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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葡萄晾房是新疆维吾尔族所特有的并带有浓厚地域风情的生产用房。但在当今我国快速现代化背景下，这

类传统晾房的建筑风格遭到破坏，如何保护葡萄晾房，在现代技术手段不断更新的趋势下同时又能延续其建筑风

格的传承。通过对吐鲁番地区葡萄晾房的功能形式、风格形成以及其内在人文情怀的阐述，进一步分析其建筑风

格的变化及原因，说明葡萄晾房建筑风格传承与保护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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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所处的中西部地区是生土建筑的发源
地，“地无雨雪而极热”，属于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
常年干燥少雨，太阳辐射强，夏季高温多风。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吐鲁番地区的人们运用土坯建造
出了众多让我们叹为观止的生土建筑，它们都是吐
鲁番千年沧桑的历史见证。现吐鲁番地区作为“丝
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遗址点已经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葡萄
晾房作为该地区一种特殊的生土建筑，不仅为当地
的建筑风貌添上独具匠心的一笔，更是为当地人们
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提供了便利。 

新疆建设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陆易农先
生曾写道：“吐鲁番的葡萄晾房是不朽的生土建筑，
它已经成为这个地区本土葡萄文化中独特的建筑
特色与风貌景观。而这个建筑是建筑师对吐鲁番地
区传统生土建筑在新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条件下，如
何传承，如何创新做出的一次可喜的探索，值得深
入研究”[1]。如今，面对这一份特殊而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产，我们该思考的就是应以何种方式来延续
这些满载历史信息的生命。 

一、葡萄晾房功能的形式简介 
吐鲁番炎热的气候条件和特殊的砂土地质，使

得当地葡萄产量特别高。但在入秋之后，葡萄开始
下架，为了避免葡萄霉烂，就需要将其晾干以便存
贮[2]。因此，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便应运而生——

葡萄晾房。当地居民依靠经验建起的葡萄晾房，不
仅可以避免葡萄放在日光下暴晒，而且还以保持它
的新鲜口味。这类建筑四周均为花格状墙体，阳光
不会直晒室内，通风良好。过去有些独立式晾房(图
1)规模较大，通常修建在高爽地带，建筑面积一般
可达 100 ~ 200 平方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人
们为了方便管理，就近在自家的屋顶上修建起了葡
萄晾房(图 2)。 

一般是用土坯砖层层错位叠加砌筑，形成带孔
洞的镂空墙，同时每隔 3~5 米会砌筑一整道土坯柱，
以保证墙体的稳定性[2]。孔洞多以方形留置，十字
形的孔洞也屡见不鲜，讲究砌法，注重比例与节奏
感的协调一致，使得晾房呈现空灵、通透的建筑艺
术效果，升华了建筑的本质。 

慢慢地晾房变得不单单只是一种生产用房，而
是变成了人们心中一种特殊的文字符号，一种展示
新疆传统建筑风格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的村民开
始将晾房中的花格砖元素用于自家的住居中，实际
上是一种简化过后的形式，通常在墙体与屋盖的衔
接处或是女儿墙部分做成高度约 30 厘米的十字形
孔洞镂空墙或方形孔洞镂空片墙(图 3、图 4)。 
 
 
 
 
 

图 1  独立式葡萄晾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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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屋顶上加建葡萄晾房 

 
 
 
 
 
 
 

 

 

图 3  晾房式样的镂空片墙 

 

 

 

 

 

 

 

 

 

图 4  清真寺外围墙上的十字形孔洞 

二、葡萄晾房的风格形成及其内
在人文情怀 

1.葡萄晾房与葡萄文化 

两千多年来，种植葡萄和晾制葡萄干已成为当
地的主导产业，当地人已与葡萄种下了不解之缘，
同时也形成了鲜明的本土文化——葡萄文化。在吐
鲁番，几乎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有葡萄架和晾晒葡
萄的生产用房，可以说葡萄已经成为吐鲁番地区一
种特殊的人文景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全国各地
甚至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吐鲁番的必去之地便是
葡萄沟景区。虽然近些年来，在一些村庄里偶尔也
会看到用现代建材建造的房屋，但是葡萄晾房与大
部分的民居，依然保持着原生态的生土形式，保留
着传统的建筑风格，而这一切都是源于葡萄文化的

深远影响。 
2.葡萄晾房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 

吐鲁番地区的建筑类型主要以传统民居和生
产用房及清真寺居多。大多数原住家庭都会以种植
葡萄的收入作为经济来源，因此晾房类建筑与当地
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晾房有的是群体建造(图
5)，形成一个整体的葡萄干生产片区；有的则与民
居相结合(图 6)，形成一个宽敞高大的室内空间，在
葡萄晾晒季节作为生产用房使用，其他的时间则作
为活动空间或储藏空间使用。 

 
 
 
 

 

 

 

图 5 葡萄晾房群落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图 6 民居结合葡萄晾房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3.葡萄晾房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 

