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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地区传统建筑文化探析
———以敦煌为例

许文芳
（吉林建筑大学，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１１８）

摘　要：敦煌地区为我国典型的荒漠化地区，因其特 殊 的 自 然 环 境 和 区 位 优 势，再 加 上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积 淀

共同造就了敦煌地区独具特色的传统建筑文化，今天 对 其 进 行 深 入 研 究 和 挖 掘 对 传 承 和 创 新 敦 煌 地 域 建 筑

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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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最西端，甘、青、新三省区

交界地区，是由祁连山上发育的疏勒河水系的党

河及其他一些小河流冲积而成的绿洲平原。“敦

煌”一词，源于古匈奴人对该地称呼的音译，意为

“沙漠中的 丰 美 绿 洲。”敦 煌 的 繁 盛，缘 于 古 丝 绸

之路的兴起和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战略优势，使其

成为中西方交通的重镇、文化交汇的都会和中原

封建王朝 经 略 西 北 的 战 略 支 点。敦 煌 四 周 处 在

极干旱荒漠、戈 壁 的 包 围 之 中，为 我 国 典 型 的 荒

漠化地区。该区土地渐趋荒漠化，可追述到汉后

期、唐中后期和明清时期三个历史阶段。伴随着

土地荒漠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再加上干旱少雨多

风沙的气候特征，致使敦煌地区人居环境日趋恶

劣。早在汉唐 时 就 见 诸 文 献 记 载。如 敦 煌 悬 泉

汉 简 载：“悬 泉 地 热 多 风，涂 丘 干 燥”（Ⅱ

９０ＤＸＴ０２１１②：２６）；敦 煌 汉 简（二 二 五 三）亦 载：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飞）沙；

从恣蒙水 诚 江 河。”又《大 慈 恩 寺 三 藏 法 师 传》卷

一记载，从瓜州直达伊州的路“沙河阻远，鬼魅热

风，遇无免 者。徒 侣 众 多，犹 数 迷 失”；玄 奘 孤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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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莫贺延碛，长八

百余里，古曰 沙 河，上 无 飞 鸟，下 无 走 兽，复 无 水

草”［１］１６０。另据《敦煌效望》云：“西望阳关没草菜，

龙沙流宕不成推。秋云惨淡天山路，只见黄羊结

队来。”又《瓜沙道中》云：“古道阳关接大荒，官杨

零落不 成 行。阴 沉 日 色 连 云 白，暗 淡 风 沙 入 塞

黄。鸿觅 稻 梁 衔 矢 石，人 拼 骨 肉 战 冰 霜。……”

