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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卓克基镇作为藏羌文化走廊马尔康段内的重要节点,其建筑也体现着嘉绒藏族特有的文化特色,具有

很高的保护价值,在旅游开发中,又对其提出了建筑更新的要求。本文通过对古镇基本情况与建筑现状的分析,发现

了传统建筑保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提出卓克基古镇传统建筑保护原则,进而从文物空间环境保护、

文物建筑保护、文化场所保护等方面提出对传统建筑保护、传统民居建筑保护和更新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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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马尔康是嘉绒藏族文化核心旅游目的地,卓克基板块作为其中的重要节点,有嘉绒地区别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土司文化和民

俗文化等。建筑作为文化的表达方式之一,展示着嘉绒藏族人民特有的智慧与美学欣赏,具有很高的景观价值和欣赏价值,这些价

值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和西索民居的建筑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也因此需要对这些建筑进行保护。随着古镇旅游开发,对景观和建筑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传统建筑也开始面临更新的需要。 

1 古镇基本情况分析 

卓克基镇位于马尔康县城东部梭磨河畔,国道 317与省道 210线在境内交汇处,总面积为 298平方公里。其东与梭磨乡接壤,

南与小金县交界,西北连接马尔康县城。卓克基镇政府驻地海拔 2680米,距马尔康县城 7公里。 

在宗教文化方面,卓克基位于嘉绒地区,其宗教文化具有多元共生的特性,苯波教、藏传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共生共存。卓

克基镇境内宗教文化以藏传佛教为主,主要教派为黄教。在土司文化方面,卓克基土司系梭磨土司家族的后裔。始祖斯宕崩,元朝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 1264年)。1941年泽旺彭措(又名索国坤)继位至解放。在民俗文化方面,嘉绒藏族的图腾崇拜丰富多样,历史

久远。其图腾崇拜以日月、鸟兽等自然崇拜为主,兼有英雄崇拜。嘉绒民间节日主要有藏历新年、看花节、骀日节、斯格仁真(感

恩节)。四月八“打擦查”等。 

2 卓克基古镇建筑分析 

                                                        
1作者简介：张澈杨(1989-),硕士研究生,中级工程师,新希望地产(总部),研究方向:城市设计;徐文静(1998-),女,汉族,山东邹城

人,成都理工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城乡规划。 



 

 2 

2.1古镇建筑现状 

现状集镇内建筑多为 1-3层。住宅绝大多数为传统风格的嘉绒藏式民居,现状公共建筑总体上对当地建筑传统风貌考虑较少,

与地域文化环境不够协调。西索民居中有部分民居已开展家庭旅馆接待。 

2.2古镇特色建筑群落 

2.2.1卓克基土司官寨 

卓克基土司官寨坐落于西索村,是嘉绒藏族地区土司官寨的代表性建筑,在 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18年

建设初期,其建筑形态以碉房为主,在 1936年大火中被烧毁,直至 1938年,土司索观瀛将其重建,重建后建筑布局改为仿汉式四合

院,整体格局坐北朝南,这种朝向充分考虑了嘉绒藏族房屋所需的采暖及采光的需求。四合院由正屋与厢房组成,正屋位于北部,

为假六层建筑,厢房分别位于东西部,为四层建筑,每层均设有走廊,走廊栏杆仿汉式,中间为方形天井,天井四周布置回廊,回廊

的廊柱与每层的楼板、梁、枋紧密相连。这种房屋结构也体现了卓克基官寨对于房屋采光的要求,上午时段的阳光照射西面走廊,

中午太阳位置偏移,北面走廊受光,下午太阳照射在东面走廊。在中午时段,位于一层的天井被阳光直射。天井的设置不仅解决了

较长外墙所带来的楼板承重问题,而且还解决了采光的问题,可谓一举两得。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的顺利解决,其外墙保留了 37

