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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国乃至世界民族建筑中的一朵奇葩,不仅造型美观独特,结构复杂、合理巧妙,而且建筑技术精湛,

风格别具,堪称世界建筑的瑰宝。对侗族鼓楼的构造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黔东南；侗族鼓楼；研究 

 

1 侗族鼓楼的功能 

1.1集众议事。鼓楼有火塘、大厅和鼓楼坪,有利于人们集中,因此村

寨中或者家族中有事都要求在鼓楼里进行商议,作出处理结果。 

1.2宣讲款词款约、村规民约。每年春节期间款词讲述者要当众对讲

款词,主要是祝赞对方,如赞村寨、赞鼓楼、赞花桥、赞老人、赞小孩、赞

青年、赞少妇、赞鸡鸭牛羊等。宣讲款约、村规民约也是在鼓楼中进行,

宣讲时间一般是在春天。 

1.3击鼓报信。有关鼓楼的很多传说都反映了鼓楼这一功能。由于侗

族居住的地区属丘陵地区,视线,视域有限,不同于中国古代西部的烽火台

和消息树等的“视域信息”,故用鼓楼来击鼓传递信息。可以将鼓楼击鼓报

信传递出的信息分为两类：紧急信息(救援、增援)和一般信息(商议、讨论)。

分辨这两种信息可根据鼓楼传出来的鼓声的轻重缓急。 

1.4鼓楼还有交谊歌舞,聊天、讲故事,迎送客人,举办仪式等功能。 

2 鼓楼的建筑类型 

2.1看鼓楼的表面。鼓楼的角(平面)均为偶数,一般为四边形、六边形、

八边形,即四角、六角、八角,没有奇数角的,如五角、七角；鼓楼的重檐(立

面)均为奇数,最少是一层,一般有九层、十一层、十三层不等,最多有二十

几层,高三十余米。 

2.2看鼓楼的楼顶。有攒尖顶、歇山顶和硬山顶,二攒尖顶又可以分为

双叠攒尖顶和双层暗攒尖顶。 

2.3看鼓楼的主承柱。主承柱一般有一根、四根、六根、最多为八根。

这些主承柱从地面直通楼顶。檐柱一般有十二根,也有八根、十四根、十

六根的。 

2.4看鼓楼的上、下部分。鼓楼上半部分多为偶数角奇数重檐,下半部

分(楼底)可分为“干栏式”、“门阙式”、“楼阁式”、“厅堂式”、“地面建筑

的民居式”等。干栏式是指鼓楼的下半部分架空的干栏式结构,上面(二楼)

才是集会大厅,类似干栏民居,即下层堆放杂物,上层住人。楼阁式的鼓楼

特点是层与层之间的距离较大,瓜柱比较长,顶层高度与下层相同,可用来

登高望远。门阙鼓楼的特点是用阙作为对鼓楼的衬托建筑。这类鼓楼多在

村寨的入口处。地面建筑的居民式鼓楼,类似于平房,其上加重檐而成。厅

堂式鼓楼分布最广,按下部封板的不同又可分为无封板厅堂式鼓楼,半封

板厅堂式鼓楼,全封板厅堂式鼓楼。 

3 鼓楼的建筑流程 

3.1选址。地基的选择是鼓楼建筑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也是鼓楼

文化构建的重要内容。首先要考虑到本寨的中心,这个中心是否居中,是否

便于集中,更为重要的是本村寨的文化内涵。一般是由寨中的几个比较有

威望的老人多次目测商议,反复选择,确定一个最为合理的地址。这个地址

是综合分析本村寨的地理位置、山脉风水等诸多因素而确定下来的。确定

下来的地址再由全寨人集体商议,大多数人都赞同的话,再请地理先生来

实地考证,并最终确定鼓楼的地基位置。 

3.2备料。侗族鼓楼是以杉木为主的建筑,在备料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侗

族文化内涵在其中。它不仅仅是木料准备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人的问题。

鼓楼主体结构的材料都会用杉木。杉木木质优良,质地细腻、高大笔直,

易加工、防腐、防虫等特点,而且侗族人对杉术有很深的感情,侗族地区多

产杉木,所以被广泛用于侗族鼓楼当中。 

3.3设计。备料基本完成后,接着就是请掌墨师来设计鼓楼了。在设计

方面,没有文化的掌墨师多用芦苇杆做一个简易模型,通过模型来向寨老

和村民解释自己设计的构架方案。有文化的掌墨师则会提前绘制一张设计

好的鼓楼的剖面图纸、正角出水面和假角出水面的草图来向人解释。 

3.4下料。这一环节主要是依据设计方案,对木料进行画墨和锯凿榫卯,

鼓楼主要以榫卯穿斗结构为主,主要是大小木作件的拼接和架构,所以要

求画墨和锯凿榫卯必须精益求精,工作量很大,只有这样鼓楼的架构才能

顺利完成。 

3.5立架。完成了鼓楼构件的制作和地基的平整,接着就要立鼓楼的主

框架。在立架的过程中,构件尺寸和桦眼大小要要分毫不差,否则鼓楼的拼

装就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对于鼓楼掌墨师来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

如果大木作不能顺利拼接,或者拼接过程中发生意外,必须重新安装时,会

被人们认为不吉利的。 

3.6妆塑。鼓楼整体骨架搭建好后,就要开始对鼓楼进行妆塑了。鼓楼

妆塑主要有绘画、塑像、盖瓦、攒板。鼓楼立架是从下向上,而鼓楼妆塑

则是从上到下搭架,逐层妆塑。需要画匠、木匠、泥匠、瓦匠等工匠配合

来完成。 

3.7放鼓。鼓楼绘画、塑像、盖瓦、攒板等妆塑完毕后,鼓楼己经建成

了,这时还要在楼中增设大鼓,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完全的鼓楼。通常会在

鼓楼的某一根立柱上会架有梯子,通过梯子把鼓放在鼓楼顶部,侗族中专

门的“传士”会爬梯登上鼓楼顶部的小阁,敲打皮鼓来传递信息。 

4 结语 

侗寨鼓楼建筑精美宏伟,建筑技术精湛,蕴含丰富的民族传统建筑技

术,且目前还有在建的鼓楼。侗族鼓楼是建筑于侗族村寨中的一种集搂、

阁、亭于一体的攒尖顶、宝塔型、密檐式木结构建筑,是侗族村寨或族姓

的标志,是村寨或族姓的文化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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