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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对关中地区淳化县张寨村地坑窑院这一地下民居建筑形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通过实地考

察与调研#分析了这一区域地坑院的成因#梳理了地坑窑的建筑形式与结构特征及其建筑构件与装饰#同时

依据其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措施'希望通过本文对地坑窑院的分析研究#抢救性地为我国传统窑居物

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收集和保护修缮奠定一些有价值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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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坑窑#又名$天井窑&%$下沉式窑&%$平地

窑&#当地人称$八爪子窑&#是传统民居建筑的一

种类型#被专家学者称为中国民居的$建筑奇

迹&%北方的$地下四合院&'从关于地坑窑的各

方面研究来看#认为其起源应与人类早期的穴居

有关#是穴居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的

乡土民居形式之一'其形式有着与当代建筑发

展趋势的完美契合点)))低成本%生态%低碳'

很多建筑师都致力于建造完美的低碳建筑作品#

在广袤的黄土地上的地坑窑正是低碳建筑的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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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关中地区窑洞的布局形式依照不同的型制

特征可分为$明锢窑&%$地坑窑&和$靠崖窑&三种

基本类型的窑洞形式'但在关中所有民居建筑类

型中#以关中地坑窑院独具特点'地坑窑在关中

主要集中在渭北旱原地区#而渭北的地坑窑主要

集中在渭河盆地与黄土高原地质的过渡带#如咸

阳市的长武%彬县%旬邑%淳化%永寿%乾县%礼泉%

三原等+

"

,

'在淳化县的车坞乡%十里塬镇%马家

乡等地的地坑窑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和典型#所以

本文以淳化县张寨村的地坑窑为例#通过大量的

实地考察测量#较为细致地探讨了地坑窑院这一

独特的民居建筑形式'

一"地坑窑的成因

"/

地质原因

淳化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地区咸阳市北部#地

处关中渭北旱原#地貌特征属高原沟壑区'其特

点是原面平坦%土层深厚%水源缺乏'由于长期

侵蚀#平坦的原面被切割#形成冲沟#沟谷深达

"$$

!

#$$

米#顶部则是宽阔的原面'原面面积占

高原沟壑面积的
!!X

!

C$X

+

#

,

#所以就在没有崖

面可以利用的原面上#形成了黄土高原最为独特

的地下窑洞村'

#/

气候原因

淳化县地处北温带#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气候干旱#夏热冬寒#雨量稀少#历年的平均

降水量都不超过
C$$

毫米#据资料记载#最少年

降水量仅为
#$$

多毫米'

!/

社会经济原因

由于这里森林资源匮乏#而且地坑窑村落的

生产力相对要落后一些#只是简单耕作#导致淳化

县当地居民建造房屋的难度很大'另外#当地农民

主要种植冬小麦和夏玉米两种作物#作物的收打晾

晒需要占用面积较大的场地#这种地下住人%地上

打场的建筑#很受欢迎#是当地人的最佳选择'

二"地坑窑的建筑形式与结构特征

淳化为先民早期栖居之地#久远的历史积

淀#独特的地域环境和人文背景#铸就了当地人

宽厚善良%诚实侠义的秉性'当地自古为窑居#

俗名地窑#$有钱没钱#庄子面南&#是当地人传统

的居住观念+

!

,

'在淳化县现今还存在着一些地

坑窑院的民居建筑#但近几年数量急剧减少'据

记载#地坑窑一直是淳化县人民的主要居住形

式#淳化县全县人民的地坑窑使用率最高达到

FGX

#然而现在大多数的地坑窑最晚也建于
#$

世纪
D$

年代初#近二十年来已经没新建造的地

坑窑洞了'据张寨村某队队长王大爷介绍#以前

的张寨村很小#只有几十家农户#全部都生活在

地坑窑院里#后来随着县里的规划和发展#现在

村子扩大至几百家了#但所剩较完整的地坑窑已

经所剩无几了#其余的都被遗弃或填平了'这种

情况相邻村子都差不多'

"/

院落形制与规格

淳化县地坑窑的建造手法主要是选择一块

平坦的地方#从上而下开挖一个深
A

米左右%长

方形或正方形的深坑#长度约为
D

!

"C

米的长方

形或正方形土坑作为院子#然后在土坑的四壁挖

D

!

"%

个窑洞'据调研发现#地坑窑的尺寸为
F

米
fF

米时#可挖掘八孔窑洞*当为
F

米
fA

米

时#则挖六孔窑洞'调研还发现#淳化县现存的

地坑窑#以
"$

孔窑的窑院居多#尺寸为
"$

米
f"G

米'窑洞高
!