过去的晾房都砌筑在距离人们居住处较远的

高爽地带，不方便人们对其进行管理。因此时常发

生晾晒的葡萄被偷窃的情况，使得村民们蒙受经济

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便想出了在住宅的

房顶上建造葡萄晾房的办法，这样既减少了建造独

立晾房的成本，又方便人们对其进行管理，满足了

当地人民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需求。这就是吐鲁番人

民因地制宜而特有的创造，在屋顶上建造一层晾

房，对于下面的房间来说就相当于多了一层屏障，

可谓是天然的空调系统，兼顾夏季遮阳、冬季保温，

不仅改善了人们的居住环境，还提高了人们的生活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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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葡萄晾房建筑风格的变化及
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传统村落中的文化逐
渐趋向于现代文化，其多样性也遭到了剧烈冲击。
在建筑方面则表现出地方特色逐渐消失，建筑风格
雷同、形式单一的问题。一些葡萄晾房传统的建筑
风格正在逐渐消失，有些村民已经将现代建筑材料
和现代建筑技术用于建造葡萄晾房，使得葡萄晾房
不再是纯粹的生土建筑。通过对吐鲁番地区葡萄晾
房的调查研究，有一些葡萄晾房显得尤为破旧，因
为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加上年代久远，而没有人去
修整它们以至被弃置一旁，这不仅影响了当地的景
观欣赏，而且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1.现代文化和现代建材的影响 

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吐鲁番居民的生活与生
产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改变。随着地区旅游业的迅猛
发展，交通条件的普遍提高，吐鲁番居民年轻一代
对新鲜事物的盲从，忽视了纯朴传统的民族文化，
这是晾房建筑风格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
随着现代建筑材料的广泛应用，传统的建筑材料受
到诸多方面的挑战，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从城市
渗入农村，改变了晾房的传统建筑风格，破坏了原
本纯粹、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建筑风格[3]。 

2.吐鲁番地区家庭产业结构的改变 

受到现代经济发展的诱惑，大量的吐鲁番青壮
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只剩下少部分人还在进行葡萄
晾房的生产管理工作，使得该地区的主导产业遭到
了强烈冲击。并且，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吐鲁番
地区小家庭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不再单纯地以种植葡萄为生，开始转向种植棉花，
蓄养牛羊等方式来支撑整个家庭的生活。这一系列
变化直接导致了葡萄晾房建筑风格的转变甚至是
其风格的消失。 

四、葡萄晾房建筑风格传承与保
护存在的问题 

1.土地资源的匮乏问题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
物质基础之一。土对于吐鲁番的人民来说不仅仅是

纯粹的物质基础，更是一种传统文化层面上的重要
元素，正是“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造就了这些传
承千年之久的生土建筑。然而几十年来，伴随着世
界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在所难免地给人们
带来了环境恶化的后果，同时土地劣化（如草场退
化、盐渍化、土壤沙化、荒漠化等）现象也日益加
重，可以说土地资源的不断匮乏使得葡萄晾房的发
展落入一个瓶颈，建筑原材料出现的问题将直接导
致葡萄晾房传承发展的难度增大，其风格形式自然
而然也就被淡化甚至消失。 

2.晾房建筑长期保存问题 

与砖混和石混结构的建筑相比，生土结构的葡
萄晾房长期保存难度很大，因为生土结构的建筑极
容易受到风蚀而过早破落(图 7)，另外新疆地区处于
多震地带，生土建筑的结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在
对吐鲁番的考察中发现，很多生土建筑坍塌损坏后
就直接被弃置一边，而不做任何修缮、围护、拆除
等后续工作(图 8)[4]。如今，吐鲁番人民们清楚地认
识到了生土建筑存在坍塌的隐患，该地区晾房建筑
正在由生土结构向砖木结构、砖混结构过渡，这种
变化无疑将引起葡萄晾房风格的改变，其建筑特色
与建筑风格也将随之消失。 

 

 

 

 

 

 

 

 
图 7  生土结构受风蚀作用破落 

     

     

     

     

     

     

     

     

     

     

     
图 8 被弃置的生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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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吐鲁番年轻一代价值观的改变 

在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民族文化未能得到大
众的广泛认可，以致丧失了生存的领地。再加上吐
鲁番仍然属于欠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只
注重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而忽视了民族文化知
识与技能的教育，导致吐鲁番年轻一代崇尚国内外
现代文化，不断求新、求变，认为本民族的文化落
后，因此对本族文化艺术和建筑技术不感兴趣，缺
乏传承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意识，这将导致民族建
筑风格和文化艺术面临失传的危险。 

五、葡萄晾房建筑风格传承与保
护的建议 

吐鲁番地区的葡萄晾房建筑中，镂空墙的样式
深受人们欢迎，因此，在当地很多现代建筑中大家
都会看到晾房的影子，特别是在建筑表皮的设计
中，镂空墙的元素体现地淋漓精致。一方面是设计
师喜爱用这种直接的方式来彰显该区域的特色，往
往通过一眼观察就能记住的特色样式最令人难忘
怀；另一方面，从更深一层次来说，这类特色建筑
群体已经逐渐成为吐鲁番地区一种象征性的文字
符号，它蕴涵着丰富的民族信息，传承着维吾尔族
两千多年来的葡萄文化。因此，有选择、有目的地
传承与保护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风格的重要性显
得尤为重要。 

