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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世居青藏高原，自古以来，从居于岩

洞、山洞，逐步住进了帐篷，渐随岁月斗转星移，

慢慢居住夯土房屋、石砌房屋和木建房屋等。

每一个具有浓厚藏乡特色的建筑背后，都

有自然地理与历史因素，更有着其鲜明的地域

人文特色，以及独属于这一高地的、建筑里的文

化密码。

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从万年以

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中得知，西藏高原从来就不

是“孤岛”一座。随着近年来多项重大的考古发

现，不仅丰富了西藏地方史的研究内容，也让人

们对这一区域的古代文明史也有了进一步的研

究成果。

在此其中，藏族建筑又有怎样的历史、特

点和类型呢？

西藏古建筑专家木雅·曲吉建才对此有一

套自己的总结：藏族建筑历史悠久，结构特殊，

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历经远古、吐蕃、古格、萨

迦、帕竹、甘丹颇章和近现代7个主要时期。

2018年 11月 30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文

物局联合公布尼阿底遗址（位于藏北那曲市申

扎县境内的尼阿底山的西坡上）这处来自青藏

高原腹地的重大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将人

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推前到 4万年前，

也书写了世界范围内史前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

环境的最高、最早的纪录。该遗址海拔 4600

米，是一处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石制品分

布密集、石器技术特色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旷野

遗址。

“早期的人群随着生存条件和食物等资

源，根据环境的适应度选择不停地、远距离地移

动，而且这种移动超出我们现代人的想象。”西

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夏格

旺堆，在一次讲座中如是说。他表示，近年来，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大约 1万年前的西

藏古代遗址不断被发现，而且不少。

曾被考古界公认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

址之一的卡若遗址就出现了石砌房屋。该遗址

发现有房址、道路、石墙、石台、石围圈、灰坑等

遗迹。

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卡若遗址分为早、晚

两期。发现房屋基址28座。其中的圆底房屋，

经复原，是一种以室内立柱和周边斜柱搭成的

圆锥形窝棚式建筑。另有竖壁半地穴式和地面

式建筑。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在穴四壁垒砌

石墙，有的在上部续建一层楼居，显示出建筑的

地方特色及营造技术的进步。还发现可能与原

始宗教有关的圆石台、石围圈遗迹。

木雅·曲吉建才认为，藏地的建筑物多为

原地取材，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适应当地的气候

条件和地理环境，更集中了藏族先民的智慧与

审美赋予建筑本身的文化内涵。

藏族聚居区分布广泛，各地的建筑风格有

一定的差异，但无论地处哪里，人们第一眼就能

判断出眼前的建筑是否为藏族民居或用于其他

的藏族建筑。

这种确定性来自建筑本身的鲜明外观，源

自地域特色，也是藏地建筑自身所展现的内涵

和韵味，更是千百年来世居的人们，不断沉淀的

文化符号。

据史料，远古的藏族先民，最初居洞穴与

岩缝间，以狩猎为生，待驯化动物，从动物的皮

毛中，学会了手工制作帐篷，慢慢再学会筑墙，

掌握筑墙工艺后，简易的夯土房屋出现。人们

对石器的应用炉火纯青时，有了坚固的石砌房

屋。夯土和石砌技艺的不断完善，一些以防御

为主的碉楼也随之出现。

据史料记载，布达拉宫就是藏地碉楼建筑

中的翘楚。木雅·曲吉建才对这一建筑赞不绝

口，他说，吐蕃时期的布达拉宫城堡规模之宏

伟、装饰之精美、结构之坚固、戒备之森严，是历

代宫堡所不能比拟的。

纵观历史，在藏地，几乎每经历一个时期，

各地就会有新的宫堡式建筑出现，比如古格王

朝、桑珠孜、江孜宗山等现阶段仍然不断被世人

探访的西藏知名文化遗址。

而在林业资源较丰富的地方，木屋建筑

是藏地又一大特色鲜明的建筑，尤其是在藏南

谷地。

作为西藏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领域的专家，

木雅·曲吉建才的足迹踏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

他为西藏的古建筑遗产的保护和传统建筑领域

的研究工作，几乎倾注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据他介绍，西藏传统的木屋建筑一般将圆

树砍成两半，用来作柱梁，拼成一种“并杆式”的

屏障，围成一圈便成为传统的木建房。也有地

方先支起4根柱子，然后在上面打木板，做成房

子，这种现象多见于墨脱等地。

正因为这一区域的气候湿热，杂草丛生，

毒蛇等动物活动频繁，所以世居在那里的人们

根据积累的经验，从土地上支起四根柱子，将最

下层空出，在高处用木板盖起房子，然后在屋顶

覆盖一层稻草或者芭蕉叶，以防范毒虫猛兽。

这是西藏木建房屋的显著特点。

再说说藏式传统建筑理念以及外观的独

特之处。藏式建筑总体给人以美丽、神秘和古

朴、粗犷的神奇美感。它是朴素的，一般也没有

凌乱的装饰物，体现了藏族群众在审美上一贯

表现的简约与质朴。但每个建筑背后的细节里

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又使得其独一无二。

单从设计来讲，藏地传统建筑一般一间四

方形的屋子，中间立一根柱子。以此类推，左右

面积大些，再增设立柱。房屋面朝南方，这是藏

族先民祖辈积累的经验，与高原气候寒冷但日

光充足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联。只有

朝南的房屋才可以充分吸收到高原一天的日

光。除此，藏地的传统建筑不会建太高，其最佳

高度是要有最佳的采光和让居住者感受到舒适

和暖和。

从外观讲，窗户是建筑立面的主要组成部

分，而西藏传统建筑中窗的排列和大小可能不

一，窗在墙面的位置，有高有低，排列可能并不

在一个水平线上，看似随意，却给人以一种不规

则的美。

藏地建筑的外观最醒目的特色是用红白

两种颜色来衬托整体布局，据说，藏族先民以游

牧为主，其食物来源单一，以肉食和奶制品为

主。而在藏族先民的简单认知里，肉食即红食，

奶制品为白食，相当于今天人们口中的荤食和

素食。由此出现的红白文化，逐步延伸至建筑

层面，将普通老百姓的房屋粉刷成白色，以区别

以红和黄作为主色调的宗教场所。

除红、白、黄三色外，藏地传统建筑也常使

用黑色，一般运用在房梁、窗户和门楣的两侧。

总之，每一种色彩和不同的使用方法，都被赋予

某种宗教和民俗的含义。门框、门楣、窗框、墙

面、屋顶、柱头等，调绘多种色彩，表现出艳丽明

快和光彩夺目的色彩效果。

此外，以游牧为主的藏族先民，天生热爱

马牛羊等动物，所以，延续至今的大部分居民在

房门上有放置牦牛角的习俗。若深究其中的意

味，大约也是一种早期古人的图腾式崇拜。

藏地建筑上屋顶还有树立旗杆的习俗。

与今天人们以为的这种习俗来源于

宗教不同，树立旗杆是早期每个部落

和村寨的集体象征。直到后期，才加

入了宗教的元素，并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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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喀则萨迦古城。

本报记者 旦增嘎瓦扎西顿珠 摄

拉萨罗布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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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芝碉堡。 本报记者 白玛泽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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