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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個族住居空間拘成的調查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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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盲

b人民族建筑掌的視野來看，住居是愛奈的文化要素的集合体，而且住居的空間拘

成又是其中的一小主要課題，有待避一步洞查和研究。 “干關"是個族的持統住居形

式，它既取決于那境生恣中特定文化刁俗和防史祺旋下形成的外在意文空間，又表現

均在倩統的延續性避化中，使集体元意俱地遊入到創造的后仗，支撐固有的建筑潛

能。這神住居的空!可拘成也就呈現出自己的強特性，商于尋求i亥住居建筑勻人的行方

方式、句自然和文化生志那境的同拘美系，元疑具有一定的研究份值。

民族建筑掌的方法治，是特民族掌(人美文化掌)和建筑掌的方法洽結合在一起，

以民族社舍的住居和集落方討象，卉展多字科的綜合調查研究。同肘，逐庄用民族培

育遊行准嗚地敘述。個族的集落和住居，在一部分地區運保持著持統的社金組紋形式

和干閥住居形式。以直視上，仍可看到該民族的居住那境、建鏡背景以及社舍知琪的

美系。長期以末，由于受到汲族文化的影吶，個族地區有許多集落和干關住居已投生

了不同程度的斐化。因此，在該地區就可以采取比較的方法遊行調查研究。在個族地

區，逐居住著汶族.苗族.瑤族.社族.水族.布依族.毛南族.1么佬族.吃佬族.土家族等

兄弟民族，運可以遊行周迫民族住居的比較研究。

1981年10月至1991年8月，這者又才{岡族地區的住居和集落作了較全面的調查，運

財貴州境內各民族的住居情況作垃調查和比較研究。特別是1986年3月至6月， x才黎平

息肇共多的社合組主只、鼓樓建筑和祖母堂的宗教性庚，分另IJ作了寺題洞查; 1990年10

月 12 日 ------28 日，參加貴州(同族住居調查委員金1)，又才放江甚亦洞上蔡的住居空間和家

庭拘成作了重庶調查; 1991年7月， x才榕江岳王長里續保里大秦的于關長屋，也作了寺

題洞查。

1) 1989年1月，日本和中國的有美方面掌者耳其合組成了“貴州侷族住居調查委員金"，由京都

大掌人文科掌研究所副教授田中淡先生方主任委員，先后卉展了三故調查:前兩故作面上調查(1989

年1月 13 日 -----22 日，在凱里、台江、創河等地調查;同年4月 21 日 ""5月 8 日，在榕江、)Á江、黎平、

續通等地調查)，后一故作品上調查(1990年10月 12 日 ""28日，在)Á江基亦洞上寮調查)。在第二吹面

上調查結束后，得到周迷生先生(固立民族掌博物信教授)的推荐，這者參加了車上調查。在成上調

查中，又得到江口一久先生(固立民族掌博物倍副教授)的指辱，并一起財亦洞上寮個族住居空間和

家庭拘成作了重成調查，其他運有培育、生活起居、季可言性的我活、社金短缺、宗教信仰等也作了

全面調查。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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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查披告中使用的材料，以寺題洞查資料方主，以面上調查資料和文敵資料方

輔;文字、囡表、照片并用。在使用的測結園中，大部分由貴州個族住居調查委員合

提供。

11. 外在意;;..空伺

個族是在特定的吋空生志那境中、伴隨社金JJj史的友展而逐漸形成的一令民族共

同体，其共同培育、共岡詮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肢，也同于逛

一外在意sl..空肉中形成和友展。述科特定的外在意又空間，滑于整体意文空間的拘成

其有限定性的作用。

1.人口分布

掘1990年中國第4次人口普查統汁，全固個族人口共有2514014人，在55小少數民

族中古第11位，主要分布在西南和中南接合部的貴州省、 f西牡族自治區、湖南省和

湖北省耐匆地區。其中，貴州省的個族有1400344人，占全固個族，也人口的55 ， 7%;

湖南省有753768人，占 29， 98%;尸西社族自治區有295673人，古 1 1. 76%; 湖北省有

64229人，占 2， 56%。在貴州省，主要分布黯京南苗族個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航

江、棉屏、天柱、釗河、三穗、續進、本現、雷山等基，共有1064700人;占全國個

族，且人口的42 ， 35%，占貴州(同族忌人口的76 ， 03%2)。黎平、以江、榕江3墓，是這者

調查的重息基:共有個族人口465167人，占貴州{問:族惡人口的 33 ， 22%，占累?來南州

個族，且人口的43 ， 69%。掘1986年調查肘的統汁，黎平甚肇共多的個族有10414人，占

全多忌人口的97 ， 34%(囡1) 。

2，地理那境

個族居住區位于云貴高原京部迫沿勻「西盆地、湖南盆地的接合部，約三告京徑

108----110度，北鎔25........31度之伺;地勢西北高，京南低，海拔在157----2350M之|曰:

2) 在貴州，個族運分布輛仁地區的玉屏個族自治墨、方山特區、銅仁市、石肝基、江口基、

松桃苗族自治基:勳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若波基、都句市和福泉等基。在湖南省，主要分布杯化

地區的新晃伺族自治基、芷江個族自治基、通道個族自治墓、靖州苗族個族自治基和合同息，邵闊

地區的城步苗族自治基和接?等墓。在「西壯族自治區，主要分布柳州地區的三江個族自治墨、融

安基、融水苗族自治基、~城4么佬族自治基和桂林地區的主陸各族自治基。在湖北省，主要分布那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市、利川市、宣恩基、成丰甚和未夙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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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 個族分布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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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有雪峰山，西有苗時，北有武陵山，南有越城ÛI令:中有西北~京南伸展的雷公山，

絢成長江水系的況江、舞陌河、渠水、清水江和珠江水系的都柳江、得江的分水d玲:

群山突兀，溪流執橫，山谷盆地(俗肩:“垠子")錯落其|曰:肪代史籍特述一地理那境

稍tj句“溪啊"，個;族林之方Jaeml (個文，下同)。遠里的年降雨量在1200mm上下，

年平均在已溫方接氏 16度左右;盛戶稻米、油荼、油桐、杉木 [W個族筒史』編等組

1985 : 2J 。在肪史上，這片地區分厲几小行政匠，是各民族迂徙往來的走廊[黃

1990b : 4-17J 。

生產者重成調查泣的黎平基肇共多、 b人江甚亦洞上泰、榕江甚保里大蔡，均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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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個族住居空間拘成的調查報告

都柳江流域:肇共地赴都柳江來面支流貫洞溪的上游，亦洞上寮座落于都柳江上游的

南岸迎，保里寮位于北面支流寮龍河的源失上。在伶統地域區划中，遠3小地方均蚵

厲都柳江“10洞";其中肇共厲第“6洞"，亦洞上寮層“上大融下大年"洞中的“大

融洞"，保里厲“72案"洞。特別是保里大賽，地赴雷公山來南麓，溪流向緒，沖田

順勢分布，絢成自給自足的強立的“溪啊"社區。這里過高基城，西勻雷山甚縛，北

勻釗河基逗，既未被視;句“化外之地"。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才在今榕江基設置

古州斤，而又才保里地方并未建立有效的統治，使送里的父系大家族得以殘存，遺留下

件多勻地理、社金那境相這座的干關長屋[賣 1991a: 37-46] 。

肇共多的肇共大賽所娃的地理位置，是一小狹長形的山|周小盆地;列山那拱，洒

水如中，典型的“溪啊"地貌。對地{岡:家~寄遠里的山形地貌看成是一祭大船。 ßj末在

修建鼓樓的吋候，人的都遵循船形之地理信念。居船失之泰(仁寮)，建鼓樓要矮，原

方5崖，現方7展。居船合之賽(又泰和札泰)，建鼓樓要高大，原各有7、 9后，現各有

11 、 13展。居船蓬之寮(智泰) ，建鼓樓要平頂，如同船蓬一祥，現仍保持歇山頂。居

船尾之寮(信棄)，建鼓樸也要高大，才能使船失抬高，仰首前避，原是7后，現方11

屋。該多的紀堂寮，地赴麒麟山西端的一抉凹地上，人們將它看成是“兔"之口。上

寮正赴“兔"的舌尖上，下寮赴于“兔"的下領赴，而寮失正好座落于“兔"的左傾

部。眉來修建鼓樓吋，規定上寮鼓樓要矮，下寮鼓樓要高，寮失鼓樓不仗要矮小，而

且4根中柱不得落地。出于人們的心理，只有述祥才能降住:æ:H永又不彷害戈隊，地方

上才得以繁茉昌盛。這里已特地理那境勻建筑物的美系理性化。

3. 伶統文化及安展受化

{同族是一小古老的民族，厲于古代“百越"的一支，自輯:方Geml， Gaeml , 

Jeml [黃 1982: 78-97]。長期以末，個族社舍的支展一直赴于不平衡狀志。在受到

汶族文化影吶較早的北部地區(以錦屏甚店蒙多方界所化分的南、北兩小方吉區作粽

志) ，社合友展較快，持統文化耳俗驢于消失并逐漸汶化;而南部地區受到汶族文化

影咱的吋|司較晚，社金安展較方緩慢，在一部分迫退村寮至今逐保留著比較完整的持

統文化刁俗。以肇共多方例，在生活刁俗方面，服怖中逐保留著持統的為毛裙和日十片

裙;在社舍生活方面，家族組銳、村察組主只依然友摔著棋般的作用，鼓樓這神強特的

公共建筑物仍就是人的活功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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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中介意火空間

