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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坐标视角下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的保护与转化
———以湘西苗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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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少数民族传统民居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当今对其进行保护与转化需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展开。

以湘西苗族传统民居为例,可以运用符号学理论从语汇、语法、语境三个层面构建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的符

号识别体系,并结合时间与空间维度组成的文化坐标视角,遵循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真实性、可识别

性、居民认同的保护原则,采用同形异质、位置重构、以象达境的更新方法,以期为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可

持续发展与民族文化的有效转化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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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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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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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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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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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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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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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oth
 

tim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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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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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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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坐标与民居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作为少数民族农耕文明

的“活化石”,表征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状态,是活着的文化遗产[1]。这种“活
着”,一方面,表现为时间线上不间断地继承与

演进,是历史创新地“活着”;另一方面,体现在

空间地域上不停息地交流与碰撞,是民族互相

交融地“活着”。因此,对传统民居进行活态保

护需要同时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着手。
 

国内对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研究也是从这

两个维度出发的。一是从时间维度对民居的特

征与价值进行梳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民居

的建造形制与营造智慧、空间组合与格局演变、
文化价值与保护路径等方面[2-4]。李哲、陈斯亮

等针对湘西苗族民居平面与堂室格局深入进行

实地考察,归纳总结出其历史演进的规律与机

制[5-6]。汤诗旷阐释苗族传统民居的火塘空间

的功能、形制与精神属性,突出火塘对苗族家庭

空间秩序与文化识别性的作用[7]。彭晓烈、李
喆等提出少数民族村寨的未来走向应是“在创

新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8-9]。二是从空间维

度对民居的保护方法与更新实践进行研究,主
要是以常青院士的“历史再生理论”[10]、王澍等

的传统营造的现代化实践以及吴志宏等的乡村

社区活化策略等成果为代表[11-12]。近两年,在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乡村旅游将传统民

居保护和改造作为发展重点,但在村民与空间

功能的关系研究方面还有待深入,针对湘西地

区传统民居的现代转化设计亟待加强。
对传统民居的现代保护和转化要从历史传

承的时间维度和时代发展的空间维度所构成的

文化坐标中来把握。如图1所示,图的纵向表

示历史的传承(即时间维度),横向表示时代的

发展(即空间维度)。可以说,少数民族传统民

居从纵向上获得了延续,在横向上正不断创新。
当今社会,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文化场域中的

少数民族民居保护和转化,始终贯穿在本土与外

来、主流与支流、传统与现代等关系的对立、调整

与结合中。本文以湘西苗族传统民居为例,从文

化坐标视角分析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符号的历史

传承与时代价值,并提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少数

民族传统民居的保护与转化策略。

时间 空间

文化
（民居符号）社会

T

S

G

C

建筑学

社会学

人居环境科学

文化人类学

T：演进
S：变迁

G：适应变化
C：保护与转化

图1 时空维度民居文化符号的保护与转化
 

  二、民居符号的历史演进

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Um-
berto

 

Eco)在谈到文化的本质时曾指出,“所有

的文化现象实际上都是符号系统,或者说,文化

可以理解为交流。”[13]由此可以说,文化之间的

交往,其实就是符号之间的交往,传统民居不仅

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符号。20世纪50年代,
建筑师们致力于为抵御“国际式”建筑寻找“地
方性”,用“区域语”代替“世界语”,建筑的地域

特征被作为焦点集中研讨,符号学在建筑设计

创作中被广泛应用。随着这种研讨的不断延

伸,建筑符号的内涵也不断得到扩展,从最初单

一的建筑形式拓展到建筑语义、形式、代码、传
播等特征。其中,有关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是

研究符号传播的关键,“历时性”侧重单一符号

在时间维度下持续演进的活动序列,而“共时

性”强调符号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符号间的碰

撞与交流,这与文化坐标中的历史继承与时代

创新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可见,任何一种符

号的发展毫 无 疑 问 都 受 到 时 空 坐 标 的 双 重

影响。
(一)民居符号的组成

传统民居是物质化、技术化、功能化的艺

术,拥有系统且独特的符号体系。一般来说,民
居主要是由形态、空间等形制符号与屋顶、挑
手、门头等造型符号构成,此类符号则经过长时

间演化形成固化且显性的建筑基因,是民居符

号的历史传承,也是地域文化的直接反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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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建筑内的各种符号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它们

