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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省传统村落要素肌理分析及建设路径 

——以四川凉山彝族村落为例 

宋医琳 李俊辉
1
 

（四川农业大学 资源学院 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其中又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通过分析凉

山彝族文化要素及特定文化背景下彝族传统村落的表现形式，基于凉山彝族特有的家支制度和文化信仰，理顺其与

彝族传统村落肌理的内在动力关系，最后提出地域性建设路径，拟为全国范围内的传统村落乡村振兴规划提供地方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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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是地域性特色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记忆，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而在城镇化进程的巨大冲击下，不

少传统村落正处于衰落和异化之中。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传统村落、民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保护力度。乡村

振兴战略中同样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 

彝族，作为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有着众说纷纭的起源、形似三星堆文字的古老文字、起着重要维系作用的家支制度以及

对祖灵的信仰。由于地理条件、风俗习惯和原始的社会制度等一系列的制约，彝族的传统村落要素和长达千年的彝族文化保留

相对完整，这也为后来学者揭开彝族神秘面纱提供了线索。对彝学的探索兴起于近代，发展于改革开放后，但是众多学者的研

究大多关注于理论化的、概括性的或是符号化的内容，而缺少将理论性的内容与传统村落要素及其肌理这样的客观实体相联系。

因此，本文着眼于传统聚落形态肌理这一客观存在的载体，综合社会学、民族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知识，来研究家支制度和祖

灵信仰对凉山彝族传统村落肌理的内在动力，以探寻四川凉山彝族村落地域性建设路径。 

1 彝族文化记忆 

1.1彝族的起源说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其起源一直是彝学界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东来说、西来说、南来说、北来说、云南土著说、

濮人说、氐羌说等等，迄今尚无定论。 

通过分析认为彝族至少是融合了东夷、西羌、云南土著等多民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化而来的。民族的融合必然导致文

化的融合，远古华夏文化的片段在彝族文化中均有体现。传统村落聚居的形态肌理是文化的客观载体，文化必将渗透到聚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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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理中。因此彝族的多元文化以及长期延续的制度就成为了彝族村落肌理形成的内动力。彝族文化折射出远古的华夏文明，这

对我国现存逐渐衰退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乡村振兴中的文化振兴，提供了地利人和的热土。 

1.2彝族文化和制度的特点 

1.2.1彝族文化要素。 

多民族相互融合、长期渗透孕育出了彝族盘根错节的、具有多样性的文