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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活化视域下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与

发展研究
原芮 李国旭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康定，626000；

摘要：本文聚焦甘孜州民居建筑的传统营造技艺，探讨其在康巴文化中的独特价值与传承挑战。研究指出，甘孜

州的民居建筑如丹巴碉楼、乡城夯土藏房等，不仅反映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智慧，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面对

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技艺的流失，文章提出了加强教育宣传、培养专业人才、促进技艺创新及政策支持等保护与传

承策略。通过多方位努力，可有效推动甘孜州传统营造技艺的活态传承，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作出贡

献。未来研究方向包括数字化保护、社会文化影响分析及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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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甘孜州民居建筑是康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营造

技艺具独特价值与传承意义。作为出川入藏的重要门户，

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传统民居建筑作为甘孜州文化的

重要载体，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些民居不仅

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自然生态观，还深受藏传

佛教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格。

甘孜州民居建筑的营造技艺丰富多彩，包括木作技

艺方法、构造技术，石砌技艺，木雕工艺等等。这些技

艺不仅体现了工匠们的精湛技艺，更是藏族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例如，丹巴县的碉楼碉房，嘉绒藏族同胞掌握

了片石筑墙的工艺，还有独特的“白石崇拜”；乡城县

的夯土藏房，外部墙体为夯土围合，内部有圆木榫结而

成的框架结构；康定片区的木雅民居，石砌艺术精湛，

外墙有收分，下宽上窄，墩实感强。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营造技艺面临

传承困境和挑战，亟需在非遗活化的视域下寻求新的发

展路径。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弘扬民族文化，通过对甘孜州代表性民

居建筑的实地调研、采访及测绘，结合多学科理论知识，

深入研究传统营造技艺，系统梳理建造过程、性能、艺

术表现手法等内容，整合地域性特征，提出保护与传承

发展的策略，传承与发展藏族建筑传统营造技艺。

同时，结合非遗活化的理念，探索传承与发展藏族

建筑传统营造技艺的有效路径，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

研究，为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提

供科学有效的策略，为传统民居建筑在现代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为非遗文化的发展贡

献力量。

2 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艺的学术意义

2.1 弘扬民族文化

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艺是藏族人民智慧的

结晶，其建造过程涉及建筑选址、布局、质地、色彩等

多个方面，无不体现着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与适应，以及

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表达。对甘孜州代表性的民居建筑

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能够让我们在传统文化资源的深

入思考中汲取智慧，传承与发展藏族建筑传统营造技艺，

进而弘扬民族文化。通过将这些传统技艺与现代社会相

结合，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更多人了解和

认识藏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2.2 突破传统研究模式

以往对于甘孜州民居建筑的研究多集中在建筑学、

环境适应理论等方面，侧重于传统村落与民居环境、民

居保护等内容，而在营造技艺与民居物质与非物质遗产

研究、乡土知识传承与发展等方面的资料相对匮乏。本

研究在重视民居建筑物质形态的基础上，更加突出遗产

文化作为被使用者的活态性，以及与其他非遗文化的适

配与耦合共生关系的研究。通过从文化角度出发，横向

挖掘民居建筑的营造技艺在非遗活化视域下的内涵，拓

展研究视野，提升研究境界，为民居建筑研究开辟新的

模式与方向。

3 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艺的现实意义

3.1 普及和发展民居建筑知识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的建筑风貌受到冲击，

新民居采用现代化材料和工艺，导致传统特色丧失，建

筑风貌趋于标准化。通过对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

艺的研究与推广，可以普及传统技艺的知识，让人们认

识到其独特价值，唤醒传统技艺的“用武之地”。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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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在城镇建设中合理保留和运用传统元素，避免盲目

