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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南谷地传统建筑材料与营造工艺浅析 '

Th e Tr aditi on al B u ildin g M ate ri al s an d C on strU ctio n T eehn ology of S ou th em Ti b etan V alley

李 宁 胡 斌 LlN ing , H u B in

摘 要 采用本地特有的天然材料作为

建筑材料是西藏传统建筑传承至今的特

色。因其相似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条件 , 西

藏藏南谷地在传统建筑材料的选择与营

造工艺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 比如用边

玛草砌筑边玛墙 、用 “阿嘎 ”土夯打地面

和屋顶等等 , 其材料皆属就地取材 、因地

制宜 , 既充分利用了本地区特有的自然资

源 , 又满足了建筑实际功能的需要。在对

藏南谷地传统建筑材料及其营造工艺进

行研究的基础上 , 本文力求达到全面认

知西藏传统建筑的目的 。

关键词 藏南谷地;传统建筑材料 ;营

造工艺

A b stra e t: U sin g lo ca l n atu ral m aterials in trad itio n al e on stru etio n 15 a n in h erited

fe atu re o f T ib eta n tra d itio n al b u ild in g tee h n o lo g y . D u e to th e sim ilar n atu ral

en v iron m en t an d g eo g raP h ieal eo n d itio n s o f sou th ern T ib etan v alley , th ere are g reat

sim ilarities be tw ee n th e w a ys of eho o sin g con stru etion m ateria ls an d te eh n o lo g y. F o r

exam Ple , the B ianm a m ason ry w allw as m ade of B ianm a grass , and ground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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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藏幅员辽阔 , 平均海拔400 0m 以上 , 有着 “世界屋脊”之称 , 是青藏高原

的主体部分。西藏域内地形复杂 , 地理风貌独特 , 包括位于昆仑山 、唐古拉山 、冈底

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之间的藏北高原;位于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 , 即雅鲁藏

布江及其支流流经地区的藏南谷地;以及一系列由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

山深谷— 藏东高山峡谷区。西藏传统建筑在不同地理风貌 、气候环境及自然条件

的影响下呈现出多种形态 , 藏北的帐房 、藏南谷地的 “碉楼 ” 、藏东高山峡谷林区的

木构建筑以及阿里高原的窑洞均具有浓厚的地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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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口分布不均 , 但人口聚集之地均带有一种热烈的环境气氛 , 其中作为茶

马古道在藏区的主要途经区域 、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主要支流拉萨河与年楚河

流域的藏南谷地 (图l) 是众多商贾与店铺的聚集之地 , 也是通往尼泊尔 、不丹等国

的运输起点和重要关口 , 是西藏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藏南谷地主要包括拉萨市 、山

南地区的贡嘎 、扎囊 、乃东 、桑日、曲松和浪卡子县以及日喀则地区的日喀则市 、白

朗 、仁布 、南木林 、拉孜和江孜县 。这里地形多为宽谷 , 海拔通常3500一4500 m , 属高

原温带半湿润气候 , 年平均气温5一8℃, 且多夜雨l'}。

地方建筑材料的运用是藏南谷地传统建筑的一大特色 。西藏高原盛产石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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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材料也以石材为主 。毛石 、片石 、

