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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涓唐涓：：灵魂栖息的家园灵魂栖息的家园
大地的辽远决定了房屋的距离与差

异，民族的众多彰显了居所的民俗与个
性。中国丰富多彩的民居式样可以组合成
世界上最大的民居博物馆。即使是民居的
研究者，也无法用脚步阅尽它们的全部面
目。民居是飞扬在大地上的优美音符，更
是收藏人类历史文化的丰厚宝典。

在寒风凛冽、空气稀薄的西北高原，
只有依偎黄河的土地丰饶潮润，草木葱
茏。黄河宽展的两岸和河湟谷地，高大厚
实的土墙围拢的院落随处可见。这便是青
海河湟地区最典型的民居样式——庄廓。

庄廓一词，是青海方言，其实就是四
合院。取之不尽的黄土是庄廓最主要的建
筑材料。在建筑中使用土，大约可以追溯
到远古的新石器时期。我们智慧的先祖在
那时就已学会用泥土块砌筑墙体。当时光
隧道延伸到今天，庄廓依然沿用黄土打筑
或用土坯砌筑成结实的院墙。青海干燥缺
氧，风大寒凉，因而决定墙的高度必须高
出屋顶50厘米左右，既能隔风保暖，又能

防御盗贼。黄土土质细腻，黏性较高，筑成
墙体稳重不易倒塌。庄廓院大多呈正方
形，站在高处向下俯视，恍若是巨大的印
章和微缩的城堡。

貌似朴拙的高大土墙遮掩了主人生
活的秘密。可当你推开精致的大门，温馨
有序的生活气息便扑面而来。青海庄廓以
四合院、三合院居多，主要采用木构架为
承重结构。这种技术早在秦汉就业已成
熟，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传统民居的主要
形式。不同的是，青海庄廓屋顶用草泥涂
抹，再用小磙碾压平，略向院内倾斜2-5
度，使雨水不易蓄积。平坦的屋顶扩展了
院里人的活动空间。晴朗的午后，屋顶是
晾晒粮食的最佳平台。炎热的夏夜，屋顶
又是纳凉消暑的惬意场地，于是平坦的屋
顶就成为庄廓的显著特点。难怪有歌谣
说：青海好，青海好，青海的屋顶可以赛
跑。

和许多地区的民居相似，庄廓布局合
理，经济实用。居室三间成组，堂屋居中，

卧室两侧。庭院中央设有花坛，种植果树、
花卉。四角暗房分别用作厨房、仓库、牲畜
棚及草料棚等。幽雅、静谧，与黄河两岸的
自然风光浑然一体。

门是最受重视的地方。在中国人的传
统观念里，门被称为“门面”、“门脸”，象征
主人的地位和身份。除此，民居的大门还
与住宅风水紧密相连。这种意识同样辐射
到了庄廓，被人们认为土得掉渣的庄廓不
加任何粉饰，所有的精彩都集中在了大门
上。向南为主并偏向一侧的大门刻有砖雕
和木雕。一些留存下来的老宅大门，设计
精美的木雕不仅花样繁多，还蕴藏着丰富
的民间寓意。

窗子是展示木雕艺术生动传神的另
一个舞台。比起江南形式多样的窗子，庄
廓的窗子主要采用北方四合院的花格窗。
由长短不同的横竖棂条组合出各种图案，
最常见的叫步步锦，不仅图形优美，还暗
含“步步高升，前途似锦”之意，深受当地
人喜爱。

前檐也是庄廓装饰的重点。木雕风格
端庄，敦厚质朴。造型有寿山福海、牡丹富
贵、暗八仙等。它们体现了民俗文化的精
致，也映照了洋溢在民间的生活情趣。

青海古建筑专家张君奇先生说：青海
居民的庄廓院是在青海高原长期的历史
条件下，漫长的高寒环境中磨砺出来的，
是青海劳动人民长期赖以生存的居所，承
载着青海的乡土文化。因而老庄廓里的建
筑装饰既想营造艺术感染力，又想节约成
本，就主要突出在大门、窗户、家具这些引
人注目的地方。那些遗留在老庄廓门楣、
窗棂、照墙、木雕，砖雕，彩绘艺术，在经过
漫长岁月濡染后所留存下来的残影，依然
令我们惊叹叫绝。遗憾的是，这些远离城
市的老庄廓也愈来愈没有了立足之地。现
代都市里高楼大厦的庞大身影蛮横地侵
占了人们的思维观念，在乡间诗意的田野
上，竖立起了越来越多的水泥小楼，模样
呆板相似，毫无生气。但愿黄土地上鲜活
的庄廓不会全部被水泥和钢筋所篡改。

碉房是藏民族独具匠心的建筑。那些
用青色石片建造出来的栖息空间，造型优
美、气势雄浑，我们只有抵达藏区才能目
睹它的英姿。

在果洛草原苍茫的山水间，有许多碉
房组成的村落。它们依照地势高低错落有
序地排列，碉堡似的外形恍若一个个威武
的勇士。当你手指触摸到碉房粗粝的石
块，才会惊奇地发现，那些由一块块青石
片严丝合缝垒砌起来的墙壁，居然没有任
何东西粘连，完全依靠天然造型相互咬
合。据说藏族人在建造碉房的时候，没有
图纸，也没有脚手架，这无疑更平添了碉
房这种传统技艺的神秘与深奥。