社合行方及其組主只形恣屑于中介意文空間范疇，它是外在意文空間特化方內在意

文空間的中間亦可亨，它~每賦予內在意文空間的秩系和性格。

1.生戶活功

{同族的持統生F活劫主要有采集、過猜、表並、林~、副~等，充分展現出社合

行均勻那境生志的同絢美系。

1) 采集

采集多由如女承扭，春秋兩季活功較多。春天，結趴上山采摘竹多年、嚴菜等:秋

天，又一同采摘赫猴桃等野果、松菌等菌笑、挖野薯、葛根等抉根，起有弱材等山

貨。在榕江基保里寮一帶，每對栽培的果柯初次結果肘，要先摘蛤女性老人裳，然后

才能繼續采摘。這神伶統遺風，至今不交。

2) 渲猜

溫猜均持統的生rr-方式，捕荻的工其和舟、法各科各祥。在過撈中，有原始的竭淨

而過，有各科寺用的叉、笙、兜、阿捕盔，逆有何非用嘴、瀨猶捕色。 1949年以前，

時鵲、微猜，多方捕捉幼仔司11莽:現在，多b人外地胸芙。在舞陌河、都柳江一帝，凡

伺莽有時聽、微猶的個族人家，前途些功物都非常珍惜;若有死亡的，要用紅布里

尸，放于木匣內埋葬。在亦洞上藥，半數人家都有小木船，除作生F旁功的這翰外，

運用未捕宜。

在1守譜中，有集体園貓，有設置陷井、木娃、木(缺)央、索套的候猜，有利用被

寡寒夜燒柴火捕雀，有卉辟“~堂.. (Dangc mogc) 用“媒鳥.. (Mogc miinx )、 “粘

膏" (Daengl) 捕鳥，運有部11莽鷹、鸝捕捉丸~。在肇主持一帶，商于所卉辟的上等“~

堂"，至今仍有“金不換"的說法。

3) 我~

表~以稻作方主，有牠 (Oux jiml)、精 (Oux jos) 兩大獎品神。在此江基巨洞一

帶村泰，至今逐延裹著蝴耕、牛耕并作水稿。在那里，先用慟失挖田，然后灌水，再

用牛耙田。在黎平甚新洞一帶，耕作山沖田，是使用“草木灰.. (pugt) 和“袂育"

(N yangt meix) 作底肥栽插袂茵;草木灰的未源，是:博山沖田周圍的草木砍、割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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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2 個族的我事活功

晒干后放火燒毀，再把灰收集放于田中:述神耕作方法，也逐遺留著古代“刀耕水耨"

的痕迎。收割和涼晒精禾，依然使用伶統的摘禾刀和禾涼架(囡2) 。

4) 林主It

個族地區是全固著名的木材戶地之一，以出F杉木:句主，木廣忱良，成長迅速，

蘊藏量大。宋代，都柳江上就出現了“扳木均生"的“桐人" [黃 1990b: 4-17] 。

明清吋期，隨著皇宮修建的需要，官商溯長江.說江.清水江而上，到個族地區大量征

胸木材;縫之，栽培膏造杉木迅速友展，在綿屏甚一帶逐培植出了馳名全圓的“十八

杉" (即 18年成材的杉木)[w黯來南自治州慨況』編等組 1986 :“-73J. 方個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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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立民族主詳博物館研究報告 18卷 2 夸

胃真1 棉屏甚三江儲這場

的持統住居提供了良好的建筑材料(有真1) 。

5) 副~

個;族地區的副~，主要是伺莽牛、豬、漓、鴨、鵝和稻田莽色及塘莽益。在黎

平、榕江、)Á江和三江等基的個;族村賽，房屋周圍多卉有色塘，放莽草盔、書里色;稻

田里栽插的棋苗特青后，就放莽鯉色苗:收割稻子肘，先放水捉色。因此，艙盔、臨

肉就成了個家的佳看。

2. 社合組主只

個族地區以父系家庭組成的家族組抉、村賽組訊、洞款組棋，在1949年以前活功

較多:現在，黎平、榕江、風江、通道、三江等基的個棄，家族組訊和村賽組主只依然

存在，仍就卉展活功。

1) 家庭

A. 絢成及美型

個族社合均方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一般來說， JL子成婚生育后，就勻父母及

兄弟分屑，狙立生活，形成兩代人的家庭。凡油生子、女及晚子，老人長期隨同居

住，因而形成了“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的家庭。掘1986年3月調查，黎平甚肇

共多紀堂寮李年英之妻系油生女，他是上n女婿，其上有岳父母，其下有4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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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個族住居空間拘成的調查掘告

組成“三代同堂"的家庭。陪昌先家，他Jt有91~ 的母奈，下有1小棋子、 JL媳和4令

妳子，組成“四代同堂"的家庭。那神屑于子女夭折、父母政亡而子女尚未成家、單

身及食偶的強身家庭，人數則很少。在肇兵大秦的665戶人家中，兩代人的家庭有311

戶，占拉戶數的46.8%;三代人的家庭有2U戶，占31. 9%; 四代同堂的家庭有127戶，

占 19%; 只有一代人或一老一少的兩代人J].l單身的家庭，共有15戶，占2.3%。息之，

肇共大棄的家庭絢成中兩代人口的家庭占家庭息數的近一半。又揖1990年 10月的調

查，)Á江甚下江慎菁、洞上秦共有的戶人家，其中兩代人的家庭有29戶，占，且戶數的

65.91%;三代人的家庭有12戶，占 27.27%﹒|凹代同堂的家庭有1戶，占2.27%;喪偶喪子

強身家庭有2戶，古4.55%; 同祥，遠小賽的家庭絢成中也是兩代人的家庭占多數。

肇共大寮是一↑古老的集村，陪姓人占全寮忌戶數的 95%，都承古人有一小共同的祖

先。亦洞上寮是一小建村吋伺較晚的散村，有石、吳、越、林、潘、朱等6小姓氏，

戶數最多的石姓，也只有17戶，占全寮忌戶數的38.64%，并不是都共一小祖先。述

兩科村落的家庭拘成都說明了同一問題， 1細族社舍的家庭拘成是以兩代人組成的家庭

方主。

B. 小人空間

在{同族社舍的家庭中，一家之主是父素，文才外朕絡家族和村寮組餌，財內經管全

家生活，俗有“抓錢手" (即家庭財富的主要創造者)之輯\;母素在家庭中起到“聚室

盆" (即家庭財富的收納者)的作用，既要喃育孩子，又要紡紋縫劫、承扭家努努劫和

一部分田間旁功。父母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決定了他們在生F活劫、社金活

功、家庭活功中所需空間。在小孩未成年以前，家庭的生活空間，既是小人的，又是

全家人共有的。在干崗樓房中，樓上的生j宙空間，一般有接廊(夏天的起居閥、金客

壯，女性紡車只場所)、火塘伺(冬天的起居|甸、金客赴、炊事場所兼紡俱場所)、盼室

(兼部分儲藏室) ，樓下逐有安放石確的糗食加工場所和廁所。隨著孩子的逐漸長大，

他們的小人活功空間也不斷友生斐化，具有分斷化和|羽鎖化的特息。一般來說， 7~ 

以前逆隨同父母共一時室，以后就同祖父或祖母、堂兄弟或堂姐妹同一盼室; 15步以

后，草狙-1可盼室或勻同性同伴共宿，直判結婚成家。遠神盼室，一般投于棲廊的耳

房，也有改于崗樓是，你方姑娘房 (L agx miegs nyaoh) 或~汲房 (Lagx hank 

nyaoh)o 1990年10月，我們在芳:洞上寮調查肘，石方年的女JL石德銳(15步)勻同賽

的兩位姑娘一起，就住在自己家里的草蝕的室里。

2) 家族組主只

揖調查，黎平甚肇災多肇共大賽的家族組主只系列，分方“姓" (Sank)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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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c) 、“翁.. (Gongs) 、“高然岱傲.. (Gaos yanc diaik nongx) 、“然" (yanc) 5小

屋次。遠里是個族地區目前保持家族組~最完好的村寮之一[黃 1986b: 459-484] 。

A. “姓"

遠里的“姓"的含文勻汲清的意51...完全相同。肇共賽的個族居民以“陪姓"方主，

又才于陪姓的未屁，因缺乏資料很准吉准:就連清代末期本地本民族本陪姓知淑分于，

也深感太高祖以上的房史“荒返元稽" [陪成珍 1904: 4J 。掘當地古代“理河" (~伺

族林 Lix，即游道理的敘事祠) (六洞汶款規約) ì己釵和民伺伶說，肇共寮的陪姓和

距其家面5公里的洛香賽的陪姓，是同一血緣美系的“岱弱" (Diaik naos) 和“依密"

(Nongx nuanc )的后裔。岱腦是哥哥，依密是弟弟。早先，依密住在“肇" (saol. 

即“山沖"的意思)送小地方;后末，隨著人口的不斷友展，逐漸向四面分散居住，

形成肪史上“五百肇洞"。在百余年前，有一部分人南迂「西融水息的蚵隨村和半雄

村，仍方個族;逐有一部人家迂迫休、奈寄，西迂洞西、下江先岸，后易陪姓方楊

姓，斐成了苗族。現在，陪姓人已友展到肇共全多，共有26小自然寮;掘1986年統

汁，全多共有2156戶， 10414人;其中，肇共大賽有665戶， 3078人，成方黎平甚仗次

于基城人口的最大的一小自然察。另外，肇共的陪姓逐F散到周圍的水口多之本瑞、

平善兩小村，三字巴多之本皂、主字母、本吾、吉林、上地坪5小村，先額多之本引村和

狀江基洛香多之弄胖、朝里兩小村。

B. “督"

“督"，即一伙人之意。現在的肇共陪姓共分方13小“督" , ì已有:督于 (Douc

ningc) 、督宰 (Douc ziais) 、督面 (Douc mianx) 、督就 (Douc liongk) 、督浦 (Douc

mianc) 、督布 (Douc dens) 、督閱 (Douc mens) 、督拍 (Douc pel)、督打 (Douc

daz) 、督相痲 (Douc xiangc mas) 、督井小 (Douc jiengc guoD 、督鼎扳 (Douc

dingc baoD 、督芥 (Douc jius) 。平肘，人的卉展社交活功，都以“督"方單位避行。

“督"勻“督"之間，詮常往末，互相通婚。隨著汶族文化的影吶， “督"的名林勻

汲字相滑庄，演斐成了當地人所林的“內姓.. (即用“督"的名林作方財內部的區分)

姓氏名輯:。例如: “?"斐“嬴"， “面"斐“袁"等。安縣上， “督"的名林是以

人們所居住的地名或11位命名的。例如: “那"，個i吾均 dens ，原是“里迪"之意，

勻汶族的“邪"姓沒有任何美系。勻述神“內姓"相滑庄，原末的“陪"姓，就斐成

了“外姓"，用于前外使用的姓氏名林。

在肇共地方除陪姓外，運有紡、主、石、滾、三位、田、張、黃、李等姓氏。在

1949年以前，外姓人迂人吋，必需加人階姓中的某一令“督"，互主人兄弟，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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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督"的保妒和邦助。外姓人加人階姓的某“督"后，仍可保留原末的姓名，但不

