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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雷鸣 张家界市自然资源事务中心
主任、张家界土家族传统建筑与现代
应用研究会会长

吊 脚 楼 的 美 更 多 的 是 人 与 自 然 、
建筑的和谐相处，只有人们在其中生
活才更具有生命力。石堰坪吊脚楼的
美富有田园气息、生活情趣，其主要
体现也是生态美、环境美与自然融合
之美。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
何让历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一大
重要课题。

对此，我有两点想法，打造出传
统建筑保护与现代建筑的材料、工艺
相结合的新派土家建筑，将传统的文
化、建筑、艺术、生活、民族这些元素
与现代工艺巧妙融合，使之成为既富有
传统民族元素，同时又兼顾现代需求的
建筑，比如在传统保护的基础上带来轻
钢建筑的快速搭建、安全性、装饰里加
入现代元素。另外，与相冲突的现代建
筑实施异地建设，在村落重新拓展一
个区域，方便村民修建现代建筑，不
破坏全村整体的大致格调。

石 继 丽 张 家 界 市 政 协 副 秘 书 长 、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吊 脚 楼 是 一 种 回 忆 ， 是 一 种 乡
愁，更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如何把土
家 族 元 素 符 号 植 入 建 筑 作 品 中 并 传
承 ， 我 认 为 设 计 者 首 先 一 定 要 理 解 、
了解、认同它，这种美才是根植于内
心的。

随 着 经 济 、 城 镇 化 的 快 速 发 展 ，
保存原汁原味传统建筑这个前景是令
人担忧的，但我认为仍然有很多工作
可以做。首先是深入人心的保护观念
的培植。其次是把窗花、翘脚、檐吊
等 吊 脚 楼 建 筑 元 素 符 号 ， 通 过 雕 刻 、
刺绣等嵌入的方式保存在城市重要地
段、市民广场、小巷公园以及标志性
建筑，从而达到现代与传统相统一的
和谐之美。三是通过专家、作家、摄
影家、画家、民俗家立体记录的方式

予 以 保 存 ， 让 它 们 做 史 料 传 承 下 来 ，
并在以后通过书画、刺绣、工艺品等
等方式复活。

田野军 张家界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院长、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高级工
程师

我认为，坚持一定的范围内把我
们吊脚楼建筑形式原原本本地传承下
来，在适当的区域，功能、体量、环
境下，接照传统营建法式建设一些民
族建筑作为标本留给后人。当然，社
会在快速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
了很大变化，追求对过去生活的向往
又迎合社会发展，可以适当做些改变。

建筑群落是空间满足人类心理需
求的空间，使用的人内心认同才是好
的建筑。把土家元素真正“DNA”精
髓融入建筑作品之中，希望我院的规
划 师 、 建 筑 师 们 能 够 用 最 先 进 的 材
料、简洁的手段，创作出既能传承土
家建筑的“DNA”，又能满足生活功能
空间的现代生活新作品。

田坤生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湖南
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
会会员、中国民族书画院院士

关于吊脚楼的传承，它是湘西土
家族风土建筑的代表名词，是湘西民
居精华所在，吊脚楼别具一格的造型
产生了独特的魅力，既体现了土家族
的清新秀美、舒展大方，又反映出民
居 形 式 中 的 古 朴 粗 旷 及 其 原 始 的 野
性，这一形式很好的反映了湘西风土
建筑构图上的自由灵活和浪漫情趣。

通过这次参观学习，我认为要依
照古为今用为原则，按照自然风水学
的原理，结合自然的秀美，设计成精
美的居所，打造出亮丽的风景线。另
外，在建筑过程中，可以适当进行改
良，原本的形式还是不能变，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

陈玉林 张家界旅游协会客栈分会
会长、五号山谷创始人

土家吊脚楼的美在于它的依山而
建，在于当时工匠的用心。虽然我从
小在土家吊脚楼长大，富有深厚感情，

但土家吊脚楼传承和运用我认为还是
要融合要学习，我们不能抱残守缺，要
尝试改良它，要有新材料的融合。

把山野做到极致，把生活做到极
简 。 把 品 质 做 好 ， 要 做 产 品 的 舒 适
感 ， 其 次 要 有 体 验 感 。 在 用 材 方 面 ，
尽量不破坏土家元素情况下，去做到
融合和发展。