等等。敦煌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条件、深厚的历

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地理区位，造就了这一地区

独特的建筑传统，具体表现在适应地域环境的建

筑形态、多元建筑文化的荟萃融合和彰显风水的

“择居”理念三方面，对敦煌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

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适应地域环境的建筑形态

任何一种 地 域 建 筑 形 态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都 是

和当地自然环境分不开的。敦煌地区干旱少雨、

多风沙的 气 候 特 征 直 接 影 响 了 这 一 地 区 的 建 筑

形态及其 构 造 方 式。在 生 产 力 水 平 有 限 的 历 史

条件下，民 居 是 最 能 直 接 反 映 建 筑 与 气 候 关 系

的。据考证，敦煌民居的原型来自集防御和居住

于一体的 古 代“坞 壁”，是 一 种 构 筑 在 村 落 外 围、

起屏蔽作用的土堡，也叫“庳城”。这种建筑最初

是一种应对战乱的军事防御设施，后逐渐演化成

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墙壁既厚且高，开

窗较少，封闭性强，不仅能够发挥御敌、防盗之功

能，且能遮挡风沙与日晒，是在特殊社会条件下，

人与自然环境共生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

性和环境适应性。这种建筑型制在嘉峪关魏晋墓

的画像砖上和莫高窟第２５７窟须摩提女故事画中

都有生动体现。随着住宅形态的演进，敦煌曾出现

过一种称为“堡子”的民居形态，规模较小的称为

“庄子”，除沿用传统的高大坞墙外，又增添了完备

的遮阳构件［２］２９，使建筑室内物理环境得到进一步

改善，对地域气候的适应能力也进一步增强。

石窟寺堪称敦煌艺术的宝库，也是特殊地理

环境造就的特殊建筑形态。为防止洞窟内壁画、

雕塑受 到 风 沙 和 阳 光 的 损 害，石 窟 寺 均 设 有 前

室。在此基础之上，唐宋时期有的石窟寺前还筑

有“飞阁”。如敦煌遗书《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

功德记》载：“敦 煌 之 东 南，有 山 曰 三 危。结 积 阴

之气，成凝质之形，千崚嶒峰，磅礴万里。……凿

为灵龛，上下云矗。构以飞阁，南北霞连。依然地

居，杳出人境……”，而且建筑檐口起翘较小，挡沙、

遮阳作用大于防雨作用。近代对一些石窟寺进行

修复时，又在石窟前室前加建了较深的门洞。石窟

寺外在建筑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功能构件的增加足

以说明其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产物。

此外，建造民居和修筑城墙及其附属防御工

事等所用的建筑材料及与之相适应的构造方式，

也深刻反映了对敦煌地理气候条件的主动适应。

修筑墙体时，工 匠 就 地 取 材，充 分 利 用 当 地 盛 产

的芦苇、红柳、沙石和土坯等分层夯筑，既坚固耐

久，又经济实 用，任 凭 风 沙、日 晒 和 寒 冷，都 不 会

影响其物理性能，深刻地反映了古代敦煌劳动人

民对自然环境的认知能力和理解水平，从而赋予

建筑以鲜明的地域特色。

二、多元建筑文化的荟萃融合

在历史上，敦煌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

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诚如《敦煌县志》中所载：

（敦煌）“雪 山 为 城，青 海 为 池，鸣 沙 为 环，党 河 为

带，前阳关而后玉门，控伊西而制漠北，全陕之咽

喉，极边之锁錀”［３］６３７。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跌宕起

伏的政治、军事情势也决定了敦煌中西交通重镇

的历史地 位，史 称“华 戎 所 交 一 大 都 会”，自 汉 唐

以来，丝路交通的兴衰变迁、民族分布和迁徙、与

于阗、波斯 等 地 的 往 来、中 西 经 济 文 化 的 交 流 和

影响、佛教的东渐等都对敦煌及其周边地区产生

了重要影响。多民族文化的频繁交流、融合与积

淀，使敦煌 地 区 形 成 了 不 同 于 内 地 的 文 化 形 态，

集商贸、战争、宗 教、农 耕 等 多 种 文 化 于 一 炉，并

在建筑上有所体现。由于建筑实物稀少，学界对

敦煌建筑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石窟中的壁画，从

中探讨敦 煌 建 筑 历 史 与 文 化 的 变 迁。石 窟 建 筑

画是敦煌 民 间 建 筑 汲 取 中 华 建 筑 文 化 营 养 之 后

在艺术上的形象，传达了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观

察、感悟、体 验、模 拟 和 想 象，多 方 面 地 揭 示 了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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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地区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

