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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西崖式建筑艺术形式来源于人们在过去的社会生产活动和居住需求,作为广西崖壁上的建

筑活动形式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建筑形式复杂多样,民族性特征比较明显,特殊的地形地貌孕育了广西

崖式建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时代特征和民族文化的双重体现。本文通过研究广西崖式建筑蕴含的文

化背景,分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当代新型建筑从建筑造型、内部空间组织、新材料运用等方面的设

计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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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ngxi cliff type architectural art form is derived from people’s soc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living needs in the past. As a form of architectural activities on the cliff in Guangxi, it has stro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he architectural forms are complex and diverse, and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obvious. The 

special landform gave birth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xi Cliff style architectural culture, which 

is the embodiment of era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liff 

architecture in Guangxi,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new design ideas for 

the contemporary new architecture from the aspects of architectural modeling, internal space organiza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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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广西崖式建筑艺术特征的研究在现

代建筑设计、环境设计、城市设计等艺

术创作中具有可借鉴和参考的艺术价值,

其研究核心是文脉的传承,文化的延续。

广西崖式建筑艺术作为广西崖壁上的建

筑活动形式,反映了当地不同时代背景

下的建筑文化,是时代特征和民族文化

的双重体现。建筑表征要结合建筑空间

的功能性,考虑环境的局限性,采用竖向

发展的建筑构图、由平面向立体空间发

展的方向,结合建筑基础构造和环境关

系,满足新建筑的功能需求前提下,建造

层次化、丰富化、独特的崖式建筑和室

内外空间。 

1 研究现状 

1.1建筑生态环境的破坏 

现代建筑设计中缺乏对自然环境的

情感设计,过分强调平面功能构图,不能

准确的把握人自然的尺度关系,造成与

自然环境关系的发生冲突,大面积的开

挖山体造成生态的破坏。自然地形的破

坏损坏了将建筑应有的视觉效果、造成

对建筑场所的破坏,影响了山体的稳定

性和安全性,不利于崖式建筑艺术的建

造。开发商在开发建设中为了追求建筑

体量和功能使用,过度开挖,造成植被破

坏,损坏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植被的过

度采伐也使建筑失去神秘感,呈现突兀

的形态。 

1.2建筑地域特征不明显 

现代建筑设计创作过程中,先进科

学技术和先进建筑的材料使用,摒弃了

生态材料在建筑中的位置。不顾建筑材

料的文化属性和时代背景,与地方文化

的融合的兼容性,使的建筑风格趋同化,

建筑地域特征不明显。不同时间的建筑

形式不同,建筑符号的混合造成建筑风

格和建筑主体不明确。这种创作方式将

建筑立面造型看做平面功能互相独立

的创作体系,不仅是建筑设计师个人素

质的体现,也与整个建筑行业缺乏自我

思考意识、缺乏文化底蕴,盲目追求奢

华的心态分不开。总之,哲学建筑虽然

看上去结合地形地貌和环境体现了地

域性,但是从建筑造型处理的角度看,

缺乏建筑艺术的表现层次和建筑文脉

的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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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环境气候的不适应性 