得共有按“督"的投山地，只能划給一抉地草強埋葬;不得住在寮子中 l曰:年哲吋不

能坐鼓樓大斤火塘迎的長凳;豎立鼓樓等公共建筑物，不得參加上梁伙式:春市不得

參加祭把至祖母的活劫。 1949年以后，遠神社金現象已逐漸消失。外姓人“督

登江寮最;方句突出;全寮198戶，其中“督井~..有64戶，包括人“督"的7戶(內有宅

姓3戶、滾姓和王姓各2戶) ; “督頂披.. 84戶，包括人“督"的楊姓18戶，事姓1戶;

“督芥.. 50戶，人“督"的有石姓14戶。

C. “翁"

“翁"即“公"，就是祖父之意。 “翁"作方家族組主只中的第三令是狀，是由“督"

中第一代祖公下分出末的几小支系。有的叫“分瓶子"，有的叫“分井"，即分觀子

吃飯，分井喝水。狀肇共迂往紀堂大寮的“督井令，'，分;句“勞.. (wul)、“打.. (dav) 、

“殿.. (dees) 三小“翁"，分別住在寮子的上、中、下三小地方而得名。 i亥賽的“督

拍"，肪史上曾有“五公用堂"和“五公線撮"述兩科“翁"的名林: “五公用堂"

是該“督"中第一代祖公下的5令JL子. 5小JL子又各生一子往下友展。肇共智寮的“督

肉"，分方“!可老" (Mens laok. 又叫“阿殿.. Mens dees) 、 “伺脂.. (Mens lagc, 

又叫“阿秀.. Mens wul)和“阿頂" (Mens dingv) 三小“翁"。百余年前， 由全己堂

迂到毒所寮的“督拍"，也分;句“拍勞.. (Pep wul)和“拍殿.. (Pep dees) 兩小“翁"。

看來， “翁"是迂寓肇共友源地后才由“督"中分裂出來的。在村寮集落中，每小“翁"

都有一小原始聚居鼠，也是“翁"內成員的眼絡息。

各“翁"之間交往較多，但沒有統一的規定。記堂寮各“督"中的“翁"內成員，

在清明令挂清封墓肘，都以“翁"方草位活功。老人去逝， “翁"內成員都要送少量

大米給喪家，但不去吃飯。送米的數量，各“翁"各有規定。如紀堂寮“督井令"中

的“翁殿.. (Ongs dees). 規定每戶送4斤大米。遠神規定，是根掘亦喪事所需用米

的情況和“翁"肉成員的多少未分配。 i主小泰的“督"內各“翁"，都不得通婚。但

是，肇共智寮和毒所等賽的各“翁"之間，均已通婚:凡証白喜事、挂清等事，都分

卉各舟、。

D. “高然岱依"

“高然"指的是住房內安設有火塘、用于炊事的一間屋， “岱"、 “傲"即哥哥、

弟弟，其含文是共一↑火塘的兄弟，意方“屋里兄弟"或“自家兄弟"。 “高然岱依"

是家族組紋的第四小屋吹，包括几小十几小同一血緣美系的父系家庭在內的一小社金

草位。如上述“五公銀披"遠小“翁"，就分方5小“高然岱依"，由于每小“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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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依"均有10戶人家，又肩:“瑟然岱傲" (Seiv yanc diaik nongx) 即十家兄弟。紀

堂上寮陪文德家屑于其中的第一小十家兄弟， h人“銀根"的長子“惕"算起，共有“惕

(Xic) 、士 (Xih) 、煥 (Huank) 、文 (Wens) 、德 (Des)" 5代人。 “高然岱依"是一小

掘有一定亦事能力的家族組紋，凡成員中的大小事，都看成是自家的事，均要共同商

量赴理，并滑外保守秘密。特別是舟喪事，各成員同喪家一祥，都要穿孝衣，照喪事

的一切持統規矩舟、事，各戶要送1波米 (5公斤)作支助。

E. “然"

“然"在個i吾里是“家"或“房屋"的意思。它既是家族組紋中的最末一小屋次，

又是社舍生戶和消費草位，逐是由本“姓"卉始的向外朕姻而組合的一小父系家庭。

3) 村案組釵

個族是聚家族而居，往往是一小賽以一令“姓"或一小“督"方主，其中錯居著

其他“姓"或“督"。肇共地方的村案，既未都是合林。在古歌和持說中的“信肇"

(xinh saol)，安墳上是“肇村"，現在譯成汲i吾叫“肇共"，出現了“肇共暴"的

林呼，斐成了“肇村寮"，村和暴都是一令。 1950年土改肘，一小行政村就是一小大

賽或几小小寒。如肇共多一村，就是肇兵大賽，內分5小小秦。二村是紀堂大賽，肉

分3小小秦。現在，肇共大賽分成3小村，記堂大寮分成2小村。人的刁慣上輯:呼的

“肇"，就是封整小肇共地方村寮的統林， “主己堂" (J enc dangc) 也是財誠地兩村三

寮而言。肇共大寮內分的仁、文、理、智、信等5小小泰，在居住上分別以“督漏"、

“督麓"、“督邪"、“督肉"、“督拍"方主，其何情居著其他8令“督"的人。這科現象，

勻人口的友展直接相美。人口友展了，原來“督"的中心底就自然住不下，除了分“翁"

集体外迂重建賽外，其他的人高汗中心直到寮迫居住;特別是近百年末，芙至是住房打

破了“督"的界錢，就自然形成了錯居的格局。那5小小泰的名林，也是清代末年本

地本民族的呎分子，根揖原始住地的“里高" (lik gaoh) 之名取“理"音，再按地段

和古帶上的雅林排列而成。

每小寮子都有寮老，他們是自然形成的群余領袖，人民沒有定斂，一般是3"'-5 

人。泰老一般都懂得多奈個理，秉公正宜，有德有信，大凡小事，排解說和。寮老的

社金取能，其有誰t戶社金秩序、調解群女釗份、執行刁慣法規、共5年公益事宜、組主只

文娛活功和宗教活功的作用。

賽勻棄之肉詮常卉展瑕渲朕盟活功，在春哲等大的市日中，有“先赫" (Weex 

heengp) 、唱個戒、踩歌堂等。其他大規模的活功運有兩年一度的青笙舍，廈格大賽

一年一度的斗牛。村寮肉的互助，主要是血緣美系素近的和有素戚美系的暴子之間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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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邦助。在1949年以前，主要是帶助自E或反音;那以后，主要是幫助建設和生F。

4) 洞款組主只

“洞" (Jaeml或Tongk) ，在古代是個族地區以若干村察組成的一小高一級的社

金組拱形式，并以“合款" (kuac kuanh) 未推妒全洞的內部利益和困結一致抗音外

來的抗亂。括三旦地流伶的“理崗" {九十九老》敘述，肇洞在目史上曾厲都柳江流域

的個族地區“10洞" (Xins tongk) 中的第6洞，筒林“6洞" (Luoh tongk) 。笑你上，

6洞、肇洞在巨石史上的不同吋期，其包括的范園也有大小之另Ij。理向 {6洞合款規約〉

說: “6洞6小村， 3百‘丙梅， (Biingc meik) 和‘陡辱， (Douk jenc) , ‘竹坪， (Xiuh 

biingc) 、 ‘窩里， (L uank lix) 和‘告村， (Gaol xinh) , ‘且王， (Six uangc) 和‘自

邦， (Bial bangk) , ‘石沙， (Xix sal)和‘貫， (Guanl) 合起來1小洞; ‘)È 圈， (Liongl 

douh) 和‘云， (Eenv) 兩小村，兩赴地方共1小洞，各在1奈ú玲: ‘洒， (Sads) 和‘干，

(Ganl)各在一迫坡，兩小共洞5小村: ‘塘洞， (D angl tongk) 和 4石韶， (Xix xaol) , 

又未朕合‘洛， (Luol)和‘肇'方大洞; ‘坪固， (Biingc duank) 、 ‘據信， (Qagt xinh) 

共奈ÚI令，眼‘皮， (Pic) 合挽在‘水洞元， (Six dongc yueml); ‘葛， (Guol)和‘高

釣， (Gaos yoh) 又在‘弄塘， (L ongl yox) 的坡腳。"遠里的6洞， tt大到了今以江

基的“丙梅" (丙妹)和黎平基的“永紙"、“先額"、“水口" 0 (清)徐家幹撰《苗疆問

見最稿) (上卷)ì己載的6洞“即6寮:日皮林、日洒洞、日頓洞、日溶洞、日貫洞、日

挖囝(囡)是也"。現今城的6洞范間，勻徐家韓城的一致， “溶洞"是包括“肇"和“洛

香"在內，也就是上述“岱腦攸蕾"所轄范圍。 6洞，既是6小洞的眼合組紋，又是個

脹地區自身的一令行政草位。 6洞在JJj史上合款多次，其款坪也有好几小，主要的有

“坪自"、“坪孟"兩赴(均在今)Å江基新安多境，距肇共8公里)0 6洞中的各洞，也都

有自己的款組旗和款坪。肇洞合款的地克在“己歪宰"，即今肇共京O. 5公里娃的草

坪(現已卉田)。

合款除了防范以外，運有以定共同遵守的規約，以此推妒社舍的生F、生活秩

序。掘肇共札泰陪成珍撰《陪大汶的起文和下場〉手稿i己釵: “多老" (yangl laok, 

即滑寮老的林呼)陪大汶封“多村不軌些事，輒糾合群余，人大坪子(己至宰)吋洽，

經則白酒，重則何款"。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影吶下，他夸召民余起文，其才清政府“停

止納稅"， “特洛香黃土司官驅逐出境，以拯民危" [黃 1986b:459-484]0 1949年

以后，洞款組主只已不存在， {又有部分村寮逐保持著斗牛的組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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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內在意又空間