敦煌壁画 中 对 建 筑 的 描 绘 多 出 现 在 以 故 事

画和经变画 为 题 材 的 画 面 中，类 型 十 分 丰 富，有

佛寺、城垣、住宅、宫殿、塔、阙、监狱、坟墓、穹庐、

帷帐、舞 台、草 庵、客 栈、酒 店、屠 房、桥 梁 等 形

式［４］２９，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社会全部建筑类型，

而且细部作法和色彩装饰也异彩纷呈，在很大程

度上的弥 补 了 魏 晋 南 北 朝 到 中 唐 以 前 大 约 五 百

年中建筑历史资料严重匮乏的缺憾，证明了中原

地区建筑文化在敦煌地区的荟萃、延续与传承。

此外，将敦煌建筑尤其是佛教建筑放置到整

个东西方佛教文化的视野中，也能显示出敦煌佛

教建筑自身的鲜明特色。佛教西来，必然要经过

敦煌这一交 通 枢 纽，从 公 元３６６年 开 凿 石 窟，历

经隋唐一直持续到清代，共留下洞窟４３９个，壁

画四万五千 多 平 方 米，彩 塑 像 两 千 身，是 现 存 佛

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受印度佛窟形制的影响，

早期敦煌 石 窟 佛 寺 一 般 以 印 度 阿 旃 陀 等 石 窟 为

蓝本，加上 对 敦 煌 地 区 恶 劣 自 然 环 境 的 应 对，从

而具有了很多不同于内地佛寺建筑的特点，对丰

富中国传统佛寺建筑作出了积极贡献。此外，敦

煌石窟建筑深受中原地区建筑，尤其是庭院式建筑

的影响，佛寺与宫殿、衙署、宅第相融合，衍生出纵

深组合式院落布局。这标识着不同类型的佛寺建

筑，在中国佛教建筑中并行不悖，在内容上统一，形

式上互补，使中国传统建筑有了新的主题［５］３９。

三、彰显风水的“择居”理念

“风水”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人居环境观，

古称堪舆、阴 阳、形 法、地 理、青 囊、青 乌 等［６］，是

古人经过对自然环境的细致观察，将自身生活融

于自然庇 护 之 下 的 产 物，并 逐 渐 形 成 一 门 学 问，

用以指导住 宅、村 镇 及 城 市 等 人 居 环 境 建 造，因

而，风水也叫作“风水术”或“堪舆学”［７］。

因为“风水”关 人 之 祸 福 吉 凶，盛 衰 荣 辱，故

敦煌当地 民 众 对 此 格 外 重 视。如《宅 经》开 篇 就

明确指出：“寿命短长，一代盛衰，百年荣辱，占宅

者，见刑（形）势气色，草变 迁 移，祸 福 交 并，吉 凶

代谢。……就 此 种 其 最 要 者，惟 有 宅 法 是 真 秘

术”。当地 民 众 对 此 深 信 不 疑，并 将“风 水”作 为

一种“择居”理念。

重视人 和 宅 之 间 的 相 互 依 存 关 系，是 这 种

“择居”理念 的 核 心。正 如《宅 经》所 描 述 的：“宅

以形势为骨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

草木为毛发，以 屋 舍 为 衣 服，以 门 户 为（衬）带，

若得如斯是 俨 雅，乃 为 上 吉。”可 见，宅 地 环 境 的

选择必须 考 虑 和 处 理 好 住 宅 与 其 周 围 诸 环 境 要

素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要求土地、草木、泉水

等诸环境要素皆备。身处这样的环境，居住者才

可能安居乐业、子孙繁衍、生生不息。

《说文》对：“宅”的 解 释 是“所 托 居 也”，开 门

见山地指出了宅是人最基本的生活场所，与人的

生活关系 极 为 密 切。后 来 的《宅 经》也 延 续 了 这

种思想，同样强调“宅”对人的重要———“夫宅者，

乃阴 阳 之 枢 纽，人 伦 之 轨 模。……凡 人 所 居，无

不在宅，唯只大小不等，阴阳有殊，纵然客居一室

之中，犹（有）善恶，大者大说，小者小论，犯即有

祸，镇而祸止，亦犹药病之义也。故宅者人之本，

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盛，若不吉，即

门族衰微”。对于宅来讲，主要是求其居安，只有

居安才能家代昌盛，子孙繁衍，所以宅是人之本。

《宅经》又 引《子 夏》云：“人 因 宅 而 立，宅 因 人 得

存，人宅相扶”［８］５。可见，宅和人之间是一种相互

扶持、相互 依 存 的 关 系。也 就 是 说，人 居 环 境 的

选择必须考虑到采光、防潮、保温、隔热和防风沙

等因素。这 在《诸 杂 推 五 姓 阴 阳 等 宅 图 经》中 就

有明确规定。

（１）住宅必须向 阳。“阳 宅 福 在 南，德 在 西”。

“南行东入门为阳宅”。“南入门为阳宅。”敦煌地处

北半球地区，住宅方位的选择一般情况下都采用坐

北朝南的格局，以保证室内干燥，光照充足，冬天温

暖，夏天凉爽，对人的健康无疑也是极为有益的。

（２）住宅必须居高。“凡宅北高南下，名曰韩

地，一名地藏之地，居之长富，食口五十人。其地

东有流水，即 名 齐 地，居 之 五 年 小 富，十 二 年 大

