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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村落作为中国建筑发展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亦是当时人民在生存生产及相互交流中所产生的生态环

境载体。深入研究传统村落，对于当地发展以及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学术价值。满族传统

民居作为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其建筑充分反映出满族传统民居的历史渊源、

建筑特色与文化内涵。开展满族传统民居的相关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其独特价值。在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背景下，

积极思考满族传统民居的发展方向，从而为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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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满族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少数民族，其传统民居在历

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满族传统民居不仅

是满族人民生活的物质载体，更是满族文化和古代人民

建筑智慧的重要体现。其中的建筑选址，空间布局，建

筑构造和材料等无一不在证明古人的生态智慧。但随着

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满族传统民居面临着诸多挑战，如

城市化的冲击、传统建筑技艺的失传等。因此，从满族

传统民居中的生态智慧入手，进行研究，探索在当今社

会满族传统民居的保护和发展方向。

1 满族传统民居的历史沿革

1.1 满族历史沿革

满族历史可追溯至远古，其先民在历史舞台上留下

了深刻足迹。金朝覆灭后，女真人南迁至淮河以北。入

元后，女真人与其他民族融合。在松花江流域、黑龙江

中下游及太平洋沿岸，部分女真人延续传统，成为“满

洲”的起源。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族名定为“大

清”
[1]
。时至今日，满族人民也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等

地区。

满族传统民居的形成深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其

中涵盖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制度等诸多方面。

东北地区的气候特点极为鲜明，冬季寒冷而漫长，夏季

则短暂且凉爽。为了更好地适应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

满族传统民居通常具备良好的保暖、防寒性能
[2]
。

1.2 满族传统民居起源

满族先民受多种因素制约，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转变，

居住形式从穴居、巢居逐步演化为地面居，由此形成了

有别于其他民居的独特建筑风貌。因气候影响，满族先

民发明了兼具取暖与做饭功能的“火炕”，这一特色设

施沿用至今。

在明清时期，满族受到汉族等民族的影响，富有满

族特色的合院形式的民居逐渐得以形成。这种合院民居

既融合了其他民族建筑的优点，又保留了满族自身的特

色，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新农村建设被提上

日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满族传统民居的破坏不可忽视。

许多满族传统民居遭到拆除或改建，导致现在大多数农

村地区缺乏了独特性，满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因此受

到了一定的制约
[3]
。

因此，满族民居保护与满族文化复兴迫在眉睫。我

们需深入剖析满族建筑的历史、营造方式及现状，运用

多学科方法，从生态营造角度深入挖掘其价值内涵，积

极探寻保护和发展满族传统民居的有效路径，助力满族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 满族传统民居的建筑特色及生态理念

2.1 布局与选址

不同的地形地貌对民居的分布及建筑特色有一定

影响，由于东北地区地形多样，水系较多，满族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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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地探索下选择出最利于生存生活的选址位