碎石以及被风化了的岩石— 阿嘎土

(西藏特有的土质)是最重要的建材 。柳

木 、杨木 、松木则是常用的建筑木材 。

生长在海拔450 O m 以上的边玛树枝也

是当地特有的建材之一 , 它使藏南谷地

的建筑带有了特殊的风格 。

2 片石基础

下挖一座与帐篷底径大小相合 、深度

大约在0.5一0.6 m 左右的圆坑 , 而后将

其周边用石块垒砌 。藏南谷地碉楼地

基的营造方法是 :先挖深三 、四尺 , 宽

约二尺 , 略呈正方形的沟 , 以石砌成

屋基 , 将厚度为50一150 m m 左右的石片

层层堆砌 , 分层错缝 , 内外搭接 , 再用

泥浆接缝 , 使泥石胶合。在日喀则地区

的江孜 , 地基一般挖到lm 就会出现砂

卵石 , 这就达到基槽的深度了。基槽

挖开后 , 基础做法是在基槽内线铺设

大小均等的卵石层 , 一般卵石的直径

为10一15cm , 卵石间缝隙用粗细砂填

充 , 每次铺设后夯打密实 , 直至距地面

30c m 的地方开始砌基础墙 , 在纵横交

接处用泥巴和石块填充密实。这种建筑

方法与邦嘎遗址的建筑方法有很大的

相似性 , 由此可以推测 , 从新石器时代

晚期开始出现的房屋建筑 , 迄今为止在

地基结构上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

2 00 0年发掘的邦嘎遗址中 , 最重

要的是建筑遗迹 , 这证明早在新石器

时代 , 藏南谷地的山南地区就己经有人

类居住了。

邦嘎遗址为石块垒砌的半地穴式

建筑灰坑形制 , 所有灰坑都用石料做

边 , 石料分为卵石和片石 , 灰坑深度在

0 .1一0 .25 m 之间。现今山南地区牧区居

民搭建的帐篷 , 建筑方法是在地面以

3 墙体

3. 1 主体砌体墙

为了适应类似气候 , 藏南谷地的建

筑形式大体相似 , 但亦因原料条件的

不同而存在略微的差异 。如拉萨一般

以石头砌墙(多为花岗石) , 用拉萨河里

的鹅卵石和水泥浆倒在木箱里做出的

空心砌块作为墙砖 。有大块石料的地区

则以大块的粗加工方石砌筑墙体 , 通常

是一层方石叠压一层薄石片 , 再以泥土

作为粘结材料 。由于石料加工程度 、所

选毛石形状和砌筑方法等的不同 , 石

墙外表面呈现出不同的纹理效果 (图

2一3 )。石墙内侧覆以灰泥层 , 很多居民

在灰泥层上再刷水泥 , 使墙体表面更

显光滑且易于涂绘颜料。但与灰泥层相

比 , 水泥涂层在使用一两年后容易出现

开裂现象 。

山南地区的雍布拉康宫殿和囊色

林庄园则采用本地常见的火山灰石片。

经过两千年的风雨 , 雍布拉康宫殿的历

史原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 但留心观察还

是能找到当初建筑风格的一些痕迹 。

墙体外线使整座建筑呈倒斗状 , 由于

采石工具不发达 , 建筑石材不规整 , 墙

体砌筑所必需具备的横向水平要求和

纵向直线要求只能依靠工匠高超的砌

石技术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来解决 , 在这

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墙体砌筑技术恰恰

是藏族本土早期建筑的一大特色 。囊

色林庄园有双重围墙 , 外墙呈长方形 ,

以石块为基 .上部用土夯成墙 , 墙窄而

矮; 内墙的下部亦是垒石为基 , 墙基宽

约4.5 m , 墙顶宽约Zm 。上部以夯土为

墙 , 夯墙隔层夹有石板 ,下宽上窄 , 收

分较大 。墙总高约10 m , 顶部以木檐遮

雨护墙 。

日喀则地区则多采用土墙 。土墙有

夯土和土坯两种 , 厚度较大 , 外侧有收

分 , 墙内壁保持垂直 , 大部分土墙下部

lm 左右为石砌。当地石木技术熟练 , 砌

墙只用少量粘土浆 , 施工时不用立杆拉

线 , 随手砌筑 , 向内收分 , 稳固结实。

墙体砌筑到顶以后 , 上面整齐而

有间隔地排列一行长约20一30cm 的方

形木条 , 木条一头从墙体往外延伸scm

左右。在方形木条上整齐地挨个排列一

层长方形青石片 , 这两道工序完成后 ,

上面压一层粘性很强的黄泥巴 , 用木

板工具拍打成鱼背形泥脊 , 增加它的坚

硬度 , 再将泥土晒干 , 经过这些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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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体将具有一定的防水作用 (图4 )。夏