之间存在着多种可以被感知的复杂关联,其构

成方式类似于语言学中的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

系,有关学者将此引申为建筑符号语法,并认为

这是建筑符号体系形成的逻辑基础。就建筑与

环境的关系而言,建筑最终是以一个完整的符

号系统与外界环境发生信息交换,二者相互影

响构成建筑的语境。该语境强调“立象以尽意,
境生于象外”,人们通过建筑符号表达设计意

象,“象”是具体的、可以感知的,而“境”是抽象

的,需要感悟的。中国的传统民居追求的是人

与自然和谐的“境”,而四合院、土楼、吊脚楼等

建筑类型只是追求“境”的手段和途径的“象”。
因此,语境可以说是建筑符号体系创造最终价

值的体现。笔者通过对湘西地区已入选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的16个苗族村落进行调研(如表1
所示),并以此为基础对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的建

筑符号进行分类,并逐个进行讨论后揭示了湘

西苗族传统民居符号在文化坐标中的演进规律

(如图2所示)。

表1 16个苗族村落:调研数据来源

村落名称 地理位置 建成时间 民居特征 聚落类型

莲花池村 怀化沅陵县 元代 合院式布局,穿斗式,一层建筑为主 山脚型

翁草村 湘西古丈县 清代 独栋布置,木房青瓦 山脚型

龙鼻村 湘西古丈县 明代 合院式布局,有主屋、辅屋之分,院门西南角 滨水型

夯沙村 湘西保靖县 明代 穿斗式木房青瓦,五柱六瓜、五柱七瓜,三开间 滨水型

夯吉村 湘西保靖县 明代 布局零散,材料以木材为主,穿斗式平座屋 交通型

吕洞村 湘西保靖县 元代以前 依山就势,平座屋、吊脚楼,木房青瓦 山坡型

芷耳村 湘西花垣县 明代 环状布局,木房青瓦,穿斗式构架 山脚型

金龙村 湘西花垣县 明代 山顶建村,背靠悬崖,村落隐蔽 防御型

板栗村 湘西花垣县 清代 “品”字型布局,木房青瓦,穿斗式构架 山脚型

坪朗村 湘西吉首市 明代 滨水苗寨,布局紧凑,单栋布置 滨水交通型

德夯村 湘西吉首市 清代 穿斗式,木房青瓦,临水而建 山脚旅游型

十八洞村梨子寨 湘西花垣县 明代 依山就势,单栋布置,材料有木材、砖石、青瓦等 山顶型

扪岱村 湘西花垣县 元代以前 砖木混合结构,砖石土墙 防御型

早岗村 湘西凤凰县 清代 依山就势,砖木混合,独栋布置 山坡型

老洞村 湘西凤凰县 明代 宅院布局,砖石土墙,存有保家楼、栅子门等防御型建筑 防御型

夯来村 湘西花垣县 明代 木房青瓦,生活模式传统 山脚“生苗”型

  (二)民居符号的演进规律
 

1.符号语汇演进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4]任何建筑都必然具

备一定形态以围合分割形成空间,达到形态为

实、空间为虚、以实围虚的效果。这里的“实”是
传统民居最基本的符号,是体现居之本原的符

号———构架,同时也是世代传承最稳定的符号。
湘西苗族传统民居的构架多为穿斗式,经历了

从满瓜满枋到减枋跑马的演进历程(如表2所

示)。所谓减枋跑马,是指在满瓜满枋构架基础

上将落在枋上的瓜柱底部升高,减去其下穿枋

的做法;满枋跑马则是指在瓜柱升高后不减枋

的做法,此类做法是对穿斗式构架的继承和精

简。除构架外,围护结构也是打造民居空间必

不可少的因素。苗族传统民居遵循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的原则,利用湘西多山多林的地形,围
护材料以木、石、土为主,进而形成木板壁、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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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瓜满枋、满枋跑马、减枋跑马