追求现代化而忽视民族文化传承。

3.2 助力非遗传承保护

在非遗和文旅的大环境下，保护文化遗产对城镇建

设和城市发展至关重要，能够提升民族地区建筑设计的

软实力。通过科学整理甘孜州传统营造技艺，建设可视

化的资源库，加快多维化非遗传承保护。具体举措包括

增强保护意识、健全法律制度、加强队伍建设，以及对

传统建筑进行分类保护，确保传统技艺得以传承和发展，

为非遗文化的延续贡献力量。

4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艺的主要内容与
特色

4.1 主要营造技艺类型

甘孜州民居建筑的传统营造技艺丰富多样，涵盖了

木作技艺方法、构造技术、石砌技艺、木雕工艺等多个

方面。

以丹巴县为主的碉楼碉房，生活在大渡河流域的嘉

绒藏族同胞掌握了片石筑墙的工艺，随着生产、生活的

需要，修筑高碉成为川西北河谷地带嘉绒藏族典型的文

化特点，且当地的“白石崇拜”也为其建筑增添了独特

的文化内涵。在碉楼碉房的建造过程中，片石的选取、

砌筑的方式以及墙体的结构设计等都体现了精湛的石

砌技艺。

乡城县为主的夯土藏房，其外部墙体由夯土围合而

成，内部有圆木榫结而成的框架结构组合而成，结构奇

特，工艺复杂而富有民族性。夯土的制作、夯实的程度

以及圆木榫结的工艺等都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

艺。

以道孚为主的崩科建筑，道孚人民巧妙地利用本地

建材精心打造居室，使其冬暖夏凉，尤为抗震。四壁多

以片石砌墙或用泥土夯筑而成，它的内层结构是纯木材，

间隔为各种用途的房间。房间上装木望板，下铺木地板，

顶用桦树皮或木条垫底再铺“阿嘎土”，屋架门窗外表

的部分，则多以油漆或自制涂料。在崩科建筑的营造过

程中，涉及到石砌、木作、涂料制作等多种技艺的综合

运用。

康定片区的木雅民居，其石砌艺术精湛，木雅民居

建筑以石木结构为主，外墙用片石砌成，而且工匠都是

砌反手墙，手脚架在墙内由内向外砌墙，砌墙时不用吊

墨线，内墙笔直，外墙有收分，下宽上窄且收分都在 5%，

这样建出的房屋远观下宽上窄，墩实感强。木雅民居的

石砌技艺不仅要求工匠具备高超的手艺，还需要对石材

的特性、墙体的力学结构等有深入的了解。

4.2 民居建筑特色

甘孜州不同地区的民居建筑在外观、结构、装饰等

方面各具特色。

丹巴民居的外观通常呈现出白色墙体与塔状砌体

的组合，这种独特的外观设计不仅美观大方，还与当地

的自然环境相得益彰，凸显出嘉绒民居的风格特点。其

内部结构合理，能够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时在装饰

方面也颇具特色，如在门窗、屋檐等部位采用木雕、彩

绘等装饰手法，展现出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

道孚民居以石木结构为特色，外观上给人一种敦实

厚重的感觉。其独特的“崩康”（一种小型的宗教建筑）

点缀在民居建筑群中，增添了浓厚的宗教氛围。道孚民

居的内部空间布局合理，房间功能分区明确，在装饰上

同样运用了木雕、彩绘等手法，且色彩鲜艳，图案精美，

体现了道孚藏族人民的审美情趣。

5 营造技艺的难点与挑战

在乡土文化环境和营建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民

居建筑中的营造技艺与现代技术的适配面临诸多难点。

5.1 技术冲突

传统营造技艺在材料和工艺方面与现代技术存在

明显冲突。传统民居建筑多采用石块、夯土、木材等自

然材料，如甘孜州的碉楼碉房以片石筑墙，夯土藏房以

夯土围合墙体，木雅民居以石木结构为主。而现代建筑

则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玻璃等新型材料。传统工艺

注重手工技艺，如丹巴石砌技艺中的反手砌筑，凭借工

匠的经验逐级收墨，使建筑物坚固无比；道孚崩科建筑

的纯木材内层结构，通过榫卯连接，间隔为各种用途的

房间。现代建筑则依赖机械施工和标准化流程。这些差

异导致在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过程中，材料的兼容性和工

艺的衔接成为难题。例如，传统的夯土墙体与现代的防

水、保温材料如何结合，既能保持传统建筑的特色，又

能满足现代居住的功能需求。

5.2 保护与传承的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甘孜州民居建筑营造技艺面临人

才短缺的严峻问题。一方面，传统技艺学习周期长、难

度大，需要工匠具备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如丹巴

石砌技艺中的反手砌筑技术和道孚崩科建筑的榫卯连

接。另一方面，年轻一代更倾向于现代职业，对传统技

艺兴趣不高，导致熟练匠人逐渐减少。

现代文明对甘孜州传统营造技艺带来了巨大冲击。

现代建筑材料和新工艺的广泛应用，使得传统材料和工

艺被边缘化。无论是城区还是乡间，都充斥着现代化建

筑材料建造的新民居，导致传统技艺的弃用。例如，一

些地区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材料，而传统的石

块、夯土、木材等材料被忽视。现代生活方式和审美观

念的改变，也对传统营造技艺产生了影响。人们追求个

性化、舒适性和便利性，对传统民居的功能布局和装饰

风格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现代居民希望有独立的卫

生间、厨房等设施，而传统民居在这些方面往往不能满

足需求。此外，旅游业的发展也给传统营造技艺带来压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5 期

JZK publishing 社会企业经济发展

118

力，一些地区为了迎合游客需求，对传统民居进行过度

商业化改造，破坏了传统建筑的风貌和特色。

6 传承与发展的策略与方法

6.1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保护意识