天 , 落在三角形墙顶上的雨水会很自然

地滑落到青石片上 , 再顺着青石片直接

滴落到地面 , 因此上述构筑方式既能

保护墙顶不受雨水浸泡 , 也能保证墙面

不被雨水冲刷。

增强了整个建筑的庄重感121 。

4 木质梁柱框架

3. 2 玛尼墙

藏南谷地重要建筑的高墙多采用

边玛墙的细部处理形式 。边玛墙分单

层和双层两种 , 高度一般占整个外墙面

的1/4 一1/6 不等 。墙的上下边用木材固

定压紧 , 给建筑立面创造了一个新的层

次 。由于边玛草原料有限且采集困难 ,

所以只有大寺院 、宫殿或特别显赫的贵

族庄园才会使用到 , 普通老百姓往往

只能用柴草或其它灌丛来筑建和装饰

墙顶。

3 .2 .1 边玛墙的起源

边玛草学名红柳 (图5 ) , 怪柳科

怪柳属 , 是生长在高原上的一种普通

灌木 , 多见于西藏 、新疆 、甘肃等干旱

贫痔的高原 、沙漠地区 。红柳高约七八

尺 , 根系发达 , 枝条细缕若藤 , 耐碱耐

旱 , 无论戈壁 、荒漠 、沙地还是盐碱 、

河滩地 , 处处皆可生根 。在被称为 “地

球第三极”的西藏 , 红柳顽强地生长 ,

因而被藏族人亲切地称为 “观音树 ” 、

“菩提树 ” 。

边玛墙是藏式建筑墙体的一大特

色 , 这一点可以从早期的一些老建筑上

看出来 , 山南雍布拉康 、日喀则江孜白

居寺等的建筑都筑有边玛墙 。也有学

者认为边玛墙是源于平民百姓的建筑

形制 。在西藏农民宅院建筑中 , 院墙的

墙头上常会整齐地垒一圈木柴或牛粪

饼 , 与白墙形成了色彩上的反差 ;而在

墙头上堆放柴禾既节省了地盘 , 又能防

盗 。藏族建筑师从中获得灵感 , 将这一

形式应用到建筑墙体的砌筑中 , 既减轻

了墙体的重量 , 又可以形成很好的建筑

装饰 , 在结构上还能起到一定的拉箍作

用 。此外 , 边玛草墙有 “天然空调 ”之

称— 由于藏式建筑的窗户都是被木

板封住的 , 室内与外界的相通处唯有边

玛墙 , 其不仅能保证建筑内部冬暖夏

凉 , 而且让室内外空气得以流通 。

3 .2 .2 边玛枝干的加工工艺

边玛墙是由边玛枝干去皮 、晒干 ,

切成30 。m 长短 , 捆扎成手臂粗细后垒

砌而成的。砌筑边玛墙时需先铺一层

捆扎好的边玛树枝 , 再加一层薪土夯

实 , 以这种方式重复砌筑 , 到墙顶后进

行防水技术处理 。墙体基本筑成后再

用由红泥 、牛奶 、红糖 、牛胶 、豆粉 、木

浆等各种原料在铁锅内混合搅拌熬煮

成浆的颜料进行均匀的泼染 , 这样 , 边

玛墙便形成了(图6 )。

从建筑技术角度上讲 , 这种墙体

可以减轻墙体顶部的重量;从建筑外

观装饰来看 , 边玛墙对整个建筑可起

到色彩上的装饰作用 。白色是藏式建筑

墙体的主流色 , 白墙有了储红色的边玛

墙和窗户边沿的黑色条作装饰 , 颜色从

单调变为多样 、从轻淡变得凝重 , 从而

由于藏南谷地地处高原 , 木材产

量有限 , 只能用于建筑的少量结构 、屋

顶 、门窗或其它家庭装饰件上 。算上边

玛草 , 可用于建材的树种共有10 8个品

种 , 其用处各不相同 , 如白杨木用于雕

刻 、黑杨木用于建筑的承重受力等等

与河边的木材相比 , 山上的木材更为

坚实 。

柱拱梁形式和柱网结构形式既是

藏南谷地建筑的特色 , 又是其合理利

用资源的充分体现 。由于受到气候和

运输条件的限制 , 该地区房屋用的木梁

比较短 , 盖房子时在两个木梁接口下

面设置斗拱 , 再用柱子支起斗拱 , 由此

使木梁的长度增大 。住宅柱网多为Z x

Z m , 层高多为2.2 m , 以适应木材短缺

的情况 , 同时增强建筑的保温防寒效果

(图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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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边玛墙的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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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嘎土屋顶

