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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其中大多数少数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独具特色,在日常生活生产中随处可见对周围环境与自然的借鉴,在

民族文化传承上,许许多多的民族元素至今仍产生着比较重要的影响。本文以贵州苗族、侗族少数民族文化及民族元素着手,探讨民族元素与仿

生手法在建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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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举荐的全

球18个原生态保护圈之一,长期以来生活在黔东南这块土地的各族人民和

谐共生,用独特的智慧创造了壮丽的环境和灿烂的文化,有中国传统村落

目录309个,其建筑形态传承保存较为完善,许多建筑构建的工法工艺凝聚

了大量前人智慧的结晶,具有特色的建筑构成元素丰富多彩。 

其中比较有特色的便是侗族的鼓楼。侗族的鼓楼以杉木凿榫衔接,顶

梁柱拨地凌空,排枋纵横交错,上下吻合,采用杠杆原理,层层支撑而上。 

我们不难发现鼓楼的建筑构成,与我们自然界中树木有着异曲同工之

处。从形式上来看,侗族鼓楼造型犹如一颗参天大树,形体体量由下至上逐

渐收缩减小,形成稳固的宝塔造型。从内部结构来看,纵横交错的梁最终都

汇聚到承重的主体柱子之上,宛如树木由主杆衍生出的树枝一般。从功能

上来看,侗族鼓楼除了起到遮风避雨的功能以外,同样还像参天古树一般

形成了村寨的标志节点。从材料上来看,侗族鼓楼正是完全的继承了树木

本身木材的韧性,使得鼓楼本身作为传统材料构建的建筑,在一个相对较

高的建造高度上历经风雨依然屹立不倒。 

 

除了传统建筑,贵州还有大量的现代建筑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应用了民

族元素以及仿生学的手法,如贵阳市的奥体中心。贵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引用了水牛角的符号元素,整体建筑由东西两个水牛角形金属板罩棚扣在

环形看台上组成,罩棚从立面到屋顶设计为一体,与用地环境山体的曲线

景观相呼应协调。 

在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充满着各式各样对动物的元素符号

应用,如在苗族刺绣纹样中,有许多龙、鸟、蝴蝶、狗、牛等造型。这些纹

样造型不仅是简单的动物纹样,更是苗族祖先的象征符号。苗族银饰中大

量出现牛的造型,最为明显的便是牛角的头饰。 

同样的在建筑上,苗族地区形成以吊脚楼为主的建筑形式,在第一层

往往是作为牛棚使用,第二层明间大门上会构建木质连盈,一般制成牛角

形,建筑屋顶上的飞檐也形似牛角。苗族人认为水牛的威力是巨大的,连老

虎也斗不过它,有水牛把门,可保一家平安。 

牛角大量的仿生应用使我们对牛角的结构产生好奇,究竟为何牛角的

造型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呢？通过力学实验我们发现,在无倾斜角度的

弯曲细管模型中(a),结构在受到正面荷载冲击时,很容易在根部产生大的

应力集中,随着倾斜角度增加,模型在根部的强度承受力明显增加,但当达

到较大倾斜角度时(h),结构的应力又集中在尖端部位,同样会面临破坏的

影响。综合对比我们发现,以牛角的造型曲线(c),是最优的结构造型形式,

那么在针对贵阳市奥体中心这样大跨度建筑设计中,通过合理应用结构仿

生,保证了大跨度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得到更好的提升,减少建筑结构失稳

现象的产生。 

贵阳市奥体中心主要应用了牛角结构的结构仿生,这使得东西两侧牛

角形金属板罩棚在受力上的强度大大增强,同牛角一般中空的结构可视为

壳体结构的变形应用,而中空的空间又良好的结合了体育场馆看台空间的

设计,这一巧妙的设计从形式与结构上形成了贵阳市奥体中心艺术性与使

用性高度的结合。 

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从大自然中不断撷取灵感,无论是对动物的图

腾崇拜,还是对自然界中的造型加以模仿利用,经过无数的总结与发展才

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及其相关的民族元素,我

们需要不断地挖掘这些民族元素的内在原理,不断开拓创新地将其应用到

未来的设计中,民族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扬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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