首先，地方政府是推动其传承与保护过程的主
体力量，但这个过程并不是很轻松，一方面，政府
应该对该地区的晾房建筑进行详细统计，安排专业
人员批量调查，对现有晾房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筛选出建筑保存完整，艺术形式表现良好的晾房，
将其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供人们参观学习交流。另
外，对于其风格形式的转变，政府应扮演好自己的
角色，对其进行正确有力的引导，以旧纳新，取其
精华，去其糟粕，鼓励建筑师为建筑注入绿色、节
能的活力，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建筑观。另一方面，
政府应该带头参与全民建设学习，并且通过媒体广
播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熟悉、
热爱本民族的建筑艺术文化，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
形成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以及自豪感，为推进该地
区建筑风格的传承与保护打上铺垫。 

其次，地震、风蚀一直是生土建筑的克星，如

何延长生土建筑的使用寿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
葡萄晾房是生土结构，受生土材料本身的限制，结
构安全性比较差，建筑年代稍微久一点就会面临坍
塌的危险，更不用说是地震。同时，吐鲁番地区经
常刮大风，对生土建筑的风蚀破坏也很严重，建筑
表皮经常出现起鼓掉落现象，建筑的耐久性得不到
保障。对此我们应加强对该地区晾房建筑的管理和
维护，更应加强抗震、抗风蚀意识，并鼓励相关专
业人员研究抗震和抗风蚀技术，使得晾房建筑的生
命周期延长，只有这样其传统风格形式才能得到更
好的传承及保护。 

最后，当地政府应放眼世界，积极地和国内外
先进技术研究单位进行合作交流，引进专业人士对
当地的晾房建筑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结合当地专业
人士的研究成果，融会地方人文情怀，找出该地域
的特色要素，使其风格形式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
并紧跟时代步伐，在保留其传统风格形式的同时，
运用现代技术对晾房建筑进行营造和保护，使得葡
萄晾房建筑的艺术性，使用性，传承性得到更好的
发挥，不失其地域特色的同时与现代化并行发展。
另一方面，其实保护和传承过程的重点还是在于
人，更明确点说，关键在于当地的人，因为没人比
自己还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本民族的文化，因此
吐鲁番青年一代应当肩负起保护、传承和发扬本民
族的建筑风格的使命和责任。政府也要继续加强对
青年一代的教育，不断提高区域教育质量以培养出
更多的专业民族建筑师，从而推动区域建筑业的发展。 

六、结  语 

与其说葡萄晾房是一座生产用房，不如说她是
一件艺术品，一件攒存着维吾尔族两千多年文化积
淀的艺术品。然而在建筑风格日渐趋同的今天，不
管在乡村还是在城市，许多建筑都渐渐失去自身原
本的样貌，变得毫无特色。或许葡萄晾房的存在，
就是在提醒着人们，地域特色需要被关注，需要被
理解，需要被尊重，其传统的建筑风格形式也值得
人们去保护和传承，以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借鉴欣赏。 

参  考  文  献 

[1] 陆易农,王元新,苗青梅. 吐鲁番的葡萄晾房:不朽的生土

建筑[J]. 建筑与文化,2008:82-83. 



第 5 期                              张英杰等：葡萄晾房建筑风格的传承与保护                                69 

[2] 蔡五妹. 吐鲁番地区传统民居空间形态研究[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2011. 

[3] 李生英. 新疆生土建筑的研究:以吐鲁番为例[D]. 乌鲁

木齐:新疆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2007. 

[4] 王晶. 新疆绿洲地区传统生土民居生态建构及更新研究

[D]. 北京: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2013. 

The Inheritance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Grape-drying House 

ZHANG Ying-jie, WANG Wan-jiang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Institute, Xingjiang University, Urmuqi 830047, China)   
 

Abstract: The grape-drying house, a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style in Turpan, is a particular production building of 

Uygur in Xinjiang. Howev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ccelerate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today, thi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style is endangered. The paper proposes to sustain its architectural style in the tendency of updating 

modern technology so as to epreserve grape-drying houses. Based on the elaboration of the functional form, the 

style formation and the connotative cultural feelings of these house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hanges and the 

causes of this architectural style,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to be resolved in the aspect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preservation with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Key words: the grape-drying house; architectural style; inheritance and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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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Innovation of Legal Service Model in the Internet Era  

LIU Tian-li1,2,GU Ying1 

（1. College of Economic Manage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and opportunity on the traditional legal services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et, actively response to the change of the ultimate is to realize legal services innovation, 

change service management model. The fundamental premise of innovation lie in identify legal services character 

of specialized, pay attention to consumer experience. And build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service 

transition, specialization; effective us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market actively; positioning needs change 

of core customer; achieving consumer extreme experience; innovating Legal service profit model; changing law 

service organization; developing organizational boundaries such as path. 

Key words: the internet era；legal service；business model；managemen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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