中国传统建筑普遍采用砖 、瓦 、石

灰等作为主要的砌筑材料。由于高原地

区缺氧 , 烧制砖瓦极其不易 , 因此采用

当地特有的天然土质材料 “阿嘎 ”土作

为建筑用材便成为藏民族古老建筑工

艺中传承至今的独有创举 。

阿嘎土是藏南谷地藏式古建筑屋

顶和地面普遍采用的建筑材料 , 夯制出

来的屋 (地 )面既美观又光洁 , 具有浓

郁的民族特色。但阿嘎土的抗水性差 ,

其内部的粘性材料容易被雨水冲刷掉 ,

在日晒雨淋下变得越来越粗糙 , 致使雨

后屋面普遍漏水 。漏水后再打阿嘎土 ,

屋顶会越来越沉而致变形 , 这也是藏

式古建筑的弱点之 .。

擦地面 , 把磨出来的粉末用抹布擦掉 ,

反复几次后. 表面碎石块的轮廓渐渐

显出来 , 地面粉末 “阿嘎”土彻底磨净 ,

由此可避免地面出现裂痕l'1 〔

最后便是屋顶的保养 。由于 “阿

嘎”最忌被坚硬的东西碰砸及被水浸

泡 , 因此需用预先浸泡榆树皮形成的粘

稠树皮汁多次擦拭 “阿嘎 ”地面以增强

其坚硬度;再把适量的芸香粉放入温

热的清油中 , 用这种油擦拭 “阿嘎 ”地

面可避免其轻易被水破坏 这两项保

5 .1 产地与材料特性

“阿嘎 ”属于土石相兼的微晶灰

岩 , 主要分布在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

谷地 , 产于一些半土半石的山包 , 储藏

点位于山体上部1一Zm 的厚层中。腐殖

质层呈棕灰或灰棕色 , 弱粒状结构;下

接棕色或褐色土层 , 团块或块状结构;

淀积层呈淡棕或灰白色 , 是含有砂姜 、

脉纹状石灰新生体的土层或石灰胶结

层 。土壤质地较轻 , 有机质含量1一2% ,

呈中性到碱性 , 拉萨附近的曲水 、林

周 、达孜等县和山南地区的扎囊县等地

均有储藏与开采 。目前的使用效果与

产地材料检测显示 , 山南扎囊县生成的

“阿嘎”材料成份比例 (硅与钙 )较为

合理 , 用扎囊县的 “阿嘎 ”施工后的建

筑面层也较为坚固 、美观 。因此尽管路

途较远 , 拉萨市区的布达拉宫 、大昭寺

等一些重要建筑在历史上均采用此处

的 “阿嘎 ”作为建筑材料。

于外 , 确保雨 、雪不漏 (图8 ) 。正如民

间流传的 《造房歌 》中所咏唱的: “横

梁上面放椽子 , 椽子上面打笆子 , 笆子

上面房背成 。”房顶的四周砌有矮墙 ,

避免了危险 , 又可坐憩 。藏族人民在房

顶土打晒粮食 、堆放柴草 、编织聊天 ,

房顶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日常生活与

活动场所。

屋顶的做法是在大梁上放直径

约10 。m 、垂直并交错搭接于大梁的木

椽 ;椽的一端伸出大梁截面10一30。m 不

等 , 另一端直接放置于墙或梁上;椽上

方搁置树枝或木棍 (图9) , 上压不规则

的片石 , 有的居民为美观在椽上先铺设

苇席 , 以遮挡凌乱的树枝和片石;片石

上方再铺设压实的土层。楼面做法与屋

面类似。土筑楼面 、屋面的保温隔声效

果好 。为防水考虑 , 屋面上的土层中加

设塑料膜 ,平屋面坡度l一2% .坡向女儿

墙 , 并用石或木做成引水槽 , 将水引出

墙外 (图10 )。

5. 3 打阿嘎工艺

首先将从山上采掘的大块阿嘎土

块捣成不等的颗粒 , 打碎后按体积大

小分为体积较大的粗石土 、体积与鸡蛋

相当的中等石土和体积较小的细石土。

打碎过程中出现的粉状细土可用作墙

面打光和佛像雕塑材料。

其次 , 在制作地面时 , 先在地上平

铺厚度约为5一10 。m 的粗石土 , 用 “帛

多 ”卫夯打 , 速度慢且匀 , 夯打约两天 。

粗石土夯平后铺中等石土 , 继续夯打 ,

基本平实后洒水再夯打;第一次夯打要

求地面表面平且实 , 不留死角 。这一层

夯打完后在地面上浇水 , 再使劲夯打 ,

直到表面起一层 “阿嘎 ”泥浆 , 这时由

“协奔 ” ②把劳动者分成两个队列 , 轻

J决而有节奏地来回反复夯打 。 “帛多 ”