米的长度,成为官寨区别于藏区其他建筑的关键。在建筑造型与细部方面,其墙体由片石堆砌而成,屋顶为悬山式,上布小青瓦,走

廊栏杆为仿汉式栏杆形式,窗格则采用花格窗。藏、汉两种民族的建筑风格在卓克基土司官寨完美交融。 

2.2.2西索民居 

西索民居是嘉绒藏族特色寨子的代表,2008 年被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从功能布局上来看,三层建筑的每一层都承载着不

同的功能,底层为畜圈,满足了居民饲养牲畜的需要,二层为居民平时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兼具贮藏的功能,顶楼为经堂区,兼具客

房和晒坝的功能。功能布置简单,但是承载了采光,背风与安全的需求。从建筑材料来看,藏区居民就地取材,以石头为主,单体建

筑的墙面体现出厚重的感觉。寨子从整体上看错落有致,十分壮观,成为嘉绒藏族地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3传统建筑现状主要问题 

从风貌保护上来看,卓克基古镇中的官寨保护较好,但加建的若干民房影响了官寨周边环境和氛围。从旅游开发的需要上来

看,部分民居采光条件差,卫浴设施缺乏,难以满足旅游接待需要。从功能布局上来看,民居底层大多原为牲畜用房,卫生条件较差,

需置换功能、改善卫生。与此同时,部分传统建筑由于年代太久,没有及时保护和修复,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 古镇建筑保护更新策略 

3.1保护与更新原则 

根据传统建筑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考虑传统建筑以后的居住与开发利用的需求,对其提出以下原则:其一,最大限度保护文物

的真实性、完整性、可持续性。其二,与旅游发展建设相结合,科学合理利用传统建筑,严格控制新建建筑,保护嘉绒传统建筑形

式,营造嘉绒古镇氛围。其三,新建民居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改善设施水平,满足旅游接待需要。 

3.2传统建筑保护 

卓克基官寨与西索民居都是文物保护单位,村落与建筑地域特色鲜明,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规划对国家级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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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卓克基官寨和省级文保单位西索民居,主要从文物空间环境保护、文物建筑保护、文化场所保护三个方面提出措施。 

3.2.1卓克基官寨保护 

根据卓克基官寨周围地形地貌环境划定保护范围。保护范围为西南面(正面)以官寨两端墙体,向外 30米为重点保护区,以此

30 向外延伸 43 米,为一般保护地段,东北面至梭摩河西南岸为重点保护区,东南面以老官寨围墙西南端始于官寨强成平行线之间

的 25米为重点保护区,向外延伸 30米为一般保护地段,西北面以官寨碉外缘为直线,向外至卓小公路东南侧位重点保护地段。 

在卓克基官寨的文物空间环境保护方面提出需要对卓克基官寨周围环境进行整治,拆除紧邻官寨的加建民居建筑和临时建

筑,形成官寨四周较为开敞的视线通廊,凸显官寨雄伟体型。在保护范围以外设置的长征纪念馆、土司文化体验中心等用地应尽

量靠近台地内侧边缘,建筑两层以下,保护卓克基官寨东南侧较为纯净的自然景观背景。 

在官寨的文物建筑保护方面应严格遵照文物保护要求,保护官寨原有形态、结构和原始材料,保持现状外观形式不变。严格

控制添置各类构筑物及设施,尤其是较大体量(捐赠塔、家具、塑像等)构筑物,协调旅游行为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官寨建筑及建

筑构建不得随意拆除、移动、重建、加建;对文物建筑的任何改动都需要报请相应的文物主管部门批准。落实消防措施,杜绝消

防隐患。文物建筑要配备灭火设备;在官寨内禁止明火,如点灯、烧纸等;要严格控制电器设备的使用;建筑要安装避雷设备。同

时需要提升游客的文物保护意识,防止游客对古建筑物的破坏。 

在官寨的文化场所保护方面需确立展示主题,纯化建筑功能。整理并保留与土司相关的内容,作为土司文化的集中展示地。

借助物质空间载体卓克基官寨,深入研究,发掘并利用土司文化资源,通过土司文化展示空间的建设,保证地域文化发展和创新。

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政府大力支持资金到位,专款专用,建立和建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和利用工作机制。 

