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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地理学的少数民
族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 *

Research on Ethnic Minority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wellings based on Cultural Geography  

丁传标 1， 肖大威 2                   
DING Chuanbiao, XIAO Dawei  

[ 本文引用格式 ] 丁传标， 肖大威．基于文化地理学的少数民族传统村

落及民居研究 [J]．南方建筑，2022（2）：72-76.

DING Chuanbiao，XIAO Dawei．Reseach on Ethnic Minority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wellings based on Cultural Geography[J]．

South Architecture，2022（2）：72-76.

摘要　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对于维护民族多元文化生态，

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研究和保

护的紧迫性，讨论了文化地理学对于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研究的适用

性，从文化生态与景观、文化扩散与整合、文化源流与区划、地方文

化与制度、综合演变机制等方面阐释了文化地理学对少数民族村落及

民居研究的方法与优势，探讨了文化地理学对于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村

落特色文化内涵与特质的路径，为深化学科研究和保护少数民族村落

及民居提供了较好的研究范式与应用基础。并以瑶族为例，初步提出

了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研究的框架，旨在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村落及

民居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　传统村落及民居；少数民族；文化地理学；瑶族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778232）：基于文化地

理学的赣闽粤地区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演变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TU-02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22.02.009

文章编号　1000-0232（2022）02-0072-05

作者简介　1 博士研究生；2 教授，通信作者，电子邮箱：ardwxiao@

scut.edu.cn；1&2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

ABSTRACT　  As one of the largest cultural landscapes in human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flects regional human-earth relations 

and has distinctiv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Relative to the villages of Han 

nationality,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well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more 

influenced by population size, so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natural environments and have obvious vulnerability. In recent tim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modernization, 

ethnic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is a risk of cultural 

convergence and los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ttlement-based 

cultures of ethnic minorities. Advancing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well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maintaining 

the multicultural ecology of nationalities, consolidating the unity of 

Chinese cultural pluralism, and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Due to the urgency of studying and protecting villages and dwell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gnificant 

scattering and small clustering of those villages, this study first explored 

the applicability of cultural geography to the research on minority 

villages and dwellings. This was done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whole-area coverage of cultural geography samples, a comprehensive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framework, and the obvious cross-disciplinary 

features. Second, the contents and advantages of cultural geography 

in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well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cultural ecology, diffusion, landscapes, areas, 

traits, identity, and integrated mechanisms. Among them, cultural 

ecology reveal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cultural pattern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a particular environment by explai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s. With the precise 

positioning of cultural geography, it is possible to portray the path and 

process of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ethnic culture by comparing the traces 

of cultural diffusion and integration of minority villages and dwellings 

horizontally and revealing the patterns of residential cultural diffusion 

and its influence. By visuall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village and dwelling types,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traits of 

the same ethnic group in different regions or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same region, the cultural zones can be divided by spatial overlap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intrinsic cultural traits extracted. The study 

of micro-cultural space and local identity can ameliorate the deficiency 

of neglecting individual cultural identity under big-data analysis and 

improve people's cultural identity in villages. The far-reaching method 

of cultural geography has a comprehen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natural, economic,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iation,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villages and dwell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This enhances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analysis. Finally, taking the Yao nationality as an example,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villages and dwell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is 

proposed.

　　With the extensive use of cultural geography and architectural 

methods, it is suggested that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well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be built; this will lay a foundation for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residential culture patterns, for deepening 

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for protecting villages of ethnic minorities. 

Meanwhile, it promotes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well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wellings;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al geography; Yao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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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的紧迫性与现实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发展史是一部不断“缩减”生存空间的历史，

