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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对广西漓江流域古民居装饰进行调研，在保留民族特色文化的基础上吸收相关民族造物

文化并形成自己的造物特色，提取侗族造物创新设计的特质，分析其对现代艺术设计创新的启示。方方

法法 以文献资料法为基础，通过田野考察法获取资料，进行分类与对比研究。结论结论 侗族造物思想中对

天、地、人关系的适度考量使得造物有良好的生态性；以本民族文化认同与思想追求为主旨，吸收外民

族的高势能文化，按需进行技艺创新，形成民族造物特色；对现代社会艺术设计产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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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the survey of Guangxi Lijiang River ancient residential decoration，it analyzes the position and
style of ancient residential decoration，that is absorbing national creation culture and forming their features based on national
culture，then extracts the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Dong national innovation.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is made.It has the excellent ecology of appropriate consideration in the though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the earth；the main spirit is identity national and thought pursuit，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absorption others excellent culture and creation technology；the thought of Dong creation effect on
modern design；on the basis keep national culture；focus on humanities；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ulture creation.
KEY WORDS：Dong national creation；artistic features；Guangxi

收稿日期：2015-10-11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4EG156）；2015年广西教育厅社科基金项目（Ky2015yb019）

作者简介：褚兴彪（1973—），男，山东人，博士，广西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景观设计等方面的研究。

侗族生活区域相对集中，除湖北西南有一小部分

外，其余基本集中在黔、湘、桂交界处，这个区域是中

国地势第二、三阶梯分界线与南岭的交叉点，不仅把

珠江与长江水系分开，同时其地理气候状况也适宜人

居。通过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侗族是迁徙而来的

民族，基本界定为唐代以后从“五溪蛮”及梧州、浔州

等地迁徙至此，在广西主要聚居在三江和龙胜等地。

同时，在侗族迁徙过程中，不仅保留了本民族文化基

因，还形成了善于学习与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特征，

形成宽容、从众、民主的民族性格。同时，出于对生计

的思考，他们更注重观天俯地，并思量天、地、人的共

生哲学，在天人关系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与崇拜，

在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开发，在人与人的

关系中注重团体意志并体现出对人文的关怀，因此，

侗族造物呈现出良好的生态性、特色性、文化吸纳与

包容性[1]。侗族造物对当代艺术设计具有借鉴意义与

启示作用，通过分析，寻求有价值的设计创新策略。

1 侗族造物思想主旨解析

广西侗族文化具有二重矛盾性，即以父系主导的

现代意识与母系遗存的原始习俗共存；以血缘、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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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对物象的集体无意识与对外族文化主动吸收形

成的包容性共存[2]。侗族造物思想主旨的特色性体现

在：“天人合一”宏观思维指导下对于天、地、人关系的

考量；集体无意识体现的群体意志与审美。

1.1 天、地、人关系的适度考量

侗族迁徙的艰辛迫使他们对生计进行思考，对

天、地、人关系的适度考量是造物的第一要素。侗族

造物思想有原始“整一”观念的痕迹，是族群与万物在

同一时空中将生活方式内化，对万物“关系互渗”所形

成的；在“整一”观念的基础上，因不能洞悉事物来源

的神秘猜测而形成“万物有灵”的生命观；在智力结构

提升与生活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形成对自然的渴求与

期望而导致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及祖先崇拜的产生。

“整一”、“万物有灵”、“崇拜”是侗族造物思想的基础，

因此，侗族造物体现了对人、神二界的和谐表达，人性

体现在对人居空间的满足与人造物的朴素实用性；神

性则体现在将人造物进行精神提升，通过象征通道达

到图腾净化的功能[2]。

侗寨一般建立在依山傍水处，见图1，山水为侗族

重要的原型意向，“鱼靠水养村靠坡”，体现人对自然

空间的满足。山、水这两个要素又衍生出具有实用功

能的次要素，即山林、土地、稻田、灌溉水与饮用水。

在自然可满足生活条件的前提下，侗寨顺应自然生态

考量人与自然的关系，采取“整一”原则进行区域划

分，即划定居住区、耕作区、山林区，山林区根据与居

住区的远近划分为3个圈层，即茶油林、杂树林、杉木

林，由于耕地资源有限，所以居住区与耕作区界限清

晰，人口的增加，使得居住区与茶油林界限模糊，即新

建单体建筑可以向茶油林延伸，但延伸并不是无限制

的，最多横向延伸至山体的3/4处，若横向延伸已无可

能，则新增人口需另选址建新寨。为达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侗族造物很少破坏不可再生资源，如建造房屋