內在意又空間表現方妥体住居的形制、拘成的秩序和性格，它是整体意火空何的

核心和裁体，是民族建筑掌調查和研究的直接財象。

1. 住居形式

住居是一神空伺i吾言，它能將居住者的文化特廣凝固在其空伺內。個族的原始住

居是“干闊".至今仍然稍:“房屋"和“家"方yanc. 不仗保留著“干鬧"二字的

合音，而且述神你呼勻址個i吾族各民族封“房屋"和“家"的輯:呼基本一致[王

1984 : 235] 。現在，黎平、放江、榕江、三江、通道等基的部分村藥，依然保留著校

方原始的干關住居形式。在接受汲族文化以后，許多地芳的住居已逐漸斐容，有的表

現方個汶結合，有的基本汶化，有的完全汲化。在同一村賽，可以看到不同祥式的住

居。掘1990年10月財狀江甚亦洞土察的調查，法賽共有房屋37幢，除公共的社堂和伺

莽斗牛的房屋以外，其他均方家庭住居。在35幢住居中，厲干闕 (11) 者有18幢，占住

居忌敏的51. 43%; 吊腳樓有4幢，占 1 1. 43%; 樸陶 1幢，占2.86%; 平地房12幢，占

34.28%。忌之，干關式住居占絕大多數。

1) 原始住居

A. 干飼(1)

干關式建筑系木(竹)柱底架上建筑的高出地面的房屋，自古以未均方流行，并伴

隨仿史的友展而友展。個;族村寮現存的干網住居，可分方支撐框架体系和整体框架体

系兩大笑型[楊昌略 1990: 56]。其中，支撐框架体系的干關住居，逐遺留著較多的

原始住居痕迎。支撐框架体系是由下部的支撐結約和上部的庇妒結拘組合而成的愛合

結絢体系，也就是由立在地上(基石上)的桂子以及建在它上面的房子組合而成，通常

草草;句“接柱建豎". 11同i吾叫Dongc sabc。以江甚高伶一帶的個族住居中，有一部分

干闌木樓是在色塘內安放基石作柱咐，上立用木紡穿斗的短柱作支架，備作木被拘成

底座，再豎立上部屋架。該基的中里、播里等個賽，有許多干闕木樓的建笠，是在平

整的地基上穿斗短柱并在柱失上架梁備作木棍方底座，同祥豎上部屋架;樓上方居住

晨，樓下方伺莽屋。這些都不岡程度地遺留著原始桂柱支撐緒胸的痕適[說川

1991bJ (每真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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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真2 榕江基保里賽的接住建豎干閑住居

B. 干關長屋

個族的干關長屋是勻父系大家族伴生的恃統住居形式，主要分布在榕江甚尿里領

保里至往里一帶村寮[黃 1991a: 37-46] 。當地個家輯:其方Yanc laox，即“老屋"

之意。掘1990年7月調查，保里大寮現存的干拉長屋占拉住宅的20% 以上。送些干樹

長屋的建筑吋間，均有5'"'--9代人，距今約125'"'--225年之間，相當于清乾隆中期~同治

初年。述神干關長屋既有“接柱建豎"，也有“通長柱建監" CDongc saengc) ，勻

后未修建的干關房屋在結拘上既有共性也有小性。

其共性表現方:全采用杉木穿斗錯拘，都要造捍屋址，平整地基:房屋坐向依地

勢而定，以方便生戶、生活方原則，但在全寮房屋的整体部局上，則拼究“戈隊"、“風

水";因保里地方平垠均方稻田，房屋多建在坡迎的台地上，地基形式多祥;有斜坡

卉挖土芳建一級或兩級平台，有在不規則的地表上筑保坎建平台，而且保坎用的石料

特別排究。人的根掘不同的地基平面，建造不同立面的房屋;在卉挖斜坡建一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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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砌保坎絢成的平台上，建造的是同一平面的房屋:而在卉斜坡建兩級平台的地基

上，則建成吊腳樸。述兩神房屋的建豎和裝板完善，一般需3~5年吋何，耐久性可迷

300余年或更長吋肉。

其令性表現方:干關長屋具有形体高、占地面棋大的特，有。人的根掘各干拉長屋

的建筑平面、第拘祥式、裝怖手法及撤迂地，各有寺林。例如，宰往寮楊老三位修建的

干關長屋，平面:句“口"形，被你7句“三合失";平流寮吳正恩等8戶居住的干關長屋，

使用卉問方7間加兩側偏廈，人的林它“7間屋";宰攸寮楊秀賢等6戶居住的干關長

屋，共有4后，其中第2、 3、 4居全用雕刻的窗棋裝怖，被勒\~句“雕房";逐有宰往寮

楊正斌等3戶住的干關長屋，相伶是}Á本里寮(距寓5公里)胸芙后撤迂來的，被你3句

“然本" (Yanc benh) 等等。逗笑干拉長屋，一般分方上、中、下3崖，上方谷合、

中方居住屋、下:句伺莽崖，并且谷合勻火塘伺和盼室問上下滑位。在空間拘成上，運

有其里著的特店、:

a. 正房的建筑卉伺勻使用卉伺各昇。建筑卉何一般按立帖肉的柱距汁算，使用卉

間則方建筑卉l司的兩倍，也就是兩間建筑汗何組合成1問使用卉肉。如平流秦的“7間

屋"，就是以使用卉向命名;除兩側偏廈卉何外，正房的安隊建筑卉問:句14肉，述兩

科卉間的交化，必然使絢成立帖的立柱也ït.生斐化。

b. 偏廈肉的建筑卉肉和使用卉肉相悶。凡干樹長屋的左右兩側都建有固定的偏

廈肉，而且其建筑卉伺勻使用卉祠的尺寸相等，人的刁慣以正房使用卉何的阿毅加兩

側偏廈向未衡量干樹長屋居住空間的大小。迂去，樓上偏廈間作方大家族中成年未婚

子女分卉住宿場所或客房;現在，隨著人口的友展，巳斐方核心家庭的居住惘。平流

寮吳正恩就居住在干樹長屋的右側樓上偏廈肉，他將其隔成前火塘肉、后盼室伺兩部

分，而且火塘何同祥鋪作火捕，不述要先登上火鋪才能避人盼室。

c. 居住惡的空何組合別致。居住屋按遊深方向分方前、中、后3令部分，前方長

廊，中方火塘問，后方盼室問:航卉何方向看，長廊方公共起居惘，火塘!可和盼室阿

克小家庭居住娃，有几小火塘就林志著滾父系大家族由几小小家庭組成。作方公共活

劫空間的長廊，均設有寬大的長凳;平肘，人的在遠里小憩;年帝、喜庚，父系大家

族成員、甚至“高斗岱傲"成員和素友都在遠里聚合;垃去，長廊上逐安放有紡鈔卒

和生只布机，是如女工作的場地;現在，有的核心家庭在長廊上安設有木架移功式妒

姓，主要供夏天炊事。火塘|可分成兩半，一半安設火備，另一半作方炊其、水缸、餐

其等的存放赴和盼室的通道。骨室伺量長方形，一般勻火塘間的長度相等，有的勻長

廊的寬度相同，作方已婚子、媳的住娃。以干關長屋3居結拘的垂直方向看，一般未

說，每令小家庭各有一套生活、生F空肉，即上居方合厚、中店方住赴，下后園莽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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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等;又有公共的述道、棲梯和長廊。這說明，且然父系大家族出現了分化現象，但

各小家庭必然互相依托才能繼續生存。

在這小地區，于關長屋的遺絢和內在意文空間，不仗表現方建筑技木的遊步，逕

表現方父系大家族及其社金行方和家族組俱形志的決定性意丸。保里大賽現有干闌長

屋的住戶，均方開一父系祖先的后裔，一般有3代或4代人;居住人數少則10几人，多

則40余人，分方2""'-'8小核心家庭一一狙立的生戶、消費草位。

宰往寮楊正斌、楊正明、楊正友3戶同住的3向兩廈干關長屋，系其祖公楊通曉所

建。對肘，通曉生光避、光新、光善3子，友展至今已有9代人，采用汶族的i普系字

華，保持再、正、通、光、昌、腔、秀7字。現在，楊正斌作方長房長子，繼承了父

系大家族家長居住之赴。因楊正恩之父楊再炳在相郊的宰嘎寮建房草狙居住，正恩就

將老屋所繼承的部分特i士給堂弟正明(楊正斌之胞弟)。妨再吉也因孩子較多，于老屋

坎下草組建房居住，將原老屋伶給其長子正炭地承居住。狀該系i普看末，由“光"子

華卉始，到第6代，也就是“再"字萃，百余年何一直都住在同一干關長屋里。掘妨

再吉、楊正斌、楊正明回侃，他們遠小大家族共分3↑火塘，直到解放前夕才特原共

有的田地按人均分到各火塘。在遠之前，田地、耕牛、大型放具等均方共有，由家長

統一安排生F旁劫，收入按人均分，各火塘自己安排生活。家長原未是老祖公，祖公

去逝后，由長房長子扭負家長取責。垃圾明， ì亥系i普原是一小父素所生的几代子秘和

他們的妻子所組成的父系大家族;后因家長故去，由若干兄弟或堂兄弟及其數代子赫

和他們的妻子繼矮組成兄弟公社，即兄弟式的家族公社。不泣，述兩神父系大家族已

厲晚期美型，且然他們同住一幢干關長屋，共同耕科共有的田地，但消費已按火塘方

草位，小体小家庭已有了較多的狐立性。述表明，大家族的財戶所有原則狀早期的集

体待過逐漸向分化繼承友展。M.現在干關長屋的布局上逐可看到，楊正斌住赴的火鋪

勻Il~室之間，安設著一科名;句“降格" (Xangc geeh) 的拒式床，很明星述原未就是

父系大家族家長的住赴。在楊通晚健在肘，曾勻t乏子住在一起，后末一直按長者方家

長恃承。 b人楊正斌現在的家庭結拘看，逆遺留著父系大家族共有、共耕、同住一起的

生活痕迎。楊正斌現有4男 1女，長子、二子均已結婚生育，分別住在長屋偏廈間的

前、后|曰:三子和晚子尚未結婚，住在另1幢l棲1底各兩間的房屋里。一家三代10 口

人均在一起生活，大家共有、共耕、共食，和睦相赴。在伶統就念中，已婚JL子不高

卉攻素所在的大家族，仍泣著共同的經濟生活。其間家長遲枷助晚輩祺累財F丘，在造

過之吋(一般是在晚子結婚以后) ，本行分火塘伙式， ì上JL子們泣狙立生活。)Å述里迢

可看到，父系大家族的人口分化原則是)À迂去的集体分化斐方小体分化的痕迎。同

肘，楊正斌、楊正明和楊正友同住一干關長屋之間的美系，也遺留著兄弟公社的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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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 拐通曉父系大家族i普系