3.2.2西索民居保护 

根据西索民居周围地形地貌环境划定保护范围。保护范围以现有的主要聚居群落外缘为准,向西、南、北各外延 3 米,东以

纳足河西岸为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为以核心保护区向西、南、北各延伸 30米,东以卓小公路为界。 

在西索民居文物空间环境保护方面,调查西索民居聚落发展历史,原址复建村落南侧碉楼,形成标志性景观,恢复历史空间环

境。拆除西索民居内部风貌较差的现代建筑和临时建筑,保护西索民居嘉绒风貌特色。对丹达伦寺前面的临时厕所予以拆除,开

放滨水空间;对锅庄表演场地东西两侧严重破损的建筑予以拆除,并结合旅游服务功能,采用嘉绒传统民居形式建设成旅游服务

设施。民居建筑屋顶因对村落整体风貌影响较大,应严格统一原有色彩与材料,避免使用蓝红等鲜艳色彩。注重保持民居西侧耕

地,保持农田肌理,保留足够的弹性空间,保护民居西南侧较为纯净的自然景观背景。 

在西索民居文物单位保护方面,应组织测绘人员进行全面的民居测绘,并对民居现状作出分析评价,掌握民居性质、质量、风

貌等相关情况,以及周边的自然环境状况。并严格遵照文物保护要求,保护西索民居原有形态、结构、原始材料和装饰装修,保持

现状外观形式不变。严格控制添置各类构筑物及设施,尤其是较大体量构筑物,协调旅游行为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同官寨建筑保

护的要求相同,建筑及建筑构建同样不得随意拆除、移动、重建、加建;对文物建筑的任何改动都需要报请相应的文物主管部门

批准。落实消防措施,杜绝消防隐患。文物建筑要配备灭火设备;禁止明火,如点灯、烧纸等;要严格控制电器设备的使用;建筑要

安装避雷设备。加强对游客文物保护意识的教育,防止游客对古建筑物的破坏。 

在西索民居文化场所保护方面需要保护重点建筑和景观节点的自然特征,并充实地域文化内容,传承民俗文化精神。保护并

整治现状村落中心坪坝,建设成为一处锅庄表演活动场地。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政府大力支持资金到位,专款专用,建立和建

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和利用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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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传统民居建筑更新 

在传统民居建筑更新中首先应该整理一层空间,作为客厅和厨房,二层原厨房功能取消,改为卧室。调整后的功能格局中,一

层作为大客厅、餐厅、厨房,是主客共享的交流空间;二层保留客厅一处,为主人自用起居室。二层南向卧室为主人房,北向卧室

为客房。三层保留经堂与僧侣用房,增设两处客房。其次将新式卫生间替换传统厕所。考虑到嘉绒民居的结构现状,以及民居之

间往往紧密相连,在民居内部设置给排水管线并与公共管网相连有很大难度,因此,方案通过外部增设冲水卫生间的方式来提高

服务设施的水平。最后方案取消位于三层的现状厕所,用相同位置的双层(二、三层)卫生间取代。该卫生间内部进行防水处理和

管线改造,外部保持木结构的外观,管线贴外墙入地与城镇管线系统相连。为避免管线外露,可在一层外墙处以石材包绕。 

4 结语 

传统建筑的保护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是对嘉绒藏族传统建筑的研究相比于其他传统建筑的研究却很少。在嘉绒藏族独特的

民族背景下,其传统建筑展示着神秘却不失美观的藏族文化。然而在历史的更迭中,其传统建筑也出现了卫生问题,安全问题等。

需要我们去加以改善。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基于卓克基古镇的实际情况,历史建筑的实际情况以及居民居住与旅游开发的需要提

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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