置：首先，周围环山，选址背风且地势较高，其次建筑

靠

近水源，可以见得，当时居民在进行选址时考虑了

避免洪水的侵袭，又有利于采光和通风
[4]
。

布局上，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在村落布局上，大致

靠主干道行列式布局。受汉族民居影响，满族传统

民居通常采用四合院的形式，由正房、东西厢房和

门房组成。四合院的中心是庭院，居民间距大，阳光充

足，通风较好，利于晾晒衣物、种植花草等
[5]
。

2.2 建筑单体

受气候影响，东北地区冬季寒冷且周期较长，满族

民居着重考虑保暖问题，所以民居基本为坐北朝南

且入口设置在南面，利用冬季保暖，夏季防热通风。

民居平面为长方形，多硬山形式，从生态建筑角度分析，

容积相同下，接触外界面积较小的建筑物散热更小，则

建筑物保温性能好，更为节能。同时，东北地区要考虑

采暖问题，故此，建筑东西方向跨度大，南北方向小，

保证室内空间适宜且南向采光良好
[6]
。

2.3 建筑结构

满族传统民居的建筑结构主要有木构架和砖石结

构两种。木构架结构的房屋以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采

用榫卯连接，建筑整体中木构架受力，墙体主要起保温

作用，具有结构稳定、抗震性能好等优点。这种形式与

北京为代表的小式建筑类似
[7]
。

砖石结构的房屋则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主要考

虑保温防寒，墙体厚实，一般厚度 400 以上。

同时，考虑到东北温差问题，民居在外墙脚对着柱

子会开设洞口，用于通风防潮。在建造过程中，当地人

就地取材，黄泥、石头、木材等成为主要建筑材料，降

低成本同时又具备地域属性。

2.4 建筑材料

生产技术的进步影响了民居的建造材料和结构技

术，进而改变了建筑形态和取暖方式。满族传统民居以

木结构为主，受木材尺寸限制，空间较为紧凑，多为三

间布局，无横向隔墙，形成单列平面。木结构技术限制

了民居体量。随着技术发展，民居结构从木结构转向砖

木结构，应用于改建和部分新建民居。满族民居特有的

“灶-炕-烟囱”取暖方式导致炊事空间北移，砖结构带

来内部分隔的灵活性和多样化，取暖方式从木柴转向阳

光房和空气能等新技术新材料。

2.5 火炕

火炕是满族室内重要取暖方式，升温原理是，烧火

做饭时，产生大量热量随着进入到卧室中的的通道，加

热炕面，室温也随之升高。满族人对于居住空间的朝向

有着特定的重视顺序：他们视西方为最重要的朝向，其

次是南方，最后是北方。这种朝向观念直接影响了炕的

功能布局：西方的炕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专门用于上

贡祭拜，体现了满族人对西方的尊崇。因此，在这个炕

上是不允许坐着或躺着的，以保持其庄严性。南炕则更

多地融入了日常生活，主要用于生活起居，成为家庭成

员日常活动的中心。北炕则主要用于烘干谷物等实用功

能，反映了满族人在生活中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
[8]
。

随着社会变迁，满族居住习惯亦随之改变。人口减

少和房间增多导致炕的设置调整，北炕因不再用于烘干

谷物而被淘汰，仅保留南侧或西侧炕，有时甚至只保留

南炕
[9]
。

综上所述，满族人的居住朝向观念及其炕的功能布

局，既体现了他们对传统习俗的尊重，也反映了他们根

据时代变迁灵活调整生活方式的智慧，见图 1。

图 1 满族民居土炕示意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满族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

满族传统民居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宗教信仰：满族传统民居中，常常可以看到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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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密切相关的装饰元素，如萨满教的神龛以及佛像等。

这些宗教符号不仅彰显了满族人民对于宗教信仰的虔

诚，还深刻反映了他们的精神追求与心灵寄托。

等级与家庭观念：满族传统民居的四合院布局，巧

妙地体现了满族人民的家庭观念与等级制度。四合院中，

正房往往作为长辈的居所，象征着家族中的权威与尊重；

而东西厢房则安排给晚辈居住，展现了尊老爱幼、长幼

有序的传统美德。这种布局不仅体现了家族内部的等级

秩序，还强调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共处
[10]
。

审美观念：满族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与装饰艺术，

展现了满族人民的审美理念。崇尚朴素、自然、简洁之

美，强调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民居装饰精致，无论

是雕刻还是彩绘，都体现了满族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追求，增添了艺术魅力，传递了幸福生活的愿景
[11]
。

4 满族传统民居的保护及优化思考

城市化加速，满族传统民居面临拆除威胁，文化深

厚之地被现代建筑取代，独特风貌日渐消失。这些民居

不仅是满族文化的体现，也蕴含古人民生态智慧。故在

维护生态理念下，探讨保护和传承满族民居策略，成为

紧迫研究课题。

首先，保护满族传统民居，有效方法是使用本地材

料，既降低建筑成本，又凸显地域特色，增强居民归属

感。结合现代材料和建筑风格，可在保持传统的同时，

为民居注入新活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存。

其次，保护满族传统民居，关键在于因地制宜。鉴

于地理、气候、文化差异，各地民居特色鲜明，保护时

应考虑这些因素，制定适宜的发展模式。避免统一化保

护，确保每座民居个性。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扶

持，为民居保护与发展提供坚实支持。

再者，处理好新旧建筑之间的关系是保护满族传统

民居的重要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

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因此，在保护传统民居的同时，

也要合理规划新建筑的建设。

最后，保护与发展满族传统民居，应以生态理念为

核心。未来建设需融合时代、文化、地域特色，并注重

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民居本身蕴含生态智慧，如

自然采光、通风，应在保护中挖掘并创新。以展现民族

文化和地域特色为目标，推进生态建筑实践，这不仅是

对传统民居的尊重，也是对未来民居发展的引领。

5 结语

满族传统民居，作为中国建筑的宝贵遗产，以其独

有风格和文化价值著称。探究其历史、特色及意义，不

仅深化对满族文化的理解，也凸显保护此遗产的紧迫性。

面对现代化挑战，我们应融入生态理念，保护和推动民

居发展，保障文化遗产的传承。

这些民居不仅是满族生活记忆的载体，更是其智慧

和创造力的体现，展现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满族

传统民居作为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其保护不仅维

系文化传承，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

展望未来，我们应坚持生态理念，探索民居保护与

发展的新途径，使这一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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