一般使用可再生的杉木架构干栏式建筑，很少取用山

上的石材[3]。生活器物取自可再生资源的案例较多，

如大白瓜壳、酿制酸菜的木桶、竹编饭盒、随身携带的

竹篓、饭包等，体现了侗族造物的生态适宜性。为保

护生态，将造物进行神性符号化，如将杉木视为神树、

将风雨桥称作回龙桥等，广西三江回龙桥见图2。人

神共处使得侗族造物不仅朴素而且有很强的民族文

化内涵。

1.2 群体意志决定的集体审美与造物品质

侗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维系族群，造物思想体

现了集体无意识的群体意志与智慧，其内涵具有3层

含义：“整一”思维模式、造物品质、审美理想[4]。

侗族造物具有“整一”性，即象征文化、基础结构、

装饰、建筑材料基本一致，但造物的个体表现又有不

同，分别体现在体量、节奏、局部装饰上。鼓楼的基本

形制有广西的阁楼形与贵州的宝塔形两种，而阁楼形

内部结构更加灵活多变，从而决定了广西侗族鼓楼的

外部形态更多样。如程阳风雨桥与回龙桥的天际线

同为亭与廊，但节奏分别表现为亭—廊—亭—廊—亭

—廊—亭—廊—亭、亭—廊—亭—廊—亭—廊，但因

桥身、亭、廊要素相同，从外观看，呈现出统一中也具

有变化的整一性，即同质不同样。

侗族造物注重品质，将材料、实用与审美三者进

行有机结合。侗族竹编美观实用，以竹编制成的盛具

不仅酒水不洒，且携带便捷。造物体现了造物者的目

的与态度，侗族造物更多是为后代。风雨桥又叫回龙

桥，即“龙回首”，表明护卫寨子之意，侗族有架桥发子

孙的说法，并有“架桥节”，这样就通过民族集体意识

将桥上升到象征层次，从而将遇河搭桥的造物品质提

高到极致。三江高定村独柱鼓楼以一厚重砥石为柱

础，以直径为80 cm的杉木为柱，采取穿斗木结构技

法，具有重檐、密檐、攒尖顶的外观，高度达13层，十分

耗时耗工，高定村独柱鼓楼内部见图3。在主体工程

外，柱础石的石雕、卵石铺地的图案都很精致，见图

4。侗族造物的品质包括重材质、精工艺和善于营造

细部审美情趣[5]。

《史记》对于侗族区的记载为：无冻饿之人，亦无

千金之家。无千金之家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奢华造物

倾向，侗族造物充满自然审美理想。以木为基材制饭

甑（蒸笼）来蒸煮糯米饭，以大楠竹制筒并用黄泥封口

来腌制酸鱼，将成熟的大白瓜掏空用竹篮箍紧可以装

饭，且携带起来十分方便，见图5，侗族马尾背扇以自

纺布为基础，绣以月亮榕树花、石榴、牡丹、蝴蝶纹样

等，充满民间自然审美意向。

图1 依山傍水而建的侗族民居

Fig.1 Local-style dwelling houses

of Dong

图2 广西三江回龙桥

Fig.2 Guangxi

Sanjiang Huilong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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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造物主旨引导下的造物方式

侗族造物原型取自自然物象，唤起“观物取象”的

设计思路，经历了“仿生—吸收—民族人文精神根植”

