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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政策,激发了传统村落的新活力,本文就桂北地区苗族、瑶族传

统民居建筑保护与开发建设实践的几个关键问题——桂北地区苗瑶民居建筑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传统民居的保护路径和开发建设的措施进行论述。对于当前桂北地区苗瑶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与可持

续性开发建设进行了有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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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propose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timulated the new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key 

issues in th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of Miao and Yao nationalities in 

northern Guangxi: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the protection of Miao and Yao dwellings in northern Guangxi, 

the protec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the measures for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Effective 

research is made on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Miao and Yao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north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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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

位置,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大力实施精

准扶贫脱贫工程。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开发工作重大决策

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

发展机遇,凝聚社会各方力量,大力实施包括“特色产业富民

行动”在内的“十大行动”,扎实开展包括“抓好旅游扶贫工

作”在内的“二十专项工作”,全面推进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决定性进展。 

1 传统民族建筑保护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1.1传统民居建筑保护的紧迫性 

桂北地区苗族、瑶族建筑文化特点是经过长时间的人与自

然相协调而积淀下来而独具特色的优秀民族文化成果。在当下

国家乡村振兴建设大背景下,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变化,

桂北地区苗族、瑶族村落的特色建筑正在受到极大的冲击,民族

特色建筑在大拆大建的浪潮中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建筑风

格多样的钢筋混凝土“方盒子”的建筑群,传统的干栏建筑作为

传统文化代表甚至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没有引起地方建设部门和

人民的重视,或许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原因、或许是出于政绩的追

求,当前许多传统村落依然存在大拆大建的做法,传统民居建筑

正在面临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重匮乏的现实状况,桂北地

区苗族、瑶族传统民居建筑的保存和继承受到极大的挑战。 

1.1.1现代化建设进程对传统民居建筑的影响：随着广西对

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建设进程加快,桂北地区城乡建设

改造,大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及民族

传统建筑的现代化规划建设中不知不觉地被拆除、损毁或被当

作“糟粕”清除掉,当下桂北地区大量的民族传统村寨在当下建

筑的浪潮中被大范围的拆除和新建,现有的民族传统的村落有

逐渐的变成了空心村而荒废的态势。 

1.1.2经济基础较弱,传统建筑缺乏修缮：桂北地区山多坡

斗,气候湿热,由于气候的原因,年代久远的传统民居建筑出现

风化老化,大部分建筑由于没人居住,年久失修损坏严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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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于桂北地区苗族、瑶族村寨大多都为贫困村寨,政府经费投

