦

笙组成，边吹边舞，中间站立着吹大芦笙的，其他的围

成一圈，多的就围成几个圈，齐奏的同时也是几个人一起

跳。跳踏笙舞时，吹奏者不参与，仅作伴奏，姑娘们轻快

地按着音乐节拍起舞，身上佩戴的银饰随着身体的摆动，

发出悦耳的响声。

苗族的传统工艺主要是挑花、刺绣、蜡染、手钏、项

圈、头饰、胸饰、银衣等，苗族的传统银饰品种繁多，纹

饰雕刻精美。

1.2.2  生活习俗

在服饰上，男性的服装比较简单，一般上身穿对襟或

左大襟的短衣，下身穿长裤，束一条大腰带，头上围一条

青色的长巾，女性的衣服有一百多种。苗族妇女的服饰与

当地方言联系紧密，穿衣的种类也各不相同，但妇女多以

大领或襟衣、褶裙或大襟衣裤为主，妇女的头饰样式也是

五花八门。黔东南州的银饰装束别具一格，就是将银饰钉

成“银衣”，头戴银质头饰，形如牛角，足有一尺多高。

在节日上，苗族主要以苗年、“四月八”、龙船节和

爬坡节为主。苗年多在农历十月至十一月卯日，是苗族祭

祀祖先、庆祝丰收的传统节日。“四月八”，是苗族人民

盛装出席，戴着银饰，带上洞萧、竹笛，且歌且舞的文化

节。在龙船节中有赛龙船、斗牛、跑马、踩鼓、吹芦笙等

活动，苗族群众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爬坡节，即三月坡

节、四月八坡节、六月十九日爬香炉山等苗族传统的集会

节庆活动。

在饮食上，苗族人民以稻谷、包谷、麦、小米、高梁、

荞、土豆、薯类加工制作的食物等食物为主食。由于苗族

人民喜爱酸甜口感，因此酸汤、腌鱼是贵州苗族地区最有

特色的食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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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文字上，日常生活中以本族语言为主要语言的，