也是一部民族交融—斗争—再融合的历史。从宏观上看，民族

矛盾不可调和而产生国家 [1]，但现实中多数国家又融合了多个

不同的民族，因此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要从人类

历史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去考察。从微观上看，各民族生产生活

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与交融性，只有从其地域环境、迁

徙过程、空间分异、文化交流、历史演变等多要素入手，才能

理解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形成与演化规律。历史表明国家

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就会加速，反之就会分异、

分裂成多个族群集团，演变成民族。中国历史上分离合并，称

为民族的多达几百个，新中国成立后共合并确立了 56 个民族。

在农耕文化和自给自足经济的固定思维影响下，族群人难以突

破时空思维和生产方式的限制。宋代以后，少数民族同汉族一

道，在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影响下，同化和分异的速度加快，族

群分散格局逐步加剧。近现代以来，在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

各民族间融合不断加强，民族文化存在趋同、特色丧失的风险。

事实上如果不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与支持，少数民族数量

会进一步减少，这虽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2]，但不利于文化多样

性的保护及文明的发展。

　　当前国家繁荣稳定，鼓励、支持少数民族发展，加强对少

数民族村落及民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研究，探究其传统的文

化空间、文化特质，揭示其生存演变过程与规律，传承少数民

族地区村落及民居的多元文化，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文化振兴，

巩固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目前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村落、

历史文化名村的研究集中在典型村落与民居的个案 [3, 4]、同一地

域不同民族村落的对比研究 [5]，重在描述村落及民居的公共空

间、形态特征、民居营建技术、文化价值、空间结构、发展规

划等 [6-9]，侧重村落及民居建筑本身及环境的静态特征把握，将

同一民族或几个分布在不同省份的少数民族进行系统的全域调

查，研究其源流关系、迁徙扩散、文化特质、文化区划的研究

尚不多见，缺少对少数民族村落文化扩散、动态演变、民族交融、

综合机制的深入研究，而传统村落及民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

需要以更大范围的空间和时间为参照，实现纵向与横向的比较

研究；否则，难以真正揭示传统村落及民居的文化内涵与特质，

局限了学科的发展。弥补以上研究不足需要突破以往传统的典

型案例研究范式，需要大量的样本材料支撑，同时需要一种科

学的理论与方法，而文化地理学能够帮助我们辨识空间和文化

的关系，以及文化源流分异等特点，更直观，更全面探寻其演

变机制及动力因素。

2 文化地理学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的适用性

　　本团队交叉运用文化地理学理论、建筑学与规划学的方法，

开展了中国南方 8 个省份和客家传统村落及民居的文化地理研

究，在村落及民居类型、历史演变、文化区划、文化景观识别、

综合机制研究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10-16]。随着研究范围的扩

大及研究的深入，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文化研究的

重要性与紧迫性，尤其是民族交融背景下汉族与少数民族居住

文化的扩散、整合、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据已有

研究经验，结合少数民族村落自身特征，文化地理学在研究少

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时具有明显的适用性：（1）少数民族村

落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需要全域、多样本、大数据的分析，

文化地理学通过全域调查，将分散在一定范围内少数民族聚落

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综合诠释少数民族村落全景及各种居住

文化之间的空间差异、相互影响，建立民族居住文化在空间上

和人群主体上的关联，从而全面系统地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

及民居的发展规律。（2）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文化的地域性、

民族性特征明显，在研究时既要关注少数民族生存、迁移的地

理环境差异，又要注重民族内生的特质，文化地理学时空结合

的分析框架有利于将多样的村落及民居类型与地理环境、民族

迁徙、文化传播建立联系，进行动态分析，在历史演变中综合

思考，建立多主体、多要素、跨时空的分析机制。（3）文化地

理学具有明显的交叉学科特性，可以将建筑学关注的类型差异、

规划学科关注的历史文化承载空间的保护、社会学关注的村落

组织功能、民族学关注的文化变迁纳入文化地理学时空分析维

度，建立综合分析框架，在更多要素、更深层次、更大尺度上

揭示其特色。

3 文化地理学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的内容优势

3.1 研究层次

　　文化地理学侧重探究文化现象的空间特点、空间规律以及

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村落及民居研究层次上大致可分为

点、线、面、体四个层次（图 1）。“点”侧重于从人与环境的

作用关系上研究典型村落及民居的类型与特征，解析居住文化

形成的自然、技术、经济等因素。“线（核）”探究典型村落

及民居文化的起源地特征，及由起源地向外迁移、扩散、演变

的路径与规律。“面”的研究体现在居住文化特质的空间差异，

侧重文化区的划分与文化景观特质的提取。“体”则从村落及

民居文化形成的自然—文化—经济—技术—政治等多角度解析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类型特征、空间分布、景观异同，便