入不足,现存的一些传统民居建筑难以得到较好的修缮。 

1.1.3传统手工艺人才流失：近几十年时代的快速发展,传

统建筑建造的手工艺市场正在逐渐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

代建筑业快速发展的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发展对传统建筑

技艺师徒相承的传承模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一些名师名匠及

其传人在当下快速发展的行业背景下难以维持生计,传统的手

工艺传承人或故世或改行进入现代建筑行业。而愿意从事这一

门相对脏累工艺的青年人也正在日益减少。加之这种传统技术

全凭“掌高尺”的师傅凭借经验口传心授,传习时间长,使得技

艺传承后继乏人,面临白然消广的渐行状态。 

桂北苗族、瑶族传统干栏建筑是桂北地区独具特色的建筑

文化艺术、历史文化艺术、民俗民风和自然景观的重要载体,

是桂北地区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之

一。桂北地区苗族、瑶族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技艺在村寨建设

及民居建造的过程中无不体现出人民的智慧,真正体现了因地

制宜,人与自然融合。传统民居建筑的一柱一檩,一梁一桁没有

使用一颗钉子,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凭的是经验代代相传,这些无

不是民居建筑发展的魂。因此对苗族、瑶族民居建筑的保护,

对传统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对新技术融入时代发展需求。

对弘扬传统民族文化及对民族文化自信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

是非常紧迫的。只有加强管理,才能更好地发展、保护与传承,

提升区域民族文化品牌影响力。 

1.2传统民居建筑保护的必要性 

桂北地区是广西苗族、瑶族村落最为集中的区域,少数民族

聚落村寨作为民居建筑的载体,对广西苗族、瑶族建筑研究有着

重要的价值。就单纯的建筑特征方面,可以追溯到桂北地区苗族

及瑶族先民迁徙的历史以及文化发展脉络,对建筑学、考古学

方、古村落景观方面的研究有着较大的意义。 

1.2.1对桂北苗、瑶传统民居建筑的保护,实则是对桂北少

数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保护。 

桂北苗族、瑶族传统民居建筑是苗族和瑶族传统文化的精

神文明载体,通过对现存的民族传统建筑进行保护性建设建设,

可更好的保存丰富的苗瑶传统优秀民族文化内涵。正是因为这

些传统建筑承载着桂北地区苗族、瑶族先民与自然做斗争的智

慧,以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民族迁徙路径和文化传承,一

旦破坏,其内在的文化内涵与民族变迁的历史痕迹将难以复原。 

1.2.2优秀传统民族建筑同时也是启发人们的民族自信的

载体：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光辉文明的长河中,少数民族传统建

筑更是民族文化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民族建筑的文

化历史渊源历史优秀,在东盟国家的民族建筑发展方面都有一

定的历史渊源。在桂北地区苗族、瑶族建筑的建筑发展形成了

各自的传统建筑体系。从建筑形式、风格、特点无不可以感悟

到其独特的魅力,更是人感受到苗族和瑶族文化的美妙。 

1.2.3民族传统古建筑是研究民族发展变迁的载体：民族传

统民居建筑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体现桂北少数民族

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重要见证载体,通过桂北地区苗瑶民族传

统民居建筑的研究可以了解到同一时期其村寨及建筑的发展情

况和技术水平。 

1.2.4桂北苗瑶传统民居建筑是桂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旅

游业的重要物质文化载体：在国家乡村振兴建设的及国家弘扬

和树立民族文化建设的背景下。桂北地区苗瑶传统民居建筑作

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的发展历程中担当起文化传

承、科普教育、休闲康养等方面的全新历史使命。保护有完整

的民族文化建筑体系,同时结合苗族、瑶族的巨大民族文化品牌

效应,对桂北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文化之旅有课的到访率

将会得到明显提升。 

1.2.5桂北苗瑶独具特色的干栏建筑技术是当下富有地区

特色新建筑和新工艺的重要借鉴载体之一：桂北地区苗族和瑶

族先民的民居建筑艺术和传统技艺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几

千年来无数工匠们在长期建筑实践中多积累下来的经验。 

目前广西的苗族、瑶族村寨一直以来都主要集中在桂北地

区,由于受到区域的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制约,苗瑶传

统村落、民居建筑的保护研究仍较薄弱。因此,结合区域实际,

并通过深入实地踏勘与研究,分析利弊,探讨保护原则与开发策

略,为桂北地区苗族民居建筑保护提供理论的支持和补充,避免

民族文化的流失是非常必要的。 

2 传统民居建筑保护及开发的路径与措施 

2.1传统民居建筑保护路径 

2.1.1设立桂北地区苗瑶特色村寨示范村屯,建设生态宜居

新苗寨。示范基地建设必须做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即立足于

当地的旅游资源和产业发展特色,充分挖掘桂北地区民族村寨

旅游开发和特色产业发展的优势,建设好富有民族特色“工艺精

湛、环境优美、富有民族特色”的示范性生态宜居新苗寨。同

时通过优势产业带动,依托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全方位增加居民

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树立典范,对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实施严格的保护性修缮,

通过分类、分区保护性开发建设,采用提升与维护结合、修缮与

新建集合、旧村整治与新村建设、时尚与传统融合等不同模式,

立足保持民族建筑风格特色的原则,尽可能的还原独具特色的

建筑整体风貌,实现民族建筑或建筑群(村屯)的完整性、真实性

和可持续发展。 

2.1.2加强乡风文明建设,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特色

发展。通过加强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村民

对世界观和现代价值观的认同,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以民族风

情、民族歌舞、民族节庆、特色饮食、传统医药等方面为切入

点,通过深挖梳理特色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促进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发展。 

2.1.3转变思维,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结合民族村寨文化传

承,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加强

宣传教育学习,开拓村民的视野,解决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民生改善等方面的问题,让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农村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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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上、精神上都对自身的民族文化得到高度认同,最终实现

民族文化自信。 

2.2传统民居建筑开发建设的措施 

依托桂北地区丰富的资源条件,建立完善保护性开发建设

的制机制尤为重要。在国家乡村振兴建设的背景下,优化地方政

策,培养各类技术人才,通过合作社等方式引入资金,通过特色

项目带动等途径为桂北地区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性开发建设提

供有力的支撑。 

2.2.1产业支持：政府牵头+龙头企业带动+农户参与。桂北

地区传统村寨大多都在贫困帮助的范围内,没有产业带动,缺乏

产业支撑,桂北地区的民族民居建筑的可持续开发建设就难以

实现,为了真正实现“造血式发展”,产业支持是必由之路。 

针对桂北地区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以及特色农业资源,加

大对区域本土企业的扶持,将当地有实力和有影响力的龙头企

业扶持成为开发建设的领头雁,由镇政府牵头,龙头企业带动,

专业合作社联合,通过注入资金、提供技术、构建平台、疏通渠

道等方式引领和建设特色村寨示范村屯,打造出生态宜居新苗

寨,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最终实现让民俗旅游、特色产

业以及生态环保方面皆可以得到良性可持续的发展。 

2.2.2人才培养：政府扶持组织+农户学习。“授人以鱼不如

授人以渔”,充分利用政府资源,加强对农户的各项培训,提高村

民对民族建筑保护与开发的认识,从根本上解决素质问题,是推

动村民自觉对传统民居保护与后续开发建设的重要手段,是真

正实现既启智与立志的必由之路,让苗族建筑文化才能在历史

的长河中不断的发展和传承。 

3 结语 

桂北地区苗瑶村寨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多样、丰富的民

族文化资源,为苗瑶村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乡村

振兴战略下的桂北地区要将特色苗瑶村寨建设作为村寨发展的

要点,并从当前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出发,以理念创新、方法

创新、措施有效来提升建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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