富，生 贵 子。如 南 有 流 水，名 曰 魏 地，居 之 富，宜

子孙、六 畜，食 口 七 十 人，生 贵 子”。“凡 地 形 平

正，中央小高，有横西流一水者，居之绝世”。“凡

安宅前下后高，有水东南流，居之富贵，宜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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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条都特别强调住宅要建于高处，并且

有水向南、东 南 方 流，唯 有 这 样，才 能 旱 涝 保 收，

年年丰收，才能“居之长富、宜子孙”。同时，将住

宅建于 高 处，一 方 面 可 以 防 止 住 宅 基 址 受 潮 损

坏、致使房 屋 倒 塌；另 一 方 面 还 是 基 于 对 居 住 者

身体健康的考虑，空气新鲜，光照充足。

（３）住 宅 必 须 保 温、隔 热 和 防 风 沙。敦 煌 地

区气候条件恶劣，冬季寒冷，夏季燥热，常年风沙

大，这样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在进行住宅环境选择

的时候，必 须 考 虑 到 住 宅 的 保 温、隔 热 和 防 风 沙

等方面的因素。

《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云：“四方高，中

央下，名为周地，一名地藏之地，居之富贵”。“凡

四方高，中 央 下 并 有 水 洼，地 唯 边 不 出，名 曰 宫

地，居之宜子孙，富贵”。

可见，居住环境的选择特别强调地形的封闭

性，只有这 样 才 能 真 正 起 到 保 温、隔 热 和 防 风 沙

的作用，且用“居 之 富 贵”、“宜 子 孙”等“吉 利”之

象加以引导，使民众乐意接受。

四、对当地建筑文化的现实意义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地域建筑文化受到强

烈的冲击，致使国内很多城市的建筑形态和城市

风貌失去了自身的特色，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尴

尬局面，敦煌自然也不能例外。回顾敦煌地区传

统建筑文化发展及其取得的显著成就，可以总结

出一些对当代建筑具有创新意义的启示。

１．立足地域实际的设计定位

建筑传统是前人营造智慧的结晶，经受过历

史的检验，理应受到重视。对今人而言，学习古人

尊重自然，因地制宜，顺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可以使

现代城市建设与传统结合，延续城市文脉。同时，

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物尽其用，不但节

省成本，还能有效提升现代建筑的绿色程度。

２．汲取传统智慧，彰显地域特色

虽然传统建筑的材质与形式已经过时，但负

载其上的历史和文化却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财富，可

以穿越时空，理应发扬和传承。作为地域建筑文化

的研究者和设计师，可以从敦煌地区传统建筑中提

取智慧，指导现代城市建筑，创造具有地区和时代

特征的新敦煌，使传统建筑文化发扬光大。

３．以风水理念构建和谐环境

作为中国古人长期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

风水已经成为中华建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

得我们尊重 和 借 鉴，深 入 研 究 其 合 理 内 涵，挖 掘

精华，将其作为敦煌地区人居环境设计和生态环

境保护的重要理念，对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共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结　语

一方水 土 养 一 方 建 筑。通 过 对 敦 煌 地 区 传

统建筑文化的梳理和探讨，发掘该地区传统营造

规律，我们发现，敦煌地区的传统建筑，不仅深受

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还与历史发展以及中外文

化交流密 不 可 分。深 入 研 究 和 挖 掘 敦 煌 地 区 建

筑的文化特色，有助于这一地区在现代化建设中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该地区建设中

倡导“与地域环境融合”的设计理念，有助于延续

地域建筑文脉，从而为社会主义“特色城镇化”的

建设提供指导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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