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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环境与装饰艺术研究
*1

邓刚

【摘 要】: 凉山彝族人民大多生活在崇山峻岭的原生态自然环境中。其住房破旧狭小，环境荒凉简陋，生存环

境和住房条件一直以来都较差。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遵循政府的规划和民众的意愿，新居建设与“三房”改造并举，

整治环境与装修民居兼顾，并从艺术的层面去美化彝民的居住环境，装饰彝民的住房院落，着力改变彝乡民居的陈

旧面貌，提升彝族人民的生活品质。今日的凉山，面貌焕然一新，处处呈现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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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现状概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其第一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又倡导“五新”，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凉山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总人口 490 万左右，其中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 51%。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彝族人民的生存环境和住房条件一直以来都

较差。近几年来凉山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已跻身全省各市州前列，这为其新农村建设奠定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凉山州党

委和政府始终把彝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扶贫工程、惠民工程来抓，坚持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彝族新农村建设、融入城

镇化建设的全过程中，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自实施新农村建设以来，州政府不断加大对彝乡彝村的

财政投入，于是“三房”得以改造，新村矗立起来，乡乡通公路，村村通电话，广播电视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医疗卫生、教育

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彝族人民告别了昔日的土屋茅舍，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新村。他们分享着改革开放的成果，过上了丰

衣足食的小康生活。新农村建设遍及全州的每一个县市、乡镇和村落。今日的凉山，面貌一新，莺歌燕舞，物阜民康，处处呈

现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气象。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拟就其新农村建设之环境与装饰艺术予以论述。

二、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之环境艺术

《环境艺术》丛书主编、著名环境艺术理论家多伯说，环境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它比建筑艺术更巨大，比规划更广泛，

比工程更富有感情。这是一种重实效的艺术，早已被传统所瞩目的艺术。环境艺术的实践与人影响其周围环境功能的能力，赋

予环境视觉次序的能力，以及提高人类居住环境质量和装饰水平的能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多伯的环境艺术的定义告诉

我们，环境的空间比建筑的空间更为广阔，环境艺术必须重视实际的效果,必须突出以人为主的民主性特征。因为环境与人们的

生活、生产、工作、休闲的关系十分密切。人类依赖于环境，环境应为人类服务。所以在民居、院落、城镇建筑以外的空间规

划、设计、建设休闲广场、道路、街区、雕塑、绿地、行道树乃至路灯、停车场等等，既要科学合理，以人为本，又要让居住

者感受到环境的宜人和美好，生活的温馨和幸福，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人文关怀精神。该定义指出，环境艺术范围广泛，历史悠

久，不仅具有一般视觉艺术特征，还具有科学、技术、工程特征。故在环境艺术中还要将那些物质实体、空间外壳等可见的部

分经营好位置，处理好关系，运用各种材料和技术手段打造具有装饰美的自然的和人文的景观，以形成这一环境特有的性格特

征。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就是遵循上述理念来进行环境艺术的规划和设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环境的建设和美化。

1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项目编号：YZWH1320）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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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相沿，凉山彝族人民大多生活在崇山峻岭的原生态自然环境中。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经济的贫穷，物质的匮乏，他们

既无力改变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无法改造世代蜗居的简陋住房。从制度上讲，彝族人民虽然从奴隶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

已逾半个世纪了，但从居住条件和生活水平来看，却依然停留在滞后的状态。他们住房破旧狭小，环境荒凉简陋，缺水少电，

交通不便，生存、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犹如一股春风吹到了大小凉山、安宁河畔，成为彝

族人民彻底改变贫穷命运、走向全面小康的福音。

根据历史的遗存及现状，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三房”（瓦板房、石板房、茅草房）改造，二是