米左右#宽约
%

米#深
A

!

"#

米'窑

洞
#

米以下的墙壁垂直于地面#

#

米以上至顶端

为拱形'其中一个窑洞凿成斜坡#形成斜坡通向

地面#是人们出入的通道#称为门洞#是地坑院的

入口'

地坑窑水循环系统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

是水井#地坑窑院中居民的用水取自水井#设置

的位置一般是在门洞窑一侧再挖一拐窑#向下挖

出深
#$

!

!$

米%直径约
"

米#也有把水井放入院

中的形式'另外一个是集水井#当地也称渗井#

井口直径通常在
"

米左右#设置的目的是为了院

中雨水的排出'集水井通常设置在窑院中央空

地的角落里#院落四周铺设碎石或方砖#利于雨

水向院落中央空地快速汇聚#并防止雨水过度侵

蚀窑脸和窑腿'在其上方加设阴井盖防止碎杂

物品掉落入井#在阴井盖上或阴井盖的周边设置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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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口#以便雨水流入井内+

%

,

'

#/

窑洞选址与布局

淳化县地坑窑民居建筑#最直接%最朴素%最

恰切地体现着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品性'地坑

窑院的选址与布局有机地融入了传统的八卦原

理#从窑址的选定到开挖建造#都是根据阴阳鱼

的八个方位#来确定所有新建地坑窑的四个正面

朝向'由于天井窑院只有正方形或长方形两

种#按其八卦方位来分#包括以东为上的震宅#

以南为主的离宅#以北为主的坎宅%以东南为主

的巽宅%以西北为主的乾宅#以西南为主的坤

宅%以东北为主的艮宅#以正西为主的兑宅+

G

,

'

据调研发现#淳化县地坑窑大部分都为独门独

院型#有全下沉型%半下沉型和平地型#但以全

下沉型较多'淳化县地坑窑主要有四种建筑样

式(北坎宅%东震宅%南离宅和西兑宅!如图
"

%图

#

所示"'

图
"

!

张寨村兑宅!自绘"

!

图
#

!

$兑宅&式窑院!自摄于淳化张寨村"

!

依习俗称位于主方位崖面最中间的位置的

窑洞为主窑#在窑院的主方向和与其相对的崖壁

上窑洞的数量一般为三个'图
"

%图
#

为淳化县

张寨村地坑窑的$兑宅&建筑样式#由图可见#座

于八卦$兑&位的为上主窑#主窑两侧的窑洞分别

为上角窑和下角窑*与上主窑相对称的是下主

窑*院落两侧为偏窑#相当于四合院中的厢房#主

次分明'上主窑相当于客厅不设床位#上角窑%

下主窑由长辈或户主居住#偏窑则按资排辈分别

居住'院内出入口门洞占据一孔窑的位置#在门

洞窑与下主窑之间挖一浅窑#内设水井#井深
!$

!

%$

米'主窑及下主窑安装一门两窗#一边偏窑也

是一门两窗#另一边作为杂物窑无门无窗'一侧角

窑最初设置的功能是作为厕所使用#但由于卫生等

方面原因#后来主人家作为牲畜窑使用'经调研发

现#张寨村地坑窑的厕所大都移置地面之上'

三"地坑窑的建筑构件与装饰

"/

入口与坡道

据调研发现#地坑窑有几种不同的入口形

式#从平面布置上分为直进型%曲尺型%回转型和

雁行型四种#但淳化县张寨村现存的地坑窑入口

形式以直进型较多!如图
!

"'其地坑窑的入口由

院内其中一孔窑洞以坡道与地面连接#以宅门为

界#分为坡道部分和由连接院内窑洞形成的门洞

空间两部分'入口坡道以砖%石铺台阶#一般两

侧墙壁以土坯加固后以草泥抹面#也有用砖直接

砌面的'

图
!

!

入口%坡道 !自摄于淳化张寨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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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马墙

地坑院与地面的四周砌一圈青砖青瓦檐#用

于排雨水#房檐上砌高
!$

!

G$

厘米高的拦马墙#

这些矮墙可以防止地面雨水灌入院内#保护在地

面劳作活动的人们和儿童的安全#也是建筑装饰

的需要#使整个地坑院看起来美观协调!如图
%

"'

在具体的装饰上有多种方式#不同材料%不同砌

法组合形成多样效果#有夯土墙%夯土结合瓦作%

砖作%砖瓦结合等方式'

图
%

!