于形成综合分析框架。

3.2 研究内容及其优势

　　（1）通过全域调查能够相对完整地全样本录入分布在不同

地域上的村落及民居数据，在更大尺度上揭示村落及民居形成

演变的规律。通过实地调研、文献收集、统计年鉴、卫星地图、

遥感数据、网络数据库等途径获取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空间位

置、选址格局、地形地貌、村落形态、公共空间、组织功能、

民俗信仰、民居形制、建筑材料、营造技术、装饰细节等信息，

建立基础分析数据库。这些反映聚居环境、组群格局、民居形

图 1 文化地理学关于少数民族村落研究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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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风貌的人文历史信息记录了少数民族的族群流动、文化传

播的轨迹、历史传承，只有用大数据调研才能做到全地域、多

要素的样本信息录入，做出相对严谨的分析过程和可靠的研究

结论。

　　（2）文化生态通过阐释人与环境的作用过程，建立民族—

地域—居住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文化地理学主张从人类生存

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诸因素的交互作用来研究文化产生、

发展和变迁的规律，侧重研究文化与环境间相互作用关系，在

民族居住文化与地域环境之间建立系统联系，揭示民族的地域

性特征与地域的民族性特征。如文化地理学中文化生态研究可

以较好地阐释相同民族不同地域下村落及民居差异及其形成过

程，相同地域下不同民族的村落及民居景观差异（图 2），即人

类如何适应不同环境、在一定的生产力下创造了具有特殊形貌

的文化模式。如粤北连南瑶族如何利用山区环境在一定的耕作

条件下创造了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的居住模式，使瑶族村落与

环境维持良好的互适关系（图 3）。 

　　（3）文化地理学在横向上考证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文化扩

散、整合的痕迹，探究民族村落及民居文化扩散的路径与作用

方式，阐述民族文化空间演变的路径与过程，揭示居住文化扩

散规律及其影响。如同为瑶族村落（图 4、5），湘南瑶族由于

地处平地与汉族交往密切，受汉族影响较大，形成天井院式民居；

粤北瑶族，深居高山，环境封闭，受自然条件影响形成典型的

排屋式民居。文化扩散与整合研究，横向上有利于民族融合背

景下民族村落及民居文化特质保留，纵向上为乡村振兴中的少

数民族村落及民居文化保护传承提供依据。

　　（4）文化地理学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的全域研究有

利于文化区的科学划分。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是以不同地区盛

行的文化特质的差异而划分的一种空间单位，即在同一区域内，

村落及民居文化要素以及反映其文化特质的景观呈现一致性的

特征。由于民族文化呈现地域差异，文化地理学可以直观地比

较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域或不同民族在相同地域的村落及民居类

型、文化景观、内在模式、文化特质的异同，落图叠合分析划

分出不同的文化区，同时根据典型文化特质、集中程度，科学

划分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也可以通过文化区结构动态演变，

解析文化区演变的动力因素。在同一地域中，通过不同民族村

落及民居景观的差异，探究地域中的民族性及民族交融中文化

传播的梯度关系。如共处贵州黔东南州相同地域下的侗族与苗

族的村落文化迥异（图 6、7），侗族村寨依山傍水，具有南方

田园特征；苗族多居高山峡谷，属于山地型特征。

　　（5）文化地理学通过对不同居住文化模式的比较及演变规

律的研究，从中提取出内化、固定的、典型的文化景观与特质，

有利于加强地方文化保护，传承优秀民族文化。文化特质是一

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标志，是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的