木板壁、土坯转、竹编涂泥、石砌

挑手、门头挂物、装饰

内进一柱式、全平式

无分割型、堂屋围合型、一明两暗型

火塘、中柱、堂屋、神龛

依山型、滨水型、功能复合型

农田、水系、林地

建筑符号语汇

建筑组成符号

空间组织结构

建筑符号语法

建筑外部环境

建筑符号语境

湘
西
苗
族
传
统
民
居
建
筑
特
征

湘
西
苗
族
传
统
民
居
符
号
体
系

基本要素
提取

逻辑关系
分析

构架形制

围护结构

造型装饰

平面形制

厅堂格局

空间节点

立寨选址

人文景观

图2 
 

文化坐标中湘西苗族传统民居建筑符号体系的组成及演进规律

表2 民居构架符号演变

构架符

号类型

满瓜

满枋

满枋

跑马

减枋

跑马

图示

三柱四瓜满瓜满枋

双挑满枋跑马

双挑减枋跑马

五柱八瓜满瓜满枋

单挑满枋跑马

双挑减枋跑马

演变特点

1.对穿斗式结

构的精简，节约

了材料的消耗，

但比例尺度等

特征变化不大。

2.对阁楼空间

的利用率逐渐

变高，增加储物

空间。

泥墙、土坯砖等围护结构符号。此外,装饰图

案、门头挂饰、屋顶形式、构件形态等视觉冲击

强烈的符号都是民居中能够促进稳定传承的建

筑符号,具有鲜明的识别性。民居建筑符号语

汇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构架、围护结构

等能够从根本上决定居住空间的符号,这类符

号受到传统技艺与材料的限制,对居民保温、通

风等现实需求并不能完全满足,大多是在大框

架下进行细微调整,创新性程度不高;另一类是

装饰、屋顶形式等在构建民居空间中起到次要

作用的造型图案符号,这类符号具有十分鲜明

的民族识别性,不会直接影响民居的居住作用,

对创新性更没有什么要求。可以说,在苗族传

统民居符号的发展历程中,其建筑语汇的历史

演进更注重历史维度的单向传承。

2.符号语法的演进

建筑中的符号语汇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

系,其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组合形成建筑

空间,不同地域因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不同,排
列方式也不相同,对传统民居而言,主要体现在

平面形制与厅堂格局的变化。笔者通过实地调

研发现,现存苗族民居的平面形制大体可以分

为三种类型,结合民居的建成时间与相关研究

资料推测出平面形制的演变过程,即室内无分

割型→堂屋围合型→一明两暗型(如图3所

示),借助文化坐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探究其

演变原因。苗族文化对自然与鬼神极为崇拜,
在平面布局中会着重注意对祭祀空间的安排,

其中主要有“爬贵”(猪神)、傩公傩母、祖神(家
先)等祭祀对象,最早的“室内无分割型”平面形

制便是为了满足室内祭祀所用大空间的需要。

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与“湖广填四川”移民活

动之后,湘西地区各民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

的格局,苗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

化的影响,人们的鬼神观念发生变化,祭祀活动

逐渐由室内变为室外,进而出现了“堂屋围合

型”与“一明两暗型”民居平面形制。这两种平

面形制仅在堂屋设神龛以祭祀祖神,也更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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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现实居住人的需求。此外,还有村民在民居

一侧搭建厨房、厕所等附属用房,称为“拖步”。
从民居平面形制的演进可以看出,与有物质存

在的语汇不同,民居的符号语法是“无形”的逻

辑关系与意识形态,这种关系并不稳定,会随着

时代的发展和居民意愿的改变而改变,这也使

得民居的符号语汇成为民居时代价值的体现

(如图4所示)。

床铺

火塘 堂屋

床铺

灶台

卧室

火塘

卧室 卧室

堂屋

灶台

神龛

卧室

堂屋

神龛 卧室

灶台

火塘

室内无分割型
（扪岱村 清代）

堂屋围合型
（坪朗村杨二妹家 20世纪70年代）

一明两暗型
（坪朗村罗应青家 民国时期）

卧室

火塘厕所

牲畜房

堂屋

神龛 卧室
卧室

灶台
厨房

厨房
（厕所）

火塘

卧室 卧室

灶台

堂屋

神龛

两侧“拖步”
（夯吉村 20世纪90年代）

一侧“拖步”
（十八洞村竹子寨 20世纪90年代）

图3 湘西苗族民居平面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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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湘西苗族民居平面组织流线