通过多种渠道，如举办文化展览、开展科普讲座、

利用新媒体平台宣传等方式，加强对甘孜州民居建筑传

统营造技艺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意

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与传承的良好氛围。

6.2 培养专业人才，建立传承体系

针对传统营造技艺面临的传承困境，应加大人才培

养力度，建立完善的传承体系。可以在当地职业院校或

高校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的新一代传承人。鼓励民间艺人与专业院校合作，开展

师徒传承、非遗传习工作室等活动，确保传统技艺能够

得以传承下去。

6.3 推动技艺创新，促进融合发展

在非遗活化视域下，传统营造技艺需要与现代社会

相适应，实现创新发展。将传统营造技艺与现代设计理

念、建筑材料、施工工艺等进行融合，创造出既保留传

统特色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新型民居建筑。可以通过

举办设计竞赛、创意工坊等活动，激发创新灵感，推动

传统营造技艺的创新发展。

6.4 强化政策支持，完善保护机制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设立专项保护资金，用于传

统技艺的研究、传承、保护和创新。制定有利于传统技

艺传承与发展的法规和政策，如对传统建筑的保护、传

承人的扶持等。同时，加强对传统技艺传承人的管理和

监督，确保保护资金的合理使用和传承活动的有效开展。

全面与重点保护相结合，全面保护甘孜州的传统营

造技艺，重点保护具有重要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技

艺。记录保护与传承保护并重，详细记录和整理传统技

艺，通过传承人的培养和实践应用，确保技艺的传承和

发展。本体保护与环境保护相结合，保护民居建筑本体

的同时，注重对周边自然环境的保护，保持传统村落的

整体风貌。

通过多举措并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体系，

为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有

力保障。

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总结

本研究在非遗活化视域下，对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

营造技艺进行了全面分析。通过对其学术意义、现实意

义、主要内容与特色、研究重难点等方面的分析，提出

了一系列传承与发展的策略与方法。研究表明，甘孜州

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艺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

术魅力，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现代社

会中，其面临着传承困境与发展挑战，需要全社会共同

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与传承。

7.2 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技艺的传

承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

进一步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利用数字化技术，如三维建模、

虚拟现实、数字博物馆等，对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营造

技艺进行更全面、深入的记录、保存和展示，让更多人

了解和欣赏这些传统技艺。

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深入研究甘孜州民居建筑传统

营造技艺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包括对居民生活方式、

社会关系、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影响，为其传承与发展提

供理论支持。

与现代设计融合的创新发展路径：探索传统营造技

艺与现代设计的融合，使传统技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例如，借鉴现代色彩理论和简约风格，创新传统色彩和

造型设计，使民居建筑既具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

美。

可持续发展研究：研究如何在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的

同时，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的友好保护。从建筑

材料选择、能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入手，探索

传统营造技艺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

通过以上进一步的研究，有望为甘孜州民居建筑传

统营造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更全面、更有效的解决方

案，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护非遗遗产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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