藏族人大多生活在高寒地区，所以依
山而筑，背风向阳是建造碉房的最佳选
择。碉房以二三层居多，底层是牲畜圈和
储藏室。二层是主人的住房，有堂屋、卧室
和厨房。三层为洁净敞亮的佛堂。顶层是
晒台。在高原饱满的阳光下，这里除了用
作晾晒粮食和什物，更重要的作用是曾经
的岁月瞭望把守，防御敌人。

外观古拙粗犷的碉房并不影响藏族
人对美的向往。他们在碉房四周的石墙
上，涂上红色或粉白色，再嵌上梯形的黑
框小窗。在楼层间隔的楣檐和伸出墙外的
椽木上，涂上对比强烈的五颜六色，造成
别具一格的审美效果。

在碉房内部，同样给我们呈现了一个
色彩斑斓的世界。整个墙壁都布满了吉祥
图案，客厅的蓝、红、绿三色是主要的色
调。分别象征蓝天、土地和大海。尽管藏区
距离大海非常遥远，但大海依然漂浮在他
们心中。就像八百万年以前，青藏高原就
是一片汪洋大海一样。尤其是顶层的佛
堂，墙壁上两种艳丽的色彩中间，用红、
黄、蓝描画出一条美丽的彩带。墙的顶端
画的是三色幔纹，用珠宝图案串接。柱子
一律漆成红色，柱头与木梁用蓝色作底，
上面也描绘有各种宗教图案。这些神秘的
图案无不向我们传递出藏民族古老的文
化信息。

在青海省某些边缘地带，我们还能发
现留存不多的碉楼，它们的高度竟然达到
20余米。这是历史的产物，为了抵御族群
间经常发生的械斗纷争。它高高地矗立在
大地上，俯瞰一切。浑身散射出的强悍美
感令摄影家们震惊叫绝，情不自禁将身体
匍匐下去。那用一根圆木砍成的木梯，更
像是深藏在碉楼内部的一首小诗，暗自绽
放。

当你来到高原，看见圣洁雪山和碧绿
草原掩映下古朴的碉房，看见在它不远处
耸立的白色佛塔，看见每个大门上随风飘
动的五色经幡，你一定会为这天人合一的
纯美画面而深深陶醉，心动神摇。

当我们离开城市密不透风的水泥森
林，驱车来到草原。被城市污浊的空气挤
压久了的心灵突然间变得舒展和安宁。进
入我们视野中的是纯净的天空和宽阔的
大地。碧绿的草原上，白色的羊儿和黑色
的牦牛在安详地吃草，薄雾似的炊烟在帐
篷上空缓缓飘散。这就是草原牧民如诗如
画的家园。

对于在无际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
牧民来说，黑牛毛帐篷便是他们温馨的家
园，它把牧人的身影诗意地定格在了草原
上。这个记载了久远历史的产物，发明灵
感源于早先牧民与牲畜的亲和关系。在茫
茫的大草原上放牧的牧民，为了抵御高原
夜晚肆虐的风寒，把自己的身体蜷缩在两
个牦牛中间取暖。随着生产方式的渐渐进
化，他们学会了用牦牛身上剪下来的毛纺
成粗线，再织成长条形的褐料。起初只是
遮盖身体，随后用木棍撑起空间，四周用
石块压牢。黑帐篷的雏形就这样诞生在牧
民的生活经验中。

人口的递增加大了对空间的需求，他

们开始将约22厘米宽的褐料缝缀在一起，
尺幅多少决定帐篷的大小。多数面积为
12—20平米，呈方形或长方形。他们先用
木棍支撑起高高的框架，上面覆盖牛毛褐
料，四角及腰部用牛毛绳牵引牢牢固定在
地上。帐篷正脊留有宽敞的缝隙，以利采
光和通风。在帐篷内部周围，用泥块或土
坯垒成的矮墙上面，堆放着牧民赖以生存
的青稞、酥油和晾干的牛粪，中间安置火
灶，灶后供奉佛像。四周地下铺垫的羊皮，
就是主人一家坐卧休憩的地方。在帐篷外
四周的拉绳上，还要挂满五色经幡。当需
要迁移草场的时候，他们的帐篷和全部家
当几只牦牛就能驮走，携带非常方便。所
以，在藏族人的观念里，能否独立完成一
座帐篷的拆建，是考量一个男人能否担当
起生活责任的试题。

牛毛帐篷严密厚实，具有热松冷缩的
特性。为曾经风餐露宿的牧民遮风挡雨，
提供了温暖的庇护。纺织技术的进步又使
草原上出现了一种白棉布帐篷。在炎热的
夏季，白帐篷凉爽透气，方便缝制。大的可