重要依据。文化地理学将村落及民居各主要文化景观要素直观

落图后，易于揭示少数典型文化景观要素的空间集聚与空间差

异，通过识别核心区与边缘区文化景观的差异，对比民族交融

地带文化景观作用关系，推演典型区域文化景观历史变迁过程

等，据此提取民族村落及民居代表性文化特质。

　　（6）新文化地理学注重村落及民居微观文化空间、在地性

的研究，可以提升村落主体的文化认同、地方认同。大数据调查、

统计方法具有大样本中寻找规律的优势，但容易忽略个体的差

异。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本质上是对文化遗产价值缺少认同。

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的研究既要从宏观上探寻“空间”的规律，

3

2

居住文化
模式 A

居住文化
模式 B

居住文化
模式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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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准确定位在地图上，可以明显发现现存瑶族村落主要分布

在南岭山脉两侧及大瑶山区，南岭南侧多于北侧，广东、贵州、

湖南几个较少瑶族人口的省的瑶族村落集中分布在靠近广西的

边界上 [19]。这些现象使我们思考：瑶族传统村落及民居文化核

心区与边缘区文化特质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形成、演变的过

程与机制是什么？同时从众多现存瑶族村落的分布看出，绝大多

数瑶族村寨都聚居在山区，少有分布在平原或山下冲击平地的

聚落，但从历史文献记载及族谱分析可知，也有相当数量的瑶

族先民是定居在平地上的。对瑶族现存村落多位于山区的解释，

绝大多数认为这是历史上民族斗争、压迫、迁移所致，但却低

估了或甚至忽略了文化整合、文化交融甚至同化的作用。一部

分居住在平地的瑶族先民和汉族等其他民族交流更频繁、文化

融合的更紧密，逐步被同化为汉族。因此，以瑶族为例，运用

文化地理学理论结合建筑学等方法以瑶族村落及民居文化景观

为研究对象（图９），全域调查分布在几个省份的瑶族传统村

落，录入相关信息。研究内容包括：以文化生态和结构功能探

究瑶族村落及民居的类型特征及文化内涵，以文化扩散、分布

格局探究瑶族村落及民居空间分异的过程与结果；以影响因素、

演变过程探究瑶族居住文化的动态演变，继而解决瑶族传统村

落及民居文化特质形成过程、文化区形成机制、文化景观演变

规律几个核心问题，达到认识瑶族传统村落及民居类型特征、

时空演变机制的目标，为瑶族传统村落的特色传承、文化振兴

提供依据。

 

结论

　　传统村落及民居是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载体之一，反映人

地关系，具有鲜明的区域人文特色。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有其

自身的特殊性，内生于农耕文明的民族村落在近现代社会发展

进程中，其发展演变受到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少数民族

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既要将其放置在的特定地域中思考人与地

域环境的关系，又要将其纳入横向文化交流中对比研究；既要

也要注重微观“地方性”文化的形成。要将抽象的“空间”，

变成具体的、异质的、变化的“地方”，注重“空间”形成“地方”

的过程，强调“空间”与环境、居民、具体事务的联系，建立“空

间”与“人”的关系，形成地方认同。如在侗族地区新建鼓楼时，

部分村寨追求美观、大气、豪华（图 8），在村落入口处修建精

美的鼓楼，未考虑村民的使用习惯与鼓楼的作用，失去了鼓楼

的传统文化意义。

4 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及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方法举例

　　以瑶族传统村落及民居为例，瑶族现今主要集中分布在广

西、湖南、广东、贵州、云南等几个省份中 [17，18]，通过将瑶族

图 2 地域环境、民族与居住文化模式的关系

图 3 粤北南岗瑶寨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共生

图 4 湘南江华瑶族天井院民居                                    

图 5 粤北连南瑶族排屋

图 6 贵州黔东南州侗族村落环境                            

图 7 贵州黔东南州苗族村落环境

图 8 某侗族新修鼓楼

图９ 瑶族传统村落及民居文化地理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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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某一历史断面中居住文化的形成，又要注重社会变迁中的

历史演变。文化地理学以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文化景观为对象，

分别从文化生态视角审视居住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化扩

散阐释居住文化传播的路径与空间过程，文化特质识别民族文

化特征，文化景观变迁审视居住文化的演变，从文化区划的角

度综合解释居住文化形成、演变的机制。综合运用文化地理学，

可以深化民族居住文化模式的认识，整合已有研究成果，在更

大尺度、更深规律上推动少数民族村落及民居的研究。

图片来源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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