遍，楊正斌在長屋中仍享有家長的威望，他的相互陶鎧常旁功互助(因3、 4) 。

平流寮吳正恩等8戶居住的“71河兩廈"于關長屋，系其祖父吳順宇修建，距今已

有5代人，吳姓仿照汶族的字幸有30小字:汶、順、再、正、芳，德、化、通、僑、

弱，文、掌、征、家、魯，清、賢、志、必、昌，良、辰、卉、建、園，永、蠱、

定、安、邦。該長屋住戶在“正"字輩一代，隨著人口的不斷友展，居住情況友生了

交化;除草強另立房屋居住外，只有繼承者和接受特址者仍居住長屋;出現了第2代

的長子和改子的子甜、各有3戶住原長屋，而第2子和第4子的子孫只各有1戶住原長屋，

其他均另立房屋居住。現在仍住長屋的按右自左排列，有吳正恩、吳芳勇、吳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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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5 吳P慣于父系大家族i普系

吳芳祥、吳正迷、吳芳旦、吳正隆、吳正玖共8戶。航速幢干關長屋的居住情況看，

其格局的斐化已記述著社金的斐迂(囡5、 6) 。

2) 斐容住居

伴隨社合經濟和文化的友展交化，建筑技木的提高，人們的居住奈件也支生了斐

化。干關房屋的穿斗結拘，相庄地由支撐框架体系逐漸友展方整体框架体系。整体框

架体系，是由下部支撐結胸和土部庇妒結拘呈整体框架的結拘形式，也就是用上下貫

通的長桂取代下屋短住的棚居而友展方整体拘架，俗稍林:“通t長乏柱建豎

Do∞ng詐c s純ae凹ngs。其拘成方法，是在不等高的長柱止，由下往上取尺寸，分別當通

上、中樽眼和地腳孔，特長柱和瓜柱用穿紡按遊深方向穿斗絢成立帖。再將几扇(排)

固6 吳!眠于父系大家族干關長屋居住屋平面示意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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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7 )Á江基亦洞寮通長柱建豎的于攔住居

立帖用橫妨穿斗組合，拘成不同卉肉的整座房屋框架。根掘樸后利用和建筑立(剖)面

的不同，可分方干闕式和平地式兩大矣。

A. 干闕式

干闢式交容住居的共同鼠，都是底部架空。根掘架空所抬高地面的高度和拘成情

況，又可分方于關 (11) 、吊腳樓、地接、 “印子"屋4抖。

a. 干關(11)

厲整体框架体系拘成的干關式住居，我們林它“干關(lI)" (囡 7) 。遠科干闕住

居的平面拘成勻“干飼(1)"基本一致，都以樸上方居住屋、樸下方伺莽屋，樸面抬

高地面高約2. 3M，個i吾均輯:3句: Yanc gongk。在南部個族地區的大部分村藥，都可

看到達科住居形式，只不迂古的比例多少而已。

b. 吊腳棲

吊腳樓，又鴉:“吊柱棲"; 11同浩劫:方: Panl yanc gongk panl yanc tih，意思

方“半迫棲" [黃 1991d: 108-118] (囡8) 。遠神房屋是建筑在兩級平台或斜坡面上，

只有部分棲板抬高地面:若方兩級平台的，下級平台可供作伺莽屋，上級平台可供作

居住屋:若方斜坡面的，樸下一般不利用，居住庭中有一部分是在地面上。遠神住居

形式， 1同族地區的大部分村寮都可見到，只不迂多少而已;但比較集中的，逐是在南

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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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8 M.江甚亦洞寮的吊胸棲

c. 地接

地樓，個i若你方: Yanc tec luk，是指盼室阿彌作木棍的房屋。盼室伺備作的木

板，距高地面仗30"--40CM，只能起到隔高溫司的作用，棲板的下部則不能利用。遠

科住居形式，在個;族地區的大部分村寮都可見到，但集中分布北部地區。在南部地區

的一部分村泰，有的地樓房則建筑別致，祥式勻北部地區的略有不同，囡片中的陡暴

地樓房就是其中的1例(有真3) 。

d. “印子"屋

遠神房屋的盼室問同祥備作地棲板，拘成地棲居:而不同于地樓房之赴，是在房

屋周圍用時砌成防火牆，也就是江南一帶的“耳失睛"; f同i吾林方: Yanc yenl zic, 

因此得名(囡9) 。 “印子"屋多分布JE史上水路交通便利的城鎮和村賽，它是個族地

寄真3 M.江嘉陡寮的地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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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9 “印子"屋示意囡

區社合經濟友展的戶物，多建于清代和民固初年。地赴清水江支流的整江中游的天柱

基芹香寮，房史上曾有“回心寮的谷子(以戶稻谷著林)，芹香寮的‘印子， "之林。

1949年以前，送小寮有一半人家住的就是“印子"屋。

B. 平地式

逗笑住居是指居住居在地面上的房屋，有穿斗木結拘的棲閥、平地房和否會木結拘

的房屋之分。

a. 接閑

逛神住居的特底是樓上和樸下都作方居住后，另建小屋圈莽豬、牛，踏確則安設

在屋槍下。逗笑住居形式在個族地區較少見，亦洞上寮有1幢，兩小素厲家庭分別居

住在上、下后(囡10) 。遠神居住形式，明星地反座了瓜干關居向平地居特化的交容迂

程。

b. 平地房

述神房屋以地面均主要居住后，多采用左廂房一一堂屋一一右廂房的伺取方式;

梭上空間較小，一般只投糗合或客房;豬、牛圈和踏雄等物，一般安設在偏廈|可或另

立小屋(囡11)。在個族地區，平地房普遍存在。特別是經濟貧困的村寮和人家，沒有

能力修建高大的干闌房屋，往往就只建平地房。 1945年，都柳江流域友生較大的洪水

夾害，溪河沿岸的村寮原有房屋几乎被沖毀。洪水述后，要在一↑短肘阿內同肘恢友

家因是因雅的。例如榕江基的丰江大賽，洪水前大多數住居是干闕房屋;一場洪水，

全寮几乎蕩方平地;在附近山上樹木不多的情況下，不可能再建干關房屋，只好建造

平地房。因此，平地房也就成方丰江大寒的主要住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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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10 亦洞上賽的棲閉住居

c. f是瓦房

速神房屋是現代詮訪友展的戶物，零散地分布在城鎮附近的個族村寮;一般有兩

三居高，多方否會木結拘;有的棲屋鋪作木棍，有的采用鋼筋混凝土結絢的預制帳。其

梭犀利用多斐，有的紡照干惆祥式布局，樓上均居住崖，樓下方惆莽展;有的仿照平

地房祥式布局，地面和樓上均均居住屋。

3) 谷合

谷合是人的生活必需的付層建筑物，在個族地區按其建筑位置可分方3矣，即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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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11 亦洞主賽的平地房

合、草合、問棲合:其中，前兩美以干闕式方主。遠3美谷合按其功能可分3科: (1) 

純厲存放谷物， (2) 既作谷合又配置禾涼柱于; (3) 純厲禾涼小樓或l惦吋存放禾把。在

谷合中，群合和草合的架拘形式多祥，仗頂部架拘就可分方4神: (1)柱、瓜、紡穿斗

結梢， (2) 用兩根連接的短住撐頂林方東桂或蜀柱; (3) 短住兩側加斜撐拘成三角梁的

叉首式承重頂部; (4) 在 (3) 的基咄上架釀釘緣，但斜撐柱不作承重。在遠些谷合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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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中，以穿斗式拘架校方普遍。

群合主要分布在狀江甚巨洞、古里一帶個族村賽。各家各戶根掘自己的需要，集

体~每谷合修建在村賽的外迎。在高巨洞察30m湛的未面，有52座不同絢架的干關谷合

組合的一小大合庫群。送小群合中厲1問美型的有41座，其余的 11座厲2何美型。 1間

的很明星厲于1戶小体家庭所有， 2間的則厲于兩戶素厲家庭所共有。送小干關谷合群

的建筑錯胸和駐藏方式，都保留著古朴的形恣(囡12) 。

圓的芳、洞上賽的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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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合是1戶人家草狙修建在自己房屋周園的合庫，以11用方主，一般具有多神功能

(囡13) 。安設在房屋內樸頂屋的谷合，一般林先|蜀棲合，上述干|瀾長屋的谷合，就厲

于遠科美型。肇共多大多數人家都采用陶棲合，并利用問樓房的部分空間作禾諒。

2. 祭把場所

在人們的意浪中，家庭的延續友展勻肪代祖先的妒佑有著密切的美系:村賽的共

旺友迷勻共同的祖先神抵也有密切美系，因此戶生了財祖先的崇拜。早先，人的財祖

先崇拜的祭把場所，就是家里的火塘和安設在寮子里的祖母堂。

1) 火塘

火塘，是每小家庭必各的用于炊事和取暖的地方:一般由火坑 (Sac buil)、撐架

(Douv) 及隔火后 (Geel egs) 拘成。其附厲物逐有它上面的吊坑， f岡惜你方Ngangc。

個族地區的火塘形制，可分方火鋪、棲面和地面3大笑:前兩美可以備被睡兌，冬天

多方男性老人夜寢之赴。

A. 火鋪

火鋪 (Puiv buil)是在火塘肉用木拘方法抬高樓面或地面的一神強特的火塘形

制。在樓面上安投火備，多見于干關長屋。榕江基系里續保里暴干關長屋的火備，是

用4根方形木柱作枕木(迎寬10cm左右，長2m左右)，按一定向距橫放在接板上，再

在枕木上級向繡架3抉厚木紡(厚5cm左右、寬20cm左右、長4m左右)，其主又備作木

棍，以此絢成8'""'--9平方米的寬大的火鋪平台;在火鋪外側的正中，懷獸一小正方形

(迫長1.5m左右)的元蓋木箱，木箱四周再壤散厚石板作隔火崖，正中填土作方火

坑，內安缺三腳撐架，火坑上方逆設有作干燥用的火杭架。有的人家在火鋪內側長年

繡著席于、被卷，有的安放著矮床，有的則在火舖勻盼室的隔板赴設置名;句“降格"