以容纳几十人，小的可以一人独享。
绚丽多彩的白帐篷特别讲究外观装

饰，白色的布料上一律用彩色的布条压
边。然后在白色的框内，剪贴上祥云、动
物、花卉等美丽的图案。每年7到8月是草
原的黄金季节。一年一度的赛马节是草原
的盛会，密集的五彩帐篷如天上的繁星，
与姑娘们华丽的服饰和纯朴的笑脸交相
辉映。对在城市水泥盒子蜗居的我们，这
是浪漫的诗篇，醉人的歌谣和洁净心灵的
炽热阳光。帐篷让草原散发出古老的神
韵，草原又赋予了帐篷绵延的生命。

和帐篷相似的是，蒙古包同样是游牧
民族在草原上四处安放的家。数百年里，
一部分蒙古族从额尔古纳河流域迁入青
海境内后，逐渐成为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主
要民族。蒙古包是极具民族特色的民居建
筑艺术形式。它以最简洁的手法和最省料
的工艺完成了既美观又实用的创造。集中
表现了蒙古人抵御大自然的全部经验与
智慧。从结构原理透视，蒙古包就像一只
巨大的伞。圆形的蒙古包主要由骨架和毛

毡两部分组成。它的四周侧壁分成数块，
用条木编成网状，安装时将几块连接围成
圆形，上盖伞骨状圆顶，再与侧壁连接。用
毛毡遮盖严实后，用绳索固定。蒙古包一
般朝南开门，四壁没有窗子。主要靠顶部
的圆形天窗采光、通风和排放炊烟。天窗
上覆有天布，夜间或风雪雨天将天布遮盖
天窗，可以保暖和保证安全。

多数蒙古包里几乎没有什么装饰，裸
露的木质骨架使其显得别具韵味。由于蒙
古包是一个近似半球形的穹顶，最符合结
构力学的原理，因而它的骨架承重力大，
更便于携带和拆装，也更能最大限度地扩
展空间。在蒙古汗国时代，可汗及诸王的
帐幕最多时可容纳2000人。中间威武的
梁柱和四周华贵的壁挂装点得蒙古包富
丽堂皇，恍若皇室的宫殿。

绿色无垠的大草原上，灿若星辰的蒙
古包仿佛是一只只巨大的蘑菇，风姿绰
约，诗意盎然。延续了2000多年岁月的蒙
古包，如今已成为草原旅游一道最鲜亮的
风景和名片。

孟达是循化县的一个乡。因为拥有孟
达天池，就成为众多游客慕名前来的旅游
热点。碧波荡漾的天池滋养得一方水土草
木茂盛，鸟语花香。数百年来，瑰丽的自然
景致和温润的气候始终护佑着撒拉族子
孙在此安详地生活。

在孟达乡的大庄村，热烈的阳光正照
耀着撒拉族先祖400年前的建筑遗存。经
过漫长岁月的风雨濡染，当时的风貌仍然
依稀可见。这栋建于明清时代的木楼，从
建筑用材可以断定，孟达在那时就已经被

茂密的森林所覆盖。
木楼呈三合院式庭院布局，分上下两

层。由东南北三面10间，上下20间和大
门组成，整个庭院占地200多平米。楼上
设有客房、卧室、伙房、沐浴室等，楼底为
仓房和畜圈。高原云杉构成了木楼结实的
骨架，墙体则用杂木的枝条编织，两面抹
上草泥，因此木楼被称作篱笆楼。完全取
材于大自然的篱笆楼非常的经济节省，空
心的墙体不但减轻了楼体重量，同时冬暖
夏凉，透气舒适。

从外观来看，篱笆楼是集各民族文化
元素于一身的民居建筑。它诞生的明清时
期，正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成熟期，虽
然各地民居千姿百态，但都没有摆脱木结
构这一传统。坐北朝南的正房融入了汉民
族的文化观念，夯土打的院墙保留了撒拉
族故土中亚西亚的风格。所以这栋记载着
不同时代的建筑特征和积淀了多民族文
化现象的篱笆楼，是高原上难得一见，最
具特色的民居建筑。

如果稍加留意，你还会发现篱笆楼一

个精彩的细节。那就是大门内配置的木锁
木钥匙，制作精致，操作便捷。它古香古色
的造型，闪烁出旧时代的光泽，化为民众
生活里最鲜活的篇章。

篱笆楼是人类与自然唇齿相依的生
动写照。篱笆楼所容纳的淳朴的民间理想
不断绵延着它的生命。尽管曾经100多座
的篱笆楼，在蹉跎岁月中只余下了10多
座。但作为孟达大地上的标记，篱笆楼早
已满载着一个民族鲜明的记忆，生生不
息，历久不衰。

浸
润
多
民
族
情
感
的
建
筑
：

篱
笆
楼

游
动
在
草
原
四
方
的
家
：
帐
篷

镌
刻
在
石
头
上
的
宗
教
信
仰
：

碉
房

黄
土
地
上
的
黄
泥
大
印
：
庄
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