向明龙 张家界御匠仿古工艺有限
公司董事长

为人学艺先学房，自己从小是住
在吊脚楼长大，现在吊脚楼跟早期自
己住的吊脚楼还是会有区别的。吊脚
楼俗称为“悬崖上的鸟窝”，往下吊一
层才是真正的吊脚楼，上层通风、干
燥、防潮，是居室；下层是猪牛栏圈
或用来堆放杂物。

吊脚楼是在湘西这一带，多山区凹
凸不平的地面就势而建，在功能上主要
是为了节约土地，建设成本低，更体现
了当地人因地制宜、闪光的建筑智慧。

汪澍嵩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人
员

这 次 采 风 之 行 最 大 的 感 触 就 是 ：
土家人如此美好的建筑风貌、朴实的
风土人情，怎样才能让我们年轻人也
能感受到呢？

土家吊脚楼的形成与格局赋予土
家人的生活不同的内涵。“火坑旁的教
育”，在现代的生活空间里已经缺失了
这个传统、具有生活气息的东西。今
天在村民全爷爷家，家里梁上八个字

“京兆家风，勤劳致富”，这是家族长
辈对晚辈的教诲和警醒，让他们的后
辈牢记并不忘初心去做人做事。而如
今大部分家庭都已经丢失了这种传统
家风家规的教育，我想丢失的不仅是
家风家规，更是祖辈对晚辈的期许的
延续和传承。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唐晴 实习生
江小芳）

本报讯 9 月 6 日至 7 日，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组织“寻找土家吊脚楼之
美”文化采风活动调研组走进王家坪
镇石堰坪村，来自我市文化艺术界专
家学者、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规划师
和建筑师们一行共 20 余人开展采风调
研，全面探访石堰坪土家吊脚楼古建
筑群，近距离感受土家族民族民俗文
化，并就传承和弘扬传统建筑文化展
开深入探讨。

此次采风活动由张家界市规划设
计 研 究 院 主 办 ， 张 家 界 日 报 周 刊 中
心、吉首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协
办。活动期间，调研组一行深入土家
族原生态村庄石堰坪村实地参观考察，
一边听讲解一边记录，还不时询问，感
受石堰坪独特的风土人情。座谈会上，
调研组跨界对话、畅所欲言，围绕土家
吊脚楼的传承及保护对乡村振兴、精准
扶贫的意义、不同类型土家吊脚楼的功
能区别、如何将多层和高层建筑设计融
入土家吊脚楼元素等话题进行现场交
流，分享真知灼见。

别致的檐角、古香古色的吊脚楼
群，水碾、筒车、老式油榨作坊⋯⋯
王家坪镇石堰坪村，依山而建，以土
家文化为载体，集土家建筑、田园风光、
民俗风情于一体。这里的村落建筑古
朴原始，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由 200 余
栋多建于明清时期的土家传统吊脚楼
构成，其建筑形式多样，别具一格，有着
较高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独特的艺术
价值和深刻的文化内涵。2013 年 5 月，
石堰坪古建筑群正式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活 动 中 ， 调 研 组 获 得 了 不 少 真
实、生动的原生态素材，对该院进一
步探讨“土家吊脚楼传承和运用”这
一课题，汲取各行各业对于土家吊脚
楼建筑格局、风貌传承的思考精髓，
更好地继承和传承土家吊脚楼这一文
化瑰宝具有深远意义。据悉，该院后
期还会相继开展更多关于土家吊脚楼
如何传承、运用的主题研讨和采风系
列活动。

（本报记者 唐晴 实习生 江小芳）

“寻找土家吊脚楼之美”文化采风活动走进石堰坪村

探访吊脚楼，品原味土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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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现代建筑中传承土家吊脚楼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