(xangc geiD 的拒式床。在地區上安投火備，多見于新晃{岡族自治基、天柱甚等北部

個族地區。遠里的房屋，多方地棲居，火塘間則安有火備。一般先用彷板預制一抉

6'""'--7平方米的作火鋪平台用的台面和作火坑填土用的木箱，再于火塘|可兩面靠被壁的

地方文才魚立4根各0.5米的短柱備作拘成，并同祥設置火坑。

B. 發面火塘

在一般干柱房屋居住屋火塘伺樸板面上設置的火塘(穹真4) ，備作棲板肘就空出

火塘位置，各家根掘需要進捧火坑的架拘祥式;大慨有平提式、意挂式和支撐式3

神;其中，意挂式又分洩坑和深坑兩神形式(囡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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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真4

囡"

榕江甚保里寮棲面火堂

棲面火塘結拘的示意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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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面火塘

在平地房屋中，有一部分火塘肉是挖地坑作火塘，有的逐勻妒姓并存。方了防火

的需要，有i午多村秦已將火塘'^棲面上移到地面，同吋逆取消了火坑。這在肇共多的

記堂寮表現最方明壘，而原末的棲面火塘只生炭火，仗方冬天取暖。

火塘是家庭祭祖祖先的地方，遠神祭把活功叫“斗煞" (Douv sac) 。平吋在吃

飯前要祭，逢年迂哲、祖先生日、位白喜事要大祭。 1986年4月 23 日，這者在肇共札

寮洞查肘，正過到陪腔強舟、理其父的表事。當安埋事宜結束，其“高然岱傲"全体男

性成員聚集陪腔強家的火塘|旬，在火塘迎接投供品，拳行“斗煞"伙式。一位男性長

者，一遍念浦“斗煞"祠，一過:時切成片拔的璃肉、豬肉、酒按先后秩序放(倒)人火

塘內和分送錯在場的人吃(喝)以示游防代祖先和新逝亡人的祭莫[黃 1987 : 

263-287] 。由于火塘是象征祖先神夷所在之赴，因此F禁跨越或踩踏撐架。受到汲族

文化的影自由后，有許多村泰和家庭已改斐了房屋結椅，設置了堂屋和神鑫，作方祭祖

祖先的地芳。但是，在大祭之肘，同于火塘迫和神鑫上投供品祭紀的人家也很多。

2) 祖母堂

祖母堂是用汶i吾財個i吾 Sax daengc 的直坪，又拍:社稜士云或社堂;一般是一小

“督"、一小寮或几小寮共同安投一座，作方集体祭把主祖母的地芳。放形制上看，

祖母堂大致可分方3大矣。

A. 露天型

在露天下安宮投話，有的用土石金成，上插1把半卉半間的紙傘，內挂1把紙扇

(也有不挂扇的) j 有的于搭上放1抉石板，上置3只茶杯，旁迫栽一株黃楊樹或親音

樹;有的于培正中植兩株大樹。

B. 室內型

外建房屋，內安宮波士言(國15) ，有的堂用鵝卵石金砌成圓錐形狀，同祥插傘挂扇

(也有不挂扇的) j 有的于拉上蓋一石板，上置3只茶杯，側過插一木棒，棒上擱扎同

祥的紙傘。

c. 斐容型

既于房屋內安宮投話，又于室外植黃楊桶，并筑圍堵保妒。房屋形式多科多祥，

有干關房、平地房和吾吾瓦房。

凡拳行祭把活功，每令家庭成員都自兌參加。在人們的心目中，主祖母的神威最

大，能主宰一切，保境安民。肇共多紀堂上泰、下賽和登江寮朕合安設在紀堂下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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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5 JA江基亦洞寮社堂

祖母堂，曾于1917年立有1換名方〈千秋不朽》碑，上面i己載:“古者，立固必須立店;

店既立，因家賴以安。立憲必須波士云，拉既設，則多村得以吉。我先祖自肇洞(古吋

滑今肇共大賽而吉)移上紀堂居住，追念歪母娘娘功威，烈烈得布，洋洋以能保民清

吉，六畜平安。清工筑構建宮，中立神座，供奉香姻"。因此，在村察和住居的空間

安排上，人們的伶統信念就規定了“未建寮1'1，先安土地神位;未建房屋，先安好‘首位

麻天子， (Sax mags deml siis，財主祖母的敬林)坐的堂殿“[黃 1990a: 25-32J 。

3. 公共設施

家族組俱和村察組紋的存在，決定了公共設施的必要性和多祥化。而且，遠科中

介意又空間的伙式化，浦公共設施的空伺恣勢和空間意文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個族

的公共設施，有寮川、鼓樓、或樓、風雨耕、涼亭等，均方共同親賢，共同出力修

建:其結拘形式，都是在于關房屋建筑的基咄上友展起末的。

1) 寮川

寮1'1是集落空間勻非集落空間的分界林志，其表現形式多科多祥，可分方自然型

和人工型兩大矣。自然型多方村寮周圍的風水古樹，人工型多方人工修建的門樓、排

樓、門關式鼓樓。肇共多紀堂賽的寮失和寮尾，分別建有1座排棲式的寮門。 1990年

10月 13 日，亦洞上察的個家方迎接貴州個族住居調查委員舍的成員遊泰，拳行的攻迎

伙式一一拉路滑歌的寮汀，就在兩棵大榕樹正中寮巷口的小樹旁。

2)鼓樓

鼓樓，是汲清名林:而個培肩:呼不一，榕江基辛寮詠Beengc，意;句“堆高";

黎平甚肇共一帶你Louc，即“棲"。它是一泰、一小地段或一小族姓的人家，按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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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只賢，共同修建，集体享用。肇共多有26小自然蔡，共建有19座鼓樓。其中，肇共大

寮由上到下按地段分成仁、文、札、智、信5小小賽，每小小寮各建有1座鼓樓，成方

個族地區建造鼓樓最多的村寮之一[黃 1986a: 225-236] 。

鼓棲的拘造，且然沒有統一的園式，但是遵循著共同的建筑乞木規律。其平面均

方偶斂，一般有正方形、 6迫形、 8迫形:立面均方奇數重糖，多則17后，最高20M左

右。頂部有意山、歇山和多坡面橫尖等形式。在攪尖頂中，逆有攻疊頂和攻屋暗頂之

分。主体絢架，多以4根(也有1根、 6根、 8根的)粗大的杉木作主承柱，以地面直到頂

屋。凡4根 (6根或8根)方主承柱的，是用穿粉)時其連接成一令長筒形的內柱詞~;而槍

柱一般取12根(也有8根、 14根的) ，用園妨連接成外柱那:肉、外柱那再用陶紡、瓜

柱、瓜紡穿斗組合成一小屋屋內收的絢架。凡攪尖頂斗拱鼓接，頂部結拘多在主承柱

上架十字紡穿抬雷公柱(又輯:尖柱)，有的利用斗拱備作的井干式木妨架拘承載，有的

則用斗拱舖作直接承載，然后均用穿紡特雷公柱、瓜柱連接組成頂架;不泣，前者的

胃真5 }Á江甚增沖寮鼓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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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拱只起裝怖作用，只有后兩者才起承重作用。達科以穿斗錯絢方主， J恃抬梁和井干

式結絢融方一体的作法，使頂是槍口比棲身各居猛然升高，起到了突出表現冠冕的作

用，使其“一反中固古代塔建筑的常規" [Ii'建筑肺』編輯部 1981: 31-33]。列方全

園文物重成保妒草位的以江甚增沖寮鼓樓(~真5) ，列方貴州省文物重庶保妒草位的

肇共多重己堂上、下寮鼓樓，運有肇共大賽的5座鼓樓，都是典型的范例。

鼓樓按其乞木造型，可分方于關式、棲陶式、密槍式、門關式、斤堂式等几科

[黃 1985: 9-28]。鼓樓內有寬敞的斤堂，正中設置大火塘，是公共活功場地;頂部

最挂有長筒形牛皮木鼓，有事便音鼓招余(每真6)。鼓樓有寺人管理，并負責日常清

詞、柴火供皮等事宜。個族鼓樓起源于個族古代的男子集金所一一“~汲樓" (Louc 

lagx hank) [楊昌時 :1990:139] ，現在方多功能的公共活功場所。掘黎平基肇共多

的調查，鼓樓的社金功能主要表現方:

穹真6 音鼓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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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息娛示