新村建设。遵循政府的规划和民众的意愿，新居建设与“三房”改造并举，整治环境与装修民居兼顾，并从艺术的层面去美化

彝民的居住环境，装饰彝民的院落住房，着力改变彝乡民居的陈旧面貌，提升彝族人民的生活品质。

环境艺术方面，主要是指院落外、村镇内的公共建筑及设施如广场、街巷、道路、山林、绿地、花木、照明和停车场等环

境的设计、布局和装饰及其绿化、美化和亮化。

彝族的院落、村寨大多依山建筑，乡镇一般建在河谷平坝，初始时人们没有造园造境的想望。在新农村建设中，环艺设计

师们从彝族文化中提取特色元素来设计为彝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景观及环境。

彝族人有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常将其崇拜的动植物抽象化为“图腾”，用以寄托希望祈求祥瑞。这些图腾或虎或鹰，或

葫芦或樱花，形式或彩绘或雕刻，材质或石或钢，皆技艺精湛，色彩鲜明。这些古朴而优美的纹饰多用于院落、村寨、乡镇的

入口，广场，道路和建筑物的外墙面。如普格县的沙合莫村村口，就矗立着黑色花岗石刻制的云纹、卷草纹图腾及展翅欲飞的

雄鹰。在环境改造中作为院落主体建筑的延续，多数村落中均建有休闲广场。它是彝民举行祭祀、庆典等群体性活动的重要场

所。普格县沙合莫村广场地面铺陈单彩地砖，周边饰以象征喜庆吉祥的马樱花、粉团花等图腾浮雕，同时还配套花坛、林荫道、

石条凳、适量的健身器材和五彩的儿童游乐设施。再如西昌市白庙村广场，地面饰刻火镰纹、太阳纹等多种图腾，四周分布彝

族石刻十生肖，沿广场道路两旁是长青绿化带，空阔处咸植草坪、花卉和常绿灌、乔木。广场园林化了。真是花木蓊郁，景色

迷人。

街巷，实际上是村寨乡镇里连接民居院落之间的公用道路。新农村建设中的街巷、道路改造，重点是对过去的泥土、土石

路面重新进行铺装。材料为有纹路或图案的木板、青砖石、文化石等。如把青砖竖起来，块块相连，至于无限，使其形成密集

的几何纹状，表现出一种单纯而质朴的美感来。街巷两侧建筑的外墙面，也都以动植物图腾予以美化。

宽阔的道路路面，多以石材或瓷砖铺设、拼接具有彝族特色的云纹、火镰纹及银饰纹。道路两旁设置人行道，人行道上移

栽有常绿乔木行道树，行道树下竖着镌刻有名言警句的石头或石碑。

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的环境艺术，不仅体现在广场、街巷、道路的铺装上，还表现在环境的绿化、美化及照明、停车场的

布局上。

新农村环境的绿化，就是在民居、院落、村镇的房前屋后、周边地块、公共场所及远处的山陵、溪流植树造林，栽花种草。

彝族人天性喜爱花草树木。他们家家植树造林，人人栽花种草，四时勤于剪伐。除了防护风沙的功能，还大面积地绿化美化了

自己的生活环境，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每当春季来临，那漫山遍野、村镇院落皆绿树掩映，花儿灿烂，草儿芬芳，一片富

有诗情画意的田园景象。

照明是彝族新农村建设环境艺术不可忽略的一个内容。凡民居院落、村寨乡镇所涉及的房舍、广场、道路、街巷等处都安

置有节能灯光。薄暮时分，华灯灿烂，如同白昼，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夜间出行与生活。广场、交通要道处均设有小型的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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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彝族新农村建设的环境规划、设计和建设，本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节能、环保、低碳、高效的原则，科学合理

地改造旧环境，建设新环境，突出民族性、艺术性、时代性和实用性，优美而清爽，宜农又宜居，极富现代田园情调和人文关

怀精神。

三、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之装饰艺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需要装饰来满足自己的深层次的精神需求和居住性的审美需求。凉山彝族

新农村建设的民居装饰艺术，运用新材料、新技术、新手法，与传统的式样、风格、趣味相统一，达到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