3.符号语境演进

建筑学是关于人居环境的科学,民居不仅

与人的生活模式相互关联,还与环境产生交互,

二者相互适应才能构成有机整体。环境有自然

环境与人文环境之分,由此,湘西苗族传统村落

可分为以自然环境主导的依山型、滨水型村寨

与以人文环境主导的功能复合型村寨(如表3
所示)。依山型与滨水型多考虑到生活的需求,
村民自发选择靠近水源和耕地的地址,民居也

多退让田亩,呈线性或多簇式布局。这也反映

了苗族居民自觉规避危险、力求安稳的心理。
从秦汉时期的“五溪蛮”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

开放之前,湘西苗族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
村落或依山而建,居高临下;或隐于山谷,匿影

藏形。与依山型、滨水型不同,功能复合型村寨

多是人为的强制设立,清代多有“红苗强悍,凭
险蟠结”的记载,清廷也曾多次出兵湘西苗疆,
苗人为抵抗清军,特地选择军事要塞进行屯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而演变出以军事功能为主导

的村落。除此之外,还有交通型、商贸型等功能

复合型村落。除生活需求与功能主导之外,苗
族民居的选址还引入占卜与五行术数的概念,
这是对自然敬畏的体现。从文化坐标来看,苗
族传统民居与环境的关系是紧密的,并追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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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意境随着历史纵向传

承下来,形成了苗族民居的居住智慧。但这种

人与环境的和谐也会受到那个时代的横向影响

而发生改变,比如军屯、交通等功能复合型村落

的出现。

表3 湘西苗族民居类型及聚落特征

民居类型

依
山
型

滨
水
型

功
能
复
合
型

村落名称

吕洞村

翁草村

龙鼻村

坪朗村

金龙村

（防御型）

夯吉村

（交通型）

空间肌理 聚落特征

村落位于山地南坡，

民居沿等高线呈阶

梯状分布，梯田与民

居融为一体

村落处于较缓的山

坡处，民居沿等高线

集中分布，在村落四

周开垦梯田

村落背山面水，民居

集中分布在山脚处，

在河流处开垦少量

耕地

村落处于洄水湾处，

背山面水，紧凑分布

村落位于悬崖峭壁

之上，进出只有一条

道路且不易察觉，隐

秘性极强

村落以交通为主要

因素进行选址，民居

沿道路呈带状分布，

梯田位于民居外侧

  三、民居符号的保护原则与转化设计

从文化坐标视角出发,探究湘西苗族传统

民居的建筑符号演进规律,不难发现,民居的建

筑符号语汇、语境更多体现纵向历史传承,而民

居符号语法更多是对横向时代发展的适应。在

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对少数民族传统民居风

貌进行保护,要放在“发展—衰败
 

”“当下—历

史”的时空文化坐标中,既要保护好民居文脉的

传承,也要满足当代居民的需求,最终实现少数

民族传统民居的可持续性保护与转化。
(一)民居符号保护原则

苗族传统民居的建筑符号源于其独特的地

域民族文化,并在纵向历史传承中得到演进,当
今多元化社会更应该重视民居符号的延续以促

进民族识别与认同。首先,保持民居符号的真

实性原则,这是建筑特征延续的前提。真实性

并不是简单地对民居符号全部保留,更重要的

是要让这些符号能够继续真实地反映居民的生

活模式与需求,延续人与建筑相互适应的和谐

关系。因此,在对传统民居进行更新和保护时,

不能一味地排斥村民对新材料、新结构的使用;

相反,村民的自发性建设活动恰恰更能体现人

对建筑的选择性倾向。其次,保护民居符号的

可识别性原则,这是符号延续的关键。湘西苗

族传统民居有其独特的建筑符号体系,我们既

要站在历史传承的角度对民居符号进行解析与

分类,确保民居识别特征的延续性,也要站在时

代发展的角度对民居符号进行转化与更新。一

方面,对装饰图案、构件造型等较小影响居住空

间的符号要进行纵向历史传承的原真性保护;

另一方面,对构架、墙体等决定性影响居住空间

的符号要进行可识别的现代转化,运用新材料、

新结构等对传统民居符号的肌理、比例、尺度等

要素进行再现,彰显传统民居符号的时代价值。

最后,实现居民的自我认同原则,这是保护民居

符号的最终目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书写者与

缔造者,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只有居民认可

的符号才能得到居民自发地继承。在当今多元

文化社会中,对传统符号进行转化,赋予其新的

时代价值,以期唤起居民对民居保护的主观能

动性,实现当地村民的文化认同,也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可 持 续

发展。
(二)民居符号转化设计方法

第一,基于符号语汇的要素转换。一是同

形异质。“形”即民居符号的符形,是民居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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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感受与形态、尺度、色彩有关;“质”是指