平吋，鼓樓是男性老年人聚合接古(拼故事等)的地方。在遠里，他們互相提淡自

己的經房、見|司和故事，以此教育下一代。年哲前夕，遠里是歌肺、或肺教徒弟背誦

歌河、台祠的地方，也是肯笙趴線刁肯笙尿曲的場所。

(2) 集成汶事

凡寮內的大事、要事，由寮老召集群余于鼓樓，共同商放決定。咸丰三年

(1853) ，清政府方了慎庄太平天國革命，橫征暴欽，加強了肇洞一帶的蛀牢。當吋，

連年夾害，田地元收，村村寮寮斷炊逃荒。肇央文泰的寮老陪大用，召集群食在鼓樓

里商攻:決定吐~汲防大汶起草稟帖，向黎平府和永b人甚清求減免田賦的事。后來，

官府不但不給減免，反而加派蛀罕征轍。遠就迫使防大汶領辱六洞個族求民起火，以

鼓樓方放事中心，勻清政府斗爭了21年。 1985年，肇共多人民代表大金制定了《肇共

多社金治安管理公約} (俗肩:“多規民約"，即民|用公約)。各寮宣拼〈公約》肘，都

由寮老召集群余于鼓樓里遊行。

(3) 執行規釣

1949年以前，財挖蜻拱璧等偷盜大案，由寮老召集群女于鼓樓公判。現在， x才于

那些有損于集体和他人的犯規行方，寮老和村干部按《公約》規定赴呵。

(4) 青鼓披信

1949年以前，肇共鼓樓都安設有牛皮木鼓。有事， f音士就按不同的鼓息告鼓扳

警、披信，通知~汲和群合到鼓樓集中，昕候寮老安排。在陪大汲領辱起文的吋期，

是采取古代的屯田做法，早晚音鼓召集勇士錄武;有警肘，召集勇士防各。在軍閥混

成肘期，地方土匪猖擻，只要友現情況，持士就告鼓披警，通知全寮人隱蔽。現在，

肇共多的19座鼓樓均不再安投牛皮木鼓;有事，改由伶士敲繆喊賽。

(5) 迎宴送客

寂陶耐期，特別是春背期間，寮勻棄之!可卉展“方赫" (Weex heengp) 活功(村

寮 l旬的集体坊伺) ，凡迎送客人都要到鼓樓或鼓樓坪上集合。客人送來的札物或送給

客人的札物，都要先放在鼓樓里。晚上，客寮的男青年和女青年，要分別勻主賽的女

青年和男青年在鼓樓里財唱大歌，以此交流感情，增遊友誼，加強因緒。

(6) 鼓樓取名

1957年以前，肇共信寮凡是第一胎嬰JL漏月，要先清全寮老人到鼓樓，由祖母或

勻祖母同擎的女性抱著嬰JL去鼓樓， 1青老人的給嬰JL取名。然后，再由母柔和母素的

同伴背著嬰JL到外婆家，主人取外婆滑母柔的嫁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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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踩堂祭祖

每逢正月初一，寮老就要組紋“登醉.. (Dengc sav) 即管理祖母堂的人，帶領7

男7女到祖母堂接“醉"來鼓樓，和全寮人一起攻度春可言。人的先要唱“耶醉.. (Yek 

sav) 歌即歌頌祖母的歌，在鼓樓坪上踩歌堂，感謝“醉.. (Sav，即祖母)的妒佑，平

安地度述了一年，又迎未新的一年。

(8) 鼓樓葬札

按刁慣規定，凡年漏60~厲正常去世的老人，或有名望方群余捌戴的不浦60~的

正常死亡者，都可特東極拾到鼓樓里拳行隆重的葬札，追吊亡者。如果詮鬼肺揖定方

好的葬年、葬月、葬日，甚至特停棺待葬或即日下葬的几小美框，都拾到鼓樓里或鼓

樓坪上，分別拳行葬札。 1986年5月 29 日，這者在全己堂寮洞查吋，曾參加迂寮老陪士

清(享年82~) 的鼓樓葬札。

3) 竟是棲

竟是樓是個族社金、文化友展的戶物。在元明肘期，個族地區出現了“金.. (Lix) 

和“嘎.. (Al)相結合的悅唱形式的敘事歌一一“棉.. Oenh) 。后來，受到湘刷、彩洞、

挂制等汲族地方刷的影吶， 19世紀初在個族地區戶生了用個培演唱的竟是刷形式一一個

竟是 (Yik Gaem}) 。勻此相庄，也就共建了竟是樓。民間伶說，個潰的始祖是黎平甚茅貢

多脂洞村吳文彩(1799，，- 1845) ;至今，他的家多和周圍村寮的或接修建得最漂亮。在

肇共多，凡建有鼓樓的村寮都建有戒樓。其中，廈格中寮的演棲最方強特。鼓棲和戒

棲均建于同一高度的石坎平台上，中間隔著1奈石板路，坐在鼓樓大斤里就可看茂。

4) 風雨耕

風雨楞是個族地區常見的一神路迎建筑物，既方勾通溪河兩岸的交通設施，又方

個家遮間避雨、休息乘涼的赴所;逐方迎宴送客、青年男女滑歌的好地方;再方虎綴

個寮山水風光的吉祥建筑物。風雨析一般由耕敏、研塊、耕梁、耕廊、研棲(又林楞

亭)几小部分組成。大型風雨耕的耕敏是用石料砌成，小型的也有用組合的柱桂代

替。耕塊有用石料砌的，也有用數根杉木并排穿斗屋后堆金的。耕梁分方最臂梁和耕

道梁兩抖。最臂梁是用數根杉木并列穿斗鋪于耕敬上，大型風雨耕有2------3居不等，往

往是下是短，上屋逐一向外探出絢成最臂式。耕道梁是并排鋪于是去臂梁上和研塊上的

長困木，兩端卉企口用褲失彷固定。大型掰一般重疊備作2"-3居榜道梁，而且是勻后

之間墊有橫枕，用以惆令各排梁間的水平面。首尾兩排耕道梁的合挽錢要落在最上患

意臂梁的中錢上即耕敬正中，使整座耕梁保持平衡。小型夙雨耕一般不用意臂梁，但

耕道梁是不可少的。在耕道梁上橫備厚木板即拘成耕道，再于拼道上特若干立帖穿斗

335 



固立民接掌博物館研究報告 18卷 2 哥

組合絢成耕廊，兩側投桂于保妒。立帖間的下部組合絢件是一抉抉寬大的厚木板，以

此拘成坐凳，令供行人休息。大多數風雨榜的耕廊正中和耕的兩端，都建有耕樣。拼

廊兩側逆搭建有偏廈保妒耕道梁，并勻耕廊一是毛哈成，絢成穩固的耕体。貴州和湖南

都有省級重成文物保妒的個族風雨析，}西三江(岡族自治基的程間風雨耕運是全因重

成文物保妒草位[黃 1991c: 23-30J。揖黎平息肇共大賽洞查，該大寒的5小小寮都

各建有1座小型的風雨榜。其中，札賽的1座風雨耕，方全大寮人集資修建。在人們的

現念中族風雨拼勻全寮的生存有美，把它看成是全大賽船形地勢上的一顆致美重要的

船訂。

5) 涼亭

涼亭也是個族地區交通要道上常見的一科建筑物，亭內設有火塘、坐凳，考供行

人休息使用。備屏息者蒙寮涼亭，建成方一座干關式小屋。黎平甚小寮失的涼亭，是

特6魚權狀屋頂的井亭和2后重槍的涼亭組合在一起，供行人乘涼休息。

v. 周迫民族住居空間比較

在個族地區，世居有汲族、苗族、瑤族、牡族、水族、布依族、毛南族、位佬

族、吃佬族、土家族等兄弟民族。長期以末，各民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互相交

往，既形成了同一地區的斐容的共同文化，又保持著各民族固有的文化特息。在住居

及其空間拘成方面，也間祥如此[黃 1991b: 53-56J 。個族北部地區，斐容的共同住

居，以地棲居11代表:南部地區，則以吊腳棲方代表;而在空i司的利用方面，各揖有

本民族的物廣文化特征。

居住個族地區的汶族，主要集中在城鎮和交通要道。清代末期以前的住居，具有

代表性的是“印子"屋;以后，主要是地接和平地房。明清吋期木材祺散地的王寮(今

棉屏甚城)，清代吋期的府城黎平、領逞，遺留至今的“印子"屋較多。 1989年5月，

中日貴州個族住居調查委員金曾在綿屏和領述兩甚城，分別測量洞查了王名爐、傅舜

德兩家的住居。這兩幢住居，均建于清代晚期，同扁時堉穿斗式拘架的支合中庭型住

居(“印子"屋)，平面都方3卉何。王氏住居建于同一平面上，以堂屋方中心，前天

井，后姓房，左(京)右(西)兩間均渴盼房(囡 16) 。傅氏住居建于3級平台上，同祥以

堂屋方中心，前、后均有天井，兩側各有前、后廂房及取暖間，最后伺投姓房(囡

個族地區世居有人口較多的苗族，其住居在北部多方地樓，在南部多方吊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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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16 王氏住居

拘架和問取均勻個族同美房屋大間小昇。例如，介于釗河、三穗、領過3基個族村棄

之肉的釗洞甚溫泉多下岩寮，苗族吊腳樓的棲廊，在拉干赴建有名方“美人靠"的坐

柱，既?大了空間和視野，又裝佈了房屋的外視。

居住個族地區的社族人口也較多，主要分布貴州的)Á江墨、尸西的三江個族自治

息和先腔各族自治基。述一帶牡族的住居是以干關方主，其中狀江基剛迫多等娃的住

圓17 傅氏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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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運是“接柱建豎"的干閑房屋。 1992年3月，豆豆者和塚田滅之先生(現固立民族掌博

物館副教授)到遠里調查肘，所看到的壯族住居的居住后，則表現方前棲廊，后火堂

|司和~~室:而且火堂伺居中，面軍只較大，其兩側方昏室。

VI. 吐、〈主口rt

b人民族建統掌的視野考察，個族(寺統的干惆住居大部分是采用超民族互換性的建

筑技朮，住居的空間利用也在迅速地友生斐化，出現了件多完全汶化了的村落[洩川

1991a: 20-27J; 其斐容因素主要有: (1)汶族文化的影吶， (2) 建筑材料未源有限;

(3) 生活水准的高低; (4) 人口的友展; (5) 防火的需要。然則，在個族住居的整小意

文空肉拘成、干關( 1 )的架胸、干闕(1)和干崗位1)及吊腳樓的居住屋的問取秩系、

運有火塘的固有性格特征等方面，仍可尋求到個族住居空肉的拘成模式及其建筑原

理。

1.整体意火空間約成摸式

個族住居整体意文空間是由“外在"、“中介"和“內在" 3小有机的文化圈屋拘

成[常青 1992 : 39-43J 。 “外在意又空肉，'，是個族在溪蝸;那境生志中形成和友展

的特定文化刁俗和房史親沒所拘成，也就是個族分布空間中所固有的文化圈展。 “中

介意文空間"，是個族在溪曲同那境生恣中的社金行方及其洞款、村泰、家族等組主只形

志所拘成的活功空間圈屋。 “內在意火"空肉，安綜上是每令伺族家庭住居和公共建

筑物的空間恣勢及空間意丸，然而它是由外在意又空間因素通迫中介意又空間因素所

伙式化了的空間意又來決定(囡18) 。

囡18 個族住居意51..空間拘成模式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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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族住居整体意火空伺只能是相財地存在，在多民族的園体中它只是其中的不可