境界。它通过自己的装饰语言——材质、色彩、居室构件及整体传达其功能目的和深层的文化含义。经过艺术装饰的彝族民居

兼具传统造型与现代线条、民俗美学与时代风尚的家居风格，色彩高度凝练，造型极度简洁，充分显现出彝族人民特有的审美

观念、自然质朴的特性和人格化情感化的装饰效果。它集独立浑厚之气质和凝练简约之风韵于一体，表现出浪漫的怀旧气息、

朴素简洁的美学思想、以及深厚的民俗内容和民族精神。下面就以民居为例来说说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的装饰艺术。

彝族传统民居不乏艺术装饰的部位。这些部位是门、窗及房屋构件等。

门是住房出入的要冲，连接内外的通道。作为出入口，彝民住房一般只在正面设入户门，门上悬挂避邪之物如鹰爪、水牛

角、岩羊角等，上方的门楣多刻画日月鸟兽等图案。入户门常采用双层结构：前一层是起防护作用的栅栏，用若干竖向木条与

三段木横挡钉合而成，并在竖向木条顶端雕刻花纹，它向外开；后一层才是真正的入户门，实木，上半部拱形，下半部矩形，

装饰如同外木板墙，拼合样式较简洁，它向内开。

窗是居室采光透气的重要部位。彝族民居的窗，多在木构瓦板房的凹廊木墙上出现，面积较小，为全木结构格花窗。窗户

不用铁钉，只以小木条按设计图案立体拼接，最后用木框将木格花框起来。木格花多为规律性重复的几何图形，复沓连绵而又

简洁好看。

彝族传统建筑有两种主要构件：一种是穿斗结构或搧架结构中横枋枋头的牛角型构件。这是最具民族特色的装饰部分，表

现出彝族人民的牛角装饰文化情结。在社交礼仪中，宰杀家牛是彝人款待宾客的最高规格；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常把牛角作

为避邪之物挂于门楣。另外还用牛角类的其他构件来装饰房屋，美化生活。彝族人民何以对牛角类饰物如此钟爱呢？一是出于

实用，因为牛角拱有助于承受房屋的重力；二是精神寄托，既缅怀昔日祖先的野外游牧生活，更希望驱邪灵物对住所和家人的

保佑。有的彝族民居还将檐檩下端雕刻成吊瓜，吊瓜两侧沿檐柱方向伸出牛角状撑弓。另一种是在檩柱与横枋牛角拱交接处将

榫卯结构做成竹节型构件。这类构件的上面常以阳刻手法围绕圆柱竖着雕琢花纹。两者都被人们传承下来并且被有机地运用到

新农村建设的民居建筑中。

凉山彝区新农村建设的院落形式多样，主要有：①简洁的一字式院落。这种院落具有凉山彝族各种院落形式中最基本的空

间格局，院墙环绕正房一般不与正房墙体结合，但也有部分院墙与正房墙体结合的。②具有一定防卫功能的带碉楼的一字式院

落。它由正房、院墙和碉楼构筑而成。院落平面呈长方形，院墙围绕正房，碉楼建在院墙部，多位于正房前左侧或右侧院墙转

角处，少数的院落四角都建有碉楼。③带简单厢房的三合院式院落。这类院落面积较大，凡喜庆节日或家庭大事多在前院进行。

无论何种形式的院落，建筑构成都大致相同。除房屋的翘角、飞檐，屋脊中部及两端的起翘、起拱外，住房的主要部位如墙、

地、门、窗、屋檐等，在新农村建设中，几乎所有的房主人都毫无例外地要对它们进行装饰，而色彩装饰则起着锦上添彩的作

用。

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的民居装饰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墙地装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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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是房屋的主体建筑之一，有土墙、砖墙、木墙之分。墙体的作用是将居室与外界分隔开来。彝族传统民居对墙的装饰不

太在意，除了墙上的花纹窗格和门上悬挂的辟邪之物，就再无其他装饰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受时代风尚和汉人重装修的影响，