约占贵州苗族人口的90%。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的一

个支系，其内部差异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在中国各少数

民族语言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2  贵州苗族传统文化在传统建筑上的表现

2.1  建筑空间

2.1.1  民居建筑

贵州苗族建筑大多依山而建，集群的木质结构建筑，随

着地形崎岖而改变，总体呈现出阶梯式分布，层层叠加，

与梯田相映成趣[1]。黔东南州居民的“吊脚楼”是典型的

苗家民居建筑，具有鲜明的特色。不论梁、柱、椽、板、

檩、榫，不用一钉一铆，都是加工木料而得。通过柱凿榫

孔穿梁连接成房架。吊脚楼又分为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

楼两大类，即按山坡斜度竖桩，在桩上建筑，屋顶为双斜

面，建筑一般以三层为主，其底层放置生活工具、饲养家

畜，第二层为起居室、卧室、厨房等，第三层用于储存粮

食、饲料等物品，这种形式的房屋在诸多方面都具有一定

的优越性，如结构、通风、采光、日照、土地节约等，因

而在广大苗族地区沿袭许久，以雷山千户苗寨最为著名。

2.1.2  公共空间

在苗族村寨中几乎都有风雨桥，风雨桥横跨河流两岸，

除了桥梁外还建有长廊，风雨桥的修建不仅方便了两岸百

姓的出行生活，还起到了遮阳避雨和休憩的作用，同时也

起到了一定的风水作用，改善了寨子现处的风水状况。由

于洪水的影响，原先风雨桥的木质结构被改建为水泥与木

材混合结构，增强了其坚固耐久性，抗洪水能力也得到了

改善。

2.2  建筑装饰

在贵州苗族的建筑中，完美结合传统的民族符号与民

族元素，融合了大量的图腾纹样元素，苗绣、银饰、剪

纸上的动物、几何纹样也常常出现在苗族建筑中的外立面

墙中。整体来看，贵州苗族建筑装饰多以古朴、大方、简

洁为主，装饰重点多集中在进门、堂屋、门窗、美人倚

栏凳、吊柱吊瓜、屋檐屋脊等处。如靠边的美人倚栏，以

镂空的形式将简单的几何图案点缀在栏板、角撑处；在门

窗上雕刻动物、植物图案，常见的有镂花窗、梭子窗等形

式，窗花简洁大方，疏密有致，梭子窗多采用推拉的方

式，在节省空间的同时，也起到了画框的作用，在画框中

可以纳入室外的景物，形成一幅生动的风景画。过道悬挂

的柱子上常刻有象征吉祥的图案，如万字格，喜字格，亚

字格等。垂柱呈八棱形，四棱形，低矮下垂，常有绣球、

金瓜等形体的雕刻。

贵州苗族的屋檐两端有往上卷曲的翘角，屋脊两侧会有

鸱吻装饰，寓意着吉祥美好。房屋正脊会刻画各种动物、

花草图案等图案，表现了苗族人民亲近自然、与自然融为

一体的生活方式。

2.3  建筑结构

苗族的建筑结构是以吊脚楼为主体，采用穿斗式结构，

也可称为干栏式建筑，这种干栏式建筑是为了节约耕地，

适应地形，在斜坡上开凿一些土石方，将房后地基垫平，

再在房前用穿斗式木构架做吊层，形成半楼半地的“吊脚

楼”[2]。每排柱5-7根不等，用瓜或梁穿连接在柱子之间，

构成一个结实的网状结构。一楼架空，在充分利用一层

空间用作圈养家畜、堆放杂物等用途的同时，减少占用耕

地，有效解决潮湿和蚊虫的侵扰，满足较好的通风和日照

条件。另外，苗家吊脚楼内部结构严谨，布置考究，一般

分为三开间，堂屋位于正中，为全屋的中心，堂屋正中内

壁正面设有祖灵神龛盒，因此堂屋往往作为家传之灵位，

这也是堂屋得以存世的缘由。两边的的屋子作为家人的卧

室，厨房则一般位于后侧。

利用吊脚栏廊和木凳作为附属和休憩空间，常被称为“

美人靠栏”，这里敞亮舒适，既可眺望苗岭的美景，又可

供家人休憩聚会，是家人常聚的地方，这里的风景让人赏

心悦目。屋顶利用茅草、杉树皮、小青瓦等材料进行装

饰，抵御毒蛇猛兽[3]。

在建筑布局上，以分团式、成片式、成条式、成串式、

附生式、群集式等方式适应地形变化，可分别应对山顶台

地、大幅坡面、沟谷、河谷缓坡等各种地形[4]。苗族建筑灵

活地布置于山坡各种地段，可疏可密，与周边的梯田景象

融为一体，充分反映出我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3  贵州苗族文化应用于现代建筑的实践策略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民族文化与民族特色如

何与时代发展相结合，成为保护以及开发传统地域文化的

难题。延续贵州苗族文化，需要在尊重贵州地域文化的前

提下，将地域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通过正确理解

贵州苗族传统建筑深层底蕴的同时，在现代建筑中适当融

入贵州苗族特色和民族元素，将地域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

相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相结合，探索传统思维与现

代思维相结合的过程，传统美学与现代审美意识相结合的

过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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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建筑装饰上的借鉴

苗族建筑装饰蕴含着苗族人民的地域文化记忆与情感，

反映着苗族人民质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他们将图腾、动

植物、几何图形等图案装饰在建筑的不同位置上，通过感

同身受的造型联想手法，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愿望，

苗族人民正是通过这种装饰艺术符号来叙述建筑与民族文

化的联系与故事。

现在很多单一的、没有特色的建筑给人的印象都是冷冰

冰、毫无生机的，所以现代建筑建设中，极具地域文化和

地域风情的建筑装饰就显得格外重要。这就要求设计者摸

清其民族历史、风俗礼仪等人文环境的积淀过程，将其生

态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内涵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其传

统的民族符号、民族元素，将建筑装饰与民族文化特色有

效结合起来，设计者可以充分借鉴将民族元素点缀于建筑

空间中，既能在情感上引起人们的共鸣，又能诱发人们美

好的情感与联想。

3.2  建筑结构上的借鉴

苗族建筑“吊脚楼”下部架空，用支柱将上部建筑托

起，既充分利用了地形，又保证了通风、光照的需要，解决

了蚊虫的侵扰；同时采用轻巧灵活的木穿斗构架体系，榫卯

结构的木构架，增加了苗族建筑的稳定性；因为木材具有一

定的韧性，能承受一定的形变，而且通过处理吊瓜，不仅

能有效丰富房屋檐口的装饰性，还能突出建筑的细腻度。此

外，吊瓜在防水、防风、防火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这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结构形式是苗族人民通过

多年的生活经历与自然磨合而成的。设计者在处理建筑设

计与地形关系的时候，可以借鉴苗族干栏式建筑结构顺应

地势地貌的方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能获得多层次建

筑形象、良好的通风效果以及较佳的景观视野。同时设计

者们在对现代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可以利用架空的建筑结

构，降低建筑对自然环境和人的压迫感。

3.3  建筑材料上的借鉴

由于地势原因，苗族建筑所用材料多为竹木石料，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既保留了当地特有的民族特色，又充分

利用了当地的材料，既环保又朴实，木质材料历经岁月的

洗礼难免因柱脚裸露在风雨中而老化变质，聪明的苗族同

胞把它支在石墙、护坡或石块、石墩上，以增加它的使用

性和耐腐性，所以设计者完全可以借鉴其苗族建筑如何灵

活地应用乡土材料，在民族建筑中装饰装修，运用工艺技

术创新，在现代建筑中合理地运用乡土材料和当地自然材

料，在延续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使现代化的建筑设计与

当地的环境结合得更加紧密。

3.4  建筑图案上的借鉴

多姿多彩的大自然及其各种人文因素为苗族建筑图案

的装饰及创作、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苗族建筑图

案寄托着苗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如传统工

艺——蜡染、编织等，将其装饰好龙、凤或麒麟的图案，

挂在建筑的空间中进行点缀，就是苗族人民结合现实生活

中美的物象进行夸张、提炼、归纳处理，重新加工成新的

形象展现出来的。鱼纹、龙纹、花草纹都是苗族常见的装

饰图案，结合平面构成重复、渐变等装饰手法，拼接成一

幅完整的形象。因此，在现代的建筑设计中融入当地文化

的图案造型可以充分体现当地人民的愿望、理想、情操、

审美趣味以及本民族的历史、传说等文化的记载。借助图

案装饰这个特殊的载体，结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承下

去，不仅丰富了建筑的人文艺术元素，也能够体现建筑的

地域文化特色。

4  结语

一种民族元素可以唤起一个民族对其文化的记忆，贵州

苗族建筑中的结构、装饰、材料、元素的应用蕴含着当地

人民对苗族文化及民俗风情的记忆。如何在传统与现代相

结合的现代建筑中寻求民族文化的发展契机，需要设计师

们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充分利用好这些传统的民族符号、

民族元素，在建筑装饰、建筑材料、建筑结构、建筑图案

等方面进行重新组合，设计出既富有现代气息又彰显地域

文化特色和民族人文艺术特色的精品力作。在现代建筑设

计中更好地运用民族文化和民族元素来延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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