分割的一小部分。伴隨社金詮濟的友展，個族住居的整体意文空伺必〉悔不斷地支展斐

化。

2. 住居空間絢成原理

紙上述的住居形式可以看到，現在的個族住居且然表現方多祥性，但是在村落布

局、住居問取、住居拘架等方面都有共同的基本原理，而且在斐容的迂程中也都留下

了許多痕邊，給我們的調查和研究工作提供了錢索。

1) 村落布局原理

個族居住的地理生志那境方“溪啊，'，村落布局也就依山傍水，住居建筑也就“依

山則巢，近水則棚" [戴裔爐 1948: 78J 。因此， “依山傍水"就成方個族村落布局

的基本原理。掘洞查，不管是分布海拔較高的村落，如素有“高天"之林的以江基高

仟賽，運是海拔只有百余米的黎平基地青泰，都是沿裴依山傍水的居住原理布局。

1990年10月，貴州個族住居調查委員金洞查泣的亦洞賽，也是按述一原理布局。都柳

江由西向南流經寮前，苗dt令系厲的月亮山余隊延展于寮后，寮子里的房屋就坐落于水

和山之間的2'"'-'6級台地上。有兩株長勢茂盛的大榕樹排列在寮前的左、右兩側，樹下

各有1奈道路，兩樹間又有兩奈道路，同向泰內延伸，勻由西向南通迂寮內的3奈道路

交叉，使亦洞上泰拘成方一小卉放式的村落。祭把主祖母的社堂坐落于寮子正中肉，

成方全泰的中心(囡 19、 20) 。

2) 居住屋及伺取的基本原理

長期以來，伺族住居且然友生了很大的斐法，但是方斐不高其宗，在居住后的進

定和阿取方面，依然保持著伶統的居住形式。干闕(1)、干闢 (II) 和吊肺梭的居住原

理，表現方樓上居住屋、橫下伺莽島問取原理，表現;方甘“前一一中一一后

A. 居住展的規定性

飼族原始住居的干闕，居住展和惆莽是切然分卉，居住屋在樸上，飼莽屋在樓

下，已成方刁慣的規定性。隨著住居形式的支展斐化，遠科規定性人仍然存在并延伸

著。干關 (11)是遠祥，吊腳棲也是遠祥。特別是在一些吊腳樓的修建中，非常突出地

表現出刁慣的規定性。例如，狀江甚巨洞寮石老金等兩幢住居 (T04、 T05) 都是建于

二級平台的吊腳樓，均持居住后投于樓上:原管第1級平台的上部架空，同祥不作方

主要居住房(因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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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的亦洞上寮伏視囡

圈20 亦洞上暴地形剖面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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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 個族住居空間拘成的獨查振告

固21 石老金的吊胸棲住臣

在地機和“印子"屋的修建中，大部分房屋的火塘間都安設有火備，以火塘7句中

心的居住房仍就抬高地面，也包含著刁慣的規定性。

B. 居住屋|可取的延展性

由于個族住居具有丰富而又美活的穿斗拘架方式，因此消于居住屋的問取既表現

均持統拘法的司慣規定性，更多地表現方斐容拘法的延展性。1À上述保里大賽接柱建

豎和通長柱建豎干樹長屋住居空間的持統拘法來看，個族住居空伺拘成的基本原理表

現方:前(棲廊間， Wul biak) 一一中(火塘間， Gaos yanc) 一一后(盼室間. Gaos 

sonc) 。接受汶族文化以后，汶族住居空伺絢成的原理:左(臣愷)一一中(堂屋)一一

右(臣》室) ，逐漸移植到個族住居中。近半令世紀以末，個族村寮修建的通扶住建堡的

干關房屋和吊牌樓，大部分房屋的住居空前的拘成，除遵循逛一基本原理外，逐漸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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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22 住居平面模式

活地斐換了原有空肉和增加了新的空間。例如，上述的T04和T05的空伺拘成.仍就按

刁慎的規定性妥施，黎平基肇央文寮陪炳文的住居 (T08) 、綿屏基大向多綿所村楊林

端的住居 (Tll) 、錦所村梅林梅的住居 (T12) 則有不同程度的斐化。 T08特原有的遊

深3伺斐方2肉，棲廊上增加了“堂屋"，同肘逐隔出了11可盼室;正中間保留火塘，

但左側隔方盼室，右側隔作谷合。 Tll的住居空間，只有右側逆遺留著遊深3肉的痕

遍，但火塘伺勻盼室已調換了位置， “堂屋"已放在居住后的中心位置。 T12的住居

空肉，只有中間和右側遺留遊深3間的痕渣，但是“堂屋"取代了火塘間的位置，在

正中何的后何又增加了“姓房"，并勻火塘!可平行，使居住屋的伺取表現出和、板的延

展性(囡22) 。

3. 住居絢架的基本原理

個族住居拘架是木性和木彷的棒卯穿斗結拘，其中分方主架(又你“屋架")和頂

架兩令部分。

1) 主架

「-i干繭(1)
支撐框架体系-l : 

L_:干闖關

i 「干繭削(任叫11)
主架于于汁于→~ I干闕式→ |吊卿棲

I j地棲

'-"fp子"

地式一一一平地房

「一群合(干|捕 (11) ) 

谷合-j

」一草合(干關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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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星，原始住居厲于支撐框架体系，受容住居厲于整体框架体系。然而，原始

住居中的一部分干關長屋則表現均受容迂程。例如，上述保里大寮宰攸蔡暢再失家的

住居，樓房的安排和居住房的問取勻同寮的干關長屋完全一致，建筑吋|可同期，但是

房屋的拘架則方整体框架体系主吉拘。

2) 頂架

「一一叉首式

頂架一一什 叉首.瓜桂式(斐容式)

」一一瓜柱式

叉首式頂架結絢，是個族住居屋頂絢架的伶統形式。現在，達科頂架形式多見于

群合:在住房中的代表例証，是黎平基肇共大寮文寮陪某氏的住居(囡 23)。該屋頂

部分的拘架，是在主架的立柱失上向前后倒水方向架設美似三角梁的斜梁，再橫架棋

子訂橡董瓦。又首.瓜柱式的交容拘架形式，巨洞寮石某氏的住居就是典型妥例。該

屋頂拘架的前半部分，即第3居作樸廊的前垂花柱勻前金柱之間采用3根瓜性和3抉瓜

妨穿斗絢架，而中桂勻前后金柱及后垂花柱之間均方叉首式結拘。至于草一的瓜柱式

結拘，現存的個族住居較普遍采用。

囡23 陪某民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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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ン(個)族 の住居空間構成に関す る調査報告

黄 才 貴

　最近10年 間の実地調査 の成果か ら言 うと,ト ソ(個)族 の住居空間は外在(外 層)・ 中界(中

層)・ 内在(内 層)の3つ の文化 圏層 として表現 され る。 外層 は,人 び との生活す る 「渓桐 」

の生態環境において形成 され発展 して きた,特 定 の文化 習俗 と歴史的蓄積の意義空間で ある。

中層は,渓 飼の生態環境 における人び との社 会的行為 と桐款 ・村暴 ・親族 などの社会組織形 態

が機能す る意義空間であ る。 内層 は,ト ソ族 のそれぞれの家庭 住居 と公共建築物 の実際 の空 間

様態 であ り,そ れは生活上意義 を有す る空間であ る。 これ らの3つ の文化圏層 の間の関 係につ

いて言 うと,中 界意義空間 の要素 が儀 式化 した ところの空間意義を通 じて,外 在意義空 間の要

素が 内在意義空間 にお いて具体 的に表現 され,こ こにおいて全体 の意義空間 が構成 され るので

あ る。

　 トソ族の村塞に現存す る干 閲住居 は,支 樺椎架体系 と全体枢架体系 との2つ の類型 に分類 さ

れ る。支搾枢 架体 系は下 部の支擦構造 と上部 の庇護構造 とが組み合 わ さって成立 する複 合的な

構造体系 であ り,俗 に 「接柱建 竪」 と称 され,床 下 と床上で柱が分離 され る点に特徴 があ る。

それ は比較的古 い住居 の痕跡 を留 めてい る。全体椎架体系 は,下 部 の支禅構造 と上部 の庇 護構

造 とに よ り全体椎架構造形式を呈 してい るもので,「通長柱建竪」す なわ ち床下 と床上を一本の

柱 で支 える通柱式 の高床構造 であ り,変 容住居 として表れ る。 トソ族 の伝統 的な干閲住居は両

層に分かれ,上 層 が居住層 で,下 層が飼養 ・雑物層であ り,両 層 の間は梯子 で連 な ってい る。

居住層 の空間様態 は,前 一 縁廊,中 一 イ ロ リの部屋,後 一 寝 室 とな ってい る。縁 廊は起

居す る部屋 ・客間 ・女性 が機 織 りや針仕事をす る場所であ る。 イ ロリ部屋 は主に炊事 を し,暖

を取 り,祖 先 を祭 る場所 であ る。寝室は臥床スベ ース以外 にそ の一部 が貯蔵 室 として兼 用 され

る。飼養 ・雑物層 は,開 放 された部分 と仕切 られた部分 とが あ り,豚 ・牛小屋や豚 の飼料 を煮

込む カマ ド,さ らに穀物 を加工す る踏み碓な どが置かれ る。変容住居 は干 關住居 か ら土間式住

居へ の発展を表 してお り,空 間様態 もそれに応 じて発展 し,左 一 寝室,中 一 堂屋,右 一

寝室,そ して後部 に多 くは イ ロリや カマ ド部屋 とい う配置 とな っている。

　 トン族 の家族組織 と村 築組 織の存在は,公 共建築施設 に対す る需要 を生 み出 し,ま た独特の

意義空 間を賦 与 したが,そ の典型的 な施設が鼓楼 である。鼓楼 は男子集会所 に起 源を発 し,後

に次第 に集会 ・議事を主 とす る多機能 の空間に発展 した。そ の建築技術 は干 閲構 法か ら発展 し

た ものである。 風雨橋 は橋梁 ・鼓楼 ・干 閲を一身 に集め た もので,交 通 施設 を主 とす る多機能

の建築物 であ る。

3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