拦马墙 !自摄于淳化张寨村"

!

!/

眼睫毛

眼睫毛是淳化当地人对建筑顶部出檐部位

的专用称呼#是为了防止雨水直接淋湿溅崖面缩

短其寿命'满足功能需要的同时#更注重美化装

饰效果'青瓦挑檐的做法为一叠或数叠#在窑顶

预埋木质或石材挑梁#上铺青砖瓦而成'在拱顶

做檐廊的窑洞比较少见#在窑洞民居中等级较

高#檐廊是护檐功能扩大化的产物#同时构成院

落的过渡空间+

C

,

'

%/

窑脸

窑脸#是地坑窑院里重点装饰的部位#通常

用砖%土坯两种材料'门窗有一门一窗%一门两

窗两种形式'据调研#张寨村的门窗采用一门两

窗的居多#其他正窑与偏窑采用一门两窗#茅厕

窑只有门无窗'窑脸除开有窗户外#均以泥抹

壁#基座一般以青砖加固!如图
G

"'院内地面四

周砌一圈青砖'拱形曲线是窑洞立面构图的重

要元素#它与拦马墙等直线因素形成对比'

G/

勒脚和炕门

由于地坑院处在地表以下#因此其排水与防

图
G

!

窑脸正立面 !自摄于淳化张寨村"

!

渗是建筑构造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地坑院的

构造形式大多是由此产生的#张寨村的地坑窑窑

洞立面与窑院的地面相连接的部分也就是窑脸

基座#当地人称为勒脚#多用青砖铺设围护#作用

是防止雨水溅损窑腿#缩短窑洞的寿命'从装饰

上来讲#也美化了窑洞立面#装饰了整个地坑窑'

炕门的作用是用于掏灰和添加煨炕的燃料#以便

于烘炕取暖!如图
C

"'

图
C

!

勒脚%炕门!自摄于淳化张寨村"

!

C/

#马眼$和烟道

窑顶的平地经常用石滚碾轧#既可防止雨水

下浸#让雨水尽快排走#还可用于打场%晒粮#用

于存放粮食的窑洞顶部常开有通往地面的小洞#

称为$马眼&'收获季节可以将晒干的粮食直接

从马眼流入窑洞内的粮囤中#省力省时'另外#

旱厕的顶部也开有$马眼&#用于排解浊气#也可

通过$马眼&将土注入厕内垫厕'窑洞内一般沿

采光面墙砌炕#在炕边砌灶#灶炕合一#排烟道一

般沿炕边向上从窑内墙凿口至地面#很好的解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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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室内排烟问题!如图
A

"'

图
A

!

烟道出口 !自摄于淳化张寨村"

!

A/

环境营造

据调研发现#张寨村地坑窑院内多种植植

物#以高大笔直的树木为选材#美化了环境#又给

行人以警示作用'院内主要种植梨树!大吉大

利"#石榴树!多子多福"#梧桐树!招来金凤凰"#

杨树!喜气洋洋"等树木'这些树一直长到接近

院落高度的时候才展开树冠#使得地坑窑院内既

有乘凉之地#又不会过多损失阳光'树下可开辟

菜地#种植蔬菜#花卉等#既美化环境#又洁净空

气'院落的空地可以养鸡养兔#这是对地坑窑院

落的空间的有效利用'如果是收获的季节#院落

外车马从头顶过那满载着希望的金色的玉米串%

红色的辣椒串子在和院落交响呼应#装饰着那朴

实无华的建筑'

四"结
!

语

淳化县地坑窑院民居是当地劳动人民在其

特定的地域环境中#根据其地貌%气候等因素#经

过千百年的传承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

民居住宅形式'地坑窑居深潜土原%融于自然#

具有因地制宜%施工简便%造价低廉%适应气候等

特点#具有原生态的性质#是不破坏自然的$生态

建筑&*其深藏于土层之中#充分利用地下热能和

覆土的储热能力#$冬暖夏凉&#具有保温%隔热%

储能%调解洞室小气候的功能#最符合生态原则#

是天然的节能建筑'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原有建筑村落结构的

整体性遭到破坏#地坑窑院作为我国传统建筑民

居中的独特类型之一#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针

对其现状#以保护传统民间建筑为目的#对淳化

县地坑窑民居进行分析研究#希望为当地地坑窑

的保护工作及新农村建设提供一定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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