的历程，3个历程共同作用形成其造物方式。

2.1 由自然到艺术

人的创造源泉来自于自然事物，仿生造物是“观象

取物”的自觉意识。如鼓楼内部构造仿生了蜘蛛网的

倒挂形态，见图6。而鼓楼的形成亦具有较强的仿生

性：人对公共空间的需求（遮阳、避雨、半私密空间），对

杉树生命力的崇拜及对杉树外形的概括，对杉树外形

的提炼（几何形），对房屋形式的要求与区别，对密檐重

檐的借引，最后形成现有鼓楼的存在形式。这个过程

体现了由仿生到创造的过程，即由形至形、由形至意、

由意到造物的实现。杉树到鼓楼的仿生序列见图7。

也可以侗族从干栏式房屋得到印证，其历程为：树—单

木巢居—多木巢居—依树积木—栅居—半干栏—干

栏。侗族比其他民族干栏式建筑的大屋顶与倒三角形

式更明显，即最上面的屋顶最大，下面的屋檐向内收

缩，形成倒金字塔形，这样的形式体现了对树形的仿

生，这种形式也蕴涵了侗族“占天不占地”的生态观[6]。

2.2 吸收与包容

侗民族在迁徙中见识到其他民族的造物形式，同

时也养成了善于吸收的特性，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

与包容并不是其文化势能低，而是体现了侗族造物的

一个重要观念。风雨桥的实用功能原本是供人通过

的通道，但受民族主旨的影响，桥具有多重精神属性，

如求子、风水、财运、平安等，因此风雨桥的主体建筑

形式或装饰形式具有更多内容。廊是景观建筑中线

的艺术，而亭是节点的艺术，侗族风雨桥将中原汉族

景观建筑中廊与桥的艺术运用到桥体，除对廊和亭两

个元素的运用外，还充分运用建筑彩绘、木雕等技艺，

在桥两侧设美人靠等靠背形式，因此，繁琐的装饰又

使风雨桥有了花桥的称号，同时具备了本民族的艺术

特色，程阳风雨桥的杰出成就使它被誉为中国四大廊

桥之一。侗族鼓楼吸取了汉族木结构特点，在外观造

型上也采用了汉族重檐与密檐形式，并有佛塔塔刹的

造型。在栋梁、檐角、窗权上借鉴了汉族鹤、宝葫芦、

龙、凤等纹样。而民居布置以火塘为中心的向心性室

内空间则是受瑶族建筑影响[7]。

2.3 群体与个体关系下的人文情怀

人们造物除为己所用外，更多的是为外人所用，

在实用与美观的内涵下，其人文关怀特性也是处理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情感体现。侗族由于以血缘关

系聚居为前提，在其公共造物体系中，也体现了群体

对个体的人文关怀。首先，侗寨聚落空间组织的自由

性有利于人与人的交往，以鼓楼、寨门、风雨桥为公众

审美节点，这些节点不吝装饰，符合大众审美，同时，

公共造物细部也体现了对个体的情感，如风雨桥上的

美人靠，鼓楼的火塘、木凳，寨门两侧的长廊等都为民

众劳作后提供了适度设计；覆盖青石板水井边的水瓢

供路人歇凉解渴；“桥公”（守桥人）在风雨亭设置火

塘，供路人取暖[8]。

3 侗族造物特色与启示

侗族造物体现了民族精神，即公共意识，而手法

图 3 高定村独柱鼓楼内部

Fig.3 Gaoding drum tower

column pillars inside

图4 高定村独柱鼓楼

广场卵石铺地

Fig.4 Pebble floor of

square in Gaoding

图5 大白瓜壳做的盛具

Fig.5 The filled with melon shell

图 6 程阳鼓楼内部构造

Fig.6 Chengyang drum tower

insides

图 7 杉树到鼓楼的仿生序列

Fig.7 From the bionic to drum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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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精神内核存留、整一且多变、功能与审美相统

一，对当代艺术设计有思考意义。

3.1 造物特色

侗族造物的特色性思路体现在通过对生存理想

的指示来改造自然，从而使得民居生活更美好，在集

体意志与造物思维的共同作用下形成造物实体，其中

包括实用、审美、文化3个内容，他的造物表现主要体

现在仿生、吸收、包容以及对人文的考虑上。侗族造

物思想到特色形成见图8。

侗族造物的创新性体现在3个方面：样式更新与

功能性留存形成的创新；元素选取与样式留存形成的

创新；文化内核留存形成的创新。而生态、人文与品

质是其造物创新前提。鼓楼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

过程历经了精神到功能的合一，而其样式不断变化，

甚至现在依然有不同的形式；风雨桥又叫花桥，说明

其装饰的慎重，但其装饰纹样却随时代发展不断变

化。当侗族先民决定建桥以后，则将桥赋予了很强的

文化内核，即风水观念，在保留文化内核的前提下，风

雨桥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即河中摆放石块—架置木

板—托架简梁木桥—石身托架简梁木桥—桥台上建

长廊并进行装饰，从而形成侗族特色[9]。

3.2 当代设计思考

侗族以其质朴的形象造型为缘起，通过民族造物

思想为指导，不断进行吸取、融合、技术创新，并以较

适宜形式表现侗族造物，对当代艺术设计有较好的思

考意义，具体表现在：如何吸收西方设计理念并将其

内化，如何提高中国当代设计的文化品质，如何进行

生态设计，如何处理人机关系等[10]。

4 结语

侗族造物铸就的文化独树一帜，其质朴的造物思

想与审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主要在于恰当处理设

计中的天、地、人的因素，善于吸收与包容，并为人居

及造物的人文情怀提供学习范本，而它善于因地制宜

的生态设计的精神值得当代艺术设计师学习。它所

保留的民族精神内核主要包括造物品质、目的性、文

化认同性、纹样统一性，在此基础上，设计创新主要在

于样式更新、技术更新和元素变化组合，从而创造出

具有较高艺术审美价值的民族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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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而良好的情感体验，同时也在开发后得到了良好

的用户反馈。

4 结语

这里将意象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三维手势的设

计过程中，建立了感性意象与三维手势设计元素之间

的映射模型，这有助于三维手势增加情感附加值，使

三维手势具有与交互界面相匹配的感性意象，从而更

科学、更有效地辅助三维手势的设计和研究。同时，

在三维手势样本与代表性意象语汇的映射模型中，设

计师在进行三维手势设计时，需要对设计要素中手势

的方向、关系、动作以及手势速度及个人动作习惯等

影响因子进行综合考量，这将作为三维手势设计研究

在未来可深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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