彝族人也开始重视住房的装饰或装修。彝族传统民居多为夯土建筑。他们在改造房屋外墙时运用现代建筑技术，或以漆涂刷，

或以文化石铺装，或以水泥浮雕喷砂进行装饰。外墙及其立柱用浮雕装饰。外墙上装饰的浮雕，题材多为民俗风情、神话传说

之类。民俗风情不外乎斗牛、斗羊、火把节和农事活动等内容；神话传说有支格阿鲁、阿牛居日、雪族十二子等故事。除了有

情节意味的浮雕外，彝族图案性质的浮雕也在墙上大量出现。这些墙面浮雕造型生动，刀法古朴，刻琢精细。外墙经过包装，

在保留彝族房屋基本建筑风格的同时，又平添许多清新雅致的气韵。其浮雕图案（有的外墙还掺和着彝族文字）具有强烈的装

饰性、艺术性和深厚的民俗内涵、民族精神，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洋溢着浓郁的大凉山彝乡情调。

传统彝族民居的地面是原始的夯土地面，无装饰性可言。这样的居住环境既不卫生也不美观。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对地

面的装饰也作了要求。现在的彝人院落常以石子、石板铺地面。石子地面用大小错落的鹅卵石铺就，远远看去，真有“大珠小

珠落玉盘”之感；石板地面安装的是尺寸相同的青石板或火烧板，显得色调素朴，整齐划一，上面刻着抽象的动植物图案花纹。

还有的地面则是石块拼接起来的具有彝族风习的或火镰、或卷草、或羊角形等图案，少数的还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富裕一点的

人家就选彩色石铺设。他们也学汉人在地面镶嵌吉祥的“万”、“寿”等字，并配以山石、树木、花卉和彩蝶图案，别具一种

仿自然的风调。室内地面则按居住者的喜好，或以地砖，或以实木地板安装之。色彩虽是素朴一些，但主人住起来倒也感觉着

舒适。

2、门窗装饰艺术

往昔的彝族住房正面入户门，装饰较为简洁，仅门楣上面刻画日、月、鸟、兽等图案。除此之外，还悬挂各种避邪物如水

牛角、鹰爪、青松枝等。在彝区新农村建设中，门的装饰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了门套。门套表面选择彝族广泛运用的火纹、云

纹、牛眼纹等二方连续图案以浮雕、手绘手法装饰。图案颇具形式美和韵律感，使原本陈旧平淡的门面变得美观起来。

以前的窗户很小，为全木结构木格花窗。在改造过程中，采用和门一样的装饰方法，为窗户增添矩形或梯形的窗套，然后

在窗套上装饰浮雕、手绘吉祥图案，这样就显得比传统窗户更有美感一些。

3、檐部装饰艺术

檐部是展示建筑个性和风格的重要窗口。无论中、西式建筑，从总体上看装饰的重点都在檐部。我国独具民族风格的檐饰，

已成为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

彝族传统民居的檐部采用的是由下而上层层出挑的穿斗结构，并对构件进行雕刻装饰。被雕刻装饰的檐部构件有三种：①

檐下挑檐横枋枋头做成牛角形状；②檐下檩柱最下端与牛角横枋连接的榫卯构件制成火炬形状；③檐下檩柱与牛角横枋交接处

的榫卯结构做成竹节形状。

在新农村建设中，为了突出地域风情和彝文化特色，人们一方面保留原有檐部构件的形状，一方面运用着色绘制的技法来

镌刻丰富多彩的自然纹样和动植物纹样来对檐部重新进行装饰。纹样线条长短、粗细、疏密、曲直兼用，回环往复，连绵不断，

极尽变化之能事，但整体图案又和谐统一，极富乡土情韵。正面屋檐下挑檐枋间的连接穿枋上绘制有虎、鹰、日、月等图腾及

马、鱼、斗牛、斗羊等图案。其他如羊角纹、卷草纹以及生活中常见的曲线图案也较多地用于房檐的外部装饰。它们既可纯线

条构成纹样，也可将线和图案搭配构成纹样。不同的纹样和图案自然交融，结构浑成，色调清新。经过重新改造和装饰的西昌

市白庙乡彝族民居，已成为彝区新农村建设与“三房”改造的优秀样板。其间彩绘、雕刻的各种图腾和动植物抽象画，色彩艳

丽，格调优雅，充分展现出彝族人民古朴而又天真烂漫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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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色彩装饰艺术