从广西地区的地理位置广西来看,

高原气候特征明显,夏季高温多雨,季风

气候特征明显。建筑布局和建筑环境气

候之间的关系,不只是肤浅的体现在建

筑的构图和建筑的造型设计中,是通过

建筑外部空间的环境设计和与自然的互

动性达到的一种舒适的活动空间。建筑

尺度的不当会造成通风、采光等效果不

佳,建筑密度也会影响环境生态化,宏观

上对建筑空间进行生态化环境塑造,有

效的促进建筑系统与气候的适应能力。现

代建筑设计强调建筑朝向和建筑形式、考

虑气候的影响等因素是建筑造型的需要,

也是建筑艺术价值的体现。建筑内部的

通风和采光在崖式建筑中表现突出,商

业性质的崖式建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驱使下,没有建造用来改善建筑采光和

通风的开敞空间,这样的问题在住宅建

筑中也存在。 

2 设计新思路 

2.1传统设计元素的形式重构 

在顺应现代设计思潮多元化和建筑

技术进步的前提下,传达传统与现代之

间、地域性和创新性之间对话的一种方

式为“形式重构”,是设计师尊重传统文

化和个性表达的一种方式。形式重构的

特点在于,运用传统的民族元素但不强

调重归过去,也不是肆意创造新的地域

文化,而是传统与现代共生的一种文化,

明确传统文化在现代建筑层面的映射。

将广西地区丰富的民族文化运用在当

代建筑设计中,从建筑尺度、建筑材质、

建筑造型和结构等层面达到传统文化与

现代建筑技术的重塑。提炼传统建筑中

的元素,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深刻理解,

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才能使广西崖式

建筑成为广西建筑史中延续千年的华丽

篇章。 

2.2立体化建筑空间发展模式 

广西地区因自然地势的特征,平地

可用资源不足,乡村、城市发展中人、地

矛盾冲突。受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的影

响,森林覆盖率低,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严重的水土流失,这些现象导致城市可

发展空间缩小,建筑用地的平面布局收

到很大的限制。城市建设中建筑规模逐

渐庞大,这种做法违背了建筑地形的生

态要求。所以,新的建筑群体提出紧凑

型、集中型、立体化竖向高效率的发展

模式。“立体化”指建筑用地在城市中以

紧凑型、高密度的方式进行竖向三维空

间建筑布局和发展的形式,建筑群体跳

跃性的空间布局,在城市区域内主要表

现在城镇内部建筑群体、农林生态化地

形的建筑肌理。 

2.3建筑与城市景观结合 

设计师要考虑地形因素和建筑用地

紧张的现状,划分保护用地和不可建设

用地、景观绿化区域,包括湿地,山脊等

都是建筑的敏感用地。当今可持续发展

的背景下,建筑艺术形态和自然环境的

关系是建筑师应该考虑的条件,采取利

用自然,遵循自然规律的态度,尊重并迎

合自然环境,采用人工环境的方法来实

现二者共生的目标。建筑单体设计到景

观规划,从空间到建筑外观造型的实际

情况都应做好应对措施,促进建筑以自

然的良性发展。一个完整的建筑构图和

设计需要考虑建筑与景观的协调统一,

利用唯物辩证的指导方法寻求最佳契合

点,并解决建筑内部空间,艺术表现形式

中存在的问题。 

3 设计实践 

项目选址为广西大新县黑水河,西

江水系左江的支流。崇左市中国通往东

盟最便捷的陆路大通道,中国边境口岸

最多的城市。黑水河流域面积广,平均年

径流量大,选址地理位置优越,地属大新

县旅游群中间位置,距离周边市镇距离

适中,四通八达,交通方便。根据研究调

查分析,建筑场地的现状及问题,提出自

己的观点： 

①解决取暖问题要控制潮湿和水分,

观景区用防风玻璃材质一方面提高光照

面积取暖排湿,一方面阻绝冷气达到取

暖。运用竹炭复合材料作为装潢,填充在

裂隙、隔板,调节室内湿度。 

②解决消防隐患问题要运用绝缘材

质,如玻璃和钢材材料,对易燃材料进行

隔绝,并放置消防设施,以便及时消除火

灾隐患。 

③解决交通不变问题,为了保持不

破坏生态和原有风貌,避免交通路线带

来的破坏性,小面积规划主要交通线路。

运用自然优势可借用外部工具,如绳索,

攀岩等方式解决交通问题。 

 

建筑剖面 

 

效果图 

设计思想主要源于对南北崖式建筑

文化的融合,崖式建筑构造背景下山地

民宿酒店项目设计主要融合了南北崖式

文化元素,以北方的石窟建筑艺术为建

筑环境基础,融合南方建筑构造的特征,

主要将广西木构架建筑技术与现代建筑

材料的结合为设计思想。以人为本的设

计原则,与地形和环境结合的设计方式,

考虑地形地貌气候和光照因素,采用半

开放式的设计,实现崖式建筑构造和北

方崖式建筑构造对话。项目选址在旅游

地聚集的大新县黑水河周边,自然风光

优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建筑材料和建

筑形态采用了现代钢筋、玻璃和传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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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木材进,运用先进的建造技术将二者

融合,从材料和造型上体现出民宿酒店

的审美和功能的统一,也是将中国南北

文化的融合,使外国游客充分感受中国

文化的内涵,设计采用文化融合也是文

化传承和的一种形式。 

4 结语 

一种文化的发展与历史背景是分不

开的,历史背景作为文化发展的依托和

基础力量,需要时代需求和客观环境条

件相结合。广西崖式建筑作为民族文化

的重要载体,凭借自身独特的区域特征、

人文特征和自然环境,成为广西传统建

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峻的地形,

险恶的自然环境,相对落后的经济条件,

动荡的社会历史状态和生存环境,成为

广西崖式建筑发展的独特原动力,是不

可复制的,成为广西建筑不同其他建筑

类型的显著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化,当代建筑设计中,

建筑艺术创作的地域性表现,多元化共

生,生活方式一体化,技术的创新导致了

不同民族文化类型的融合,寻求建筑文

化差异性和独特性是当前主要发展趋

势。在旅游业发展迅猛的大环境下,为了

追求精神的享受和视觉的冲击,很多旅

游景区采取崖式的旅游建筑,满足人们

精神的需求,但是,这些旅游建筑大多急

于求成,地域特征逐渐被弱化,建筑趋于

同质化等问题。如何对传统崖造文化进

行归纳,整合和创新,总结崖式建筑艺术

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策略。如何将

传统与现代结合,保存地域特征的同时

也具有现实意义,如何将建筑的民族文

化属性与各国各区域文化融合,从而达

到传承和创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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