底部不粘阿嘎土 , 反复夯打的过程中

泥浆逐渐变干 , 再次洒水夯打 , 重复多

次 , 等到地面变得坚硬 , 第三层细石土

铺地便完成了。其后用光滑的鹅卵石摩

图8 阿嘎土屋顶排水孔

F :g 名 d ra in h ole o f a ga 50 11 ro o f

图9 由树枝 、木棍构成的屋架
F 19 刀 roo f tru ss eo n s一sted o f b ra n eh a nd elub

5. 2 阿嘎土构造技术

楼顶平台铺过木板后 , 再铺树枝

或竹枝 , 然后将厚约尺余的细黄土倒在

上面夯实。平台中部略高 , 以小槽引水

rrr 丫 曰曰

一一比J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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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西藏矿物颜料 图 ,3 牛粪墙

F ig .ll m in era lP ig m e nt o f T ib et

图 , 2 手指画出的墙体图案

F 19 .12 w a lld e sign d raw n b y th e fi n ge r F ig .13 e ow m ue k w a ll

养措施做完后 , 打制 “阿嘎 ”的工序基

本完成 , 之后可再涂抹天然胶类及油

脂增强表层的抗水性能。日常保养时经

常使用羊羔皮蘸酥油进行擦拭也可使

夯制的表面光洁如初 。

玛” (又圆又簿的大牛粪饼) (图13 ) 。

8 结语

[3] 徐宗威.西藏传统建筑导则「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 04:25 5.

I4] 曲燕.阿嘎土「J] . 西藏人文地理 , 20 06

(04):19.

6 涂料装饰

藏南谷地传统建筑的建造中大量

使用本地的矿土材料 , 天然矿物颜色鲜

艳纯正 , 不易褪色 (图11) 。砌筑用的

黄土及内墙抹面的巴嘎土构成了西藏

建筑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独特色调;白

墙 、红墙的主要材料由本地的白土加人

牛奶 、蜂蜜 、白糖和少量青棵面粉调和

而成 , 形成了藏南谷地建筑的主色。墙

的颜色不是粉刷上去的 , 由于建筑外墙

上窄下宽 , 墙体形成斜坡 , 人们通常站

在屋顶或墙上用装满白色涂料的桶从

上往下泼洒 , 然后用手指画出半圆形的

图案 , 粗犷而豪放 (图12) 。每年冬季 ,

藏民会择日上一次白灰作为墙体保养 。

保护西藏传统建筑首先需要进一

步提高对藏族建筑及其营造工艺的认

识 。藏南谷地是茶马古道在藏区的主

要途径区域 , 商贸交易和地区地理 、气

候环境共同造就了当地传统建筑的独

特性 。本文围绕藏南谷地传统建筑材

料及营造工艺的特点进行该地区传统

建筑特色的研究 , 并将其作为 “茶马古

道 ” 文化线路上传统聚落与建筑研究

的基础资料 。在对传统建筑材料进行

科学研究 、总结传统施工工艺的基础

上科学化和规范化材料的选用 、加工 、

混配 、夯制 、整修等一系列配套工艺 ,

才能使传统技艺在满足现实需求的同

时得以传承延续 。

图片来源:

图l: 王保民.西藏气候区划「J] . 西藏农业

科技 , 1980(03):26·

图2一3 、5 、8一9 、11一13:作者拍摄

图4 、7 、10: 徐宗威. 西藏传统建筑导则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2004:

4 75 , 2 55 , 474 .

图6: 作者绘制

7 围墙

在藏南谷地 , 用加工后的牛粪砖

搭建的庭院围墙 、牛羊圈到处可见 。将

一排排整齐且大小一致的牛粪饼打在

自家房院的墙壁上晒干不仅可起到保

护房屋的作用 , 冬季还可防寒。更有藏

民用牛粪作为房顶装饰 , 特别是在江

孜等地 , 屋檐的装饰十分考究 , 在 “牛

粪砖 ”上还会加一层刻意加工的 “搭嘎

注释:

①一种专门夯打 “阿嘎 ”土的劳动工

具 , 是将一块厚约3一sc m 、直径15cm

的圆形青石块中心打孔 , 再穿进一根

1.7一1.9 m 的木棍做成的 , 木棍是 “帛

多”的把手。

②打 “阿嘎”土的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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