组成符号的基质,即建筑材料、肌理等。赋予民

居符号时代价值,意味着在保存其形态识别性

的基础上要对符号的基质进行创造性转化,即
对传统民居符号的材质、肌理等进行替换,形成

同形异质且具有时代特征的符号,如用混凝土

替代原有土坯砖。民居符号对于使用者与所有

者而言,具有功能与识别的双重属性,但对于非

使用者与非所有者来说,则只具有识别属性,当
今频繁的信息交流强化了这一特征,我们见到

的建筑数量要远远大于我们居住过的建筑。这

使得社会对民居符号的识别性更为关注,即大

众更关注民居符号的可识别特征,关注民居符

号的民族地域形式,这也是提出“同形异质”方
法的原因之一。“同形”,一方面是从纵向历史

传承上保持其识别特征;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民

居符号更好地得到关注、传播与保护。“异质”

侧重使用者功能性的需求,运用新材料在保温、

通风等方面对民居符号进行改造,满足村民的

现代生活需求,赋予民居符号时代价值。二是

位置重构。在民居符号的诸多语汇中,除了对

其自身进行“同形异质”改造,还可以对符号语

汇之间的关系进行“位置重构”,即对符号在建

筑中的位置进行重新排列。张永和吉首美术馆

的设计便运用了这一手法,将原本在屋顶上的

“瓦”放在了墙的位置进行位置重构,在现代建

筑中重现了传统民居中檐下滴雨的场景,这是

对“瓦”这一传统符号意境的传承。此外,这种

方法还经常被运用到民居封火墙符号的处理

上,把原本位于山墙位置的封火墙放在建筑的

正立面作为入口的装饰,突出符号识别特征。
“位置重构”既有对传统民居符号意境的历史传

承,也是对民居符号的时代创新。

第二,基于符号语法的秩序重塑。传统的

苗族民居平面以祭祀空间为核心组织,但随着

当下村民生活方式与家庭结构的改变,原有民

居组织形式不能满足村民的现实需求。因此,新

建民居要以人的现实需求为核心,符合现代居民

的生活方式,注重个人空间的私密性、各类功能

空间的合理性以满足居民现代心理需求。此外,

还要注重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利用公共文化空间

串联民居聚落组织,唤醒居民的群体认同。

第三,基于符号语境的意境再现。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书法、绘画、雕刻自古便采用“观物

取象”“立象以尽意”等符号处理手法,建筑中的

符号也适用于此,湘西民居中常用的枫树、太阳

等装饰符号都是对自然景物的取象;民居往往

隐藏于山谷、山林之间营造出隐蔽的环境,这种

村落格局会带给村民心理安全感。但在当今乡

村振兴与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更

全面、更开放的处理手法,不能只局限于对民居

符号形象、意象的再现,更要注重深层次居民生

活愿景的表达,以村民现代生活需求为重心,统
筹建筑与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和设计,进而为居

民营造一种自然和谐的生活状态。

  四、结论

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符号是经过长时间演

进而来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系,也是民居地

域性、民族性的外在表现。保持少数民族传统

民居符号的特色,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从纵向时

间维度与横向空间维度整体把握,遵 循“识
别———转化———认同”的路径。首先,要对少数

民族民居特征进行识别,从历史角度梳理民居

构架、材料、形态、装饰等固化且显性的符号语

汇,并采用“同形异质”“位置重构”等方法对其

进行要素转化;其次,要以符号构成语法为基

础,以居民的现代生活需求为核心,结合时代特

征,对民居的空间构成语法进行秩序重塑;最
后,要根据民居与环境组成的符号语境中的意

境进行整体设计,为居民营造一种自然和谐生

活状态,实现民居符号的现代转化,唤醒居民的

文化认同。湘西苗族民居符号的保护与转化是

针对民居地域特征的活态保护提出的,需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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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总之,重视人的发展、景
观的保护、产业的振兴,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可

持续发展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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