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环境、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的差异，对色彩的联想、审美和运用亦迥然有别。从历史根源和民族心理

审视，凉山彝族人民自古以来就对色彩怀有一种虔诚的崇拜——即“黑红黄三色”崇拜。在他们眼里，黑色象征大地，代表宽

厚、神秘、庄重和肃穆，它是人类的家园；红色象征火焰，代表赤诚、热烈、温暖和激情，它是生命活力的体现；黄色象征太

阳，代表光明、高贵、富有和祥瑞，它是万物生存的根本。“黑红黄三色”崇拜，表达着自远古以来彝族人民所固有的朴素的

色彩观及其朦胧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他们视黑、红、黄三原色为彝族根源色彩的基础和灵魂，认为这三种色彩是世界上最

美丽的色彩，只有“三色”的完美结合才能塑造美和创造美，才能构成灿烂多彩纷繁绚丽的大千世界，才能表现彝民族对传统

文化的膜拜和对色彩运用的审美诉求。

因此，彝族新农村建设的民居装饰也因袭这一自古相传的朴素的色彩观，运用黑、红、黄三色油漆作为民居装饰的主要颜

色。这些单纯而又明亮的色彩被分别用于门、窗、屋檐的涂刷上。“三色”亮丽，对比鲜明，使人感到黑得厚重，红得火热，

黄得艳丽。它们互相辉映，彼此衬托，显得非常华贵和典重。若与彝族传统的木格门窗和黄土院墙相较，则远比后者美观、吉

庆、欢乐与祥和，审美效果和视觉效果也更好一些。彝族人民之所以对“黑红黄三色”情有独钟，是有着悠久的民俗传统和深

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的。远古凉山彝族人民由于生活在偏僻、贫瘠、落后而又饥寒交迫的高寒山区，他们辛勤耕耘土地，希

求作物丰收，渴望温饱幸福，于是便用“三色”来表达自己美好善良的愿望和感恩大自然赐予的赤子情怀：黑色表示不忘大地

母亲的恩惠，红色祈愿永远幸福安康，黄色希冀年年丰收岁岁富足。

四、凉山彝族新农村建设前景展望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亿万中国农民为之奋斗的理想。经过建国六十多年来的努力，农村面貌的确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并不尽如人意。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党

和国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彝族人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改变自身生活的伟大事业中来。

近几年，凉山州的新农村建设、住宅区建设的形势喜人。城乡广场、街区、公共建筑、私人住宅都在加强环境设计与装修。

人们对这些环境建设都表现出十分迫切的艺术文化要求。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在彝族新农村建设中一显身手，大有可为。

彝区新农村建设中的环境美化和民居装饰以彝族传统文化为依托，将古朴别致的原生态民居优长和现代建筑设计理念及环境艺

术、装饰艺术相结合，既使新村建设和“三房”改造不失传统风格，又为民居及其环境增添现代风采，这便造就了今日融历史

文化内涵和现代建筑环境、装饰艺术于一体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凉山彝族新农村。如果说新农村民居建筑是一个人的身躯的话，

那么艺术的环境和装饰便是披在这个身躯上的美丽的外衣。环境、装饰艺术在彝族新农村建设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彝族新农村建设离不开环境与装饰艺术。环境与装饰艺术不仅在凉山州彝族新农村建设，而且在全国的新农村建设中都必将具

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凉山彝族人民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东风，正信心满怀，干劲十足，有计划、有步骤、多

渠道、全方位地推进新农村建设。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具有园林化、城镇化、民族化和现代化色彩的社会主义凉山新农村

将以耀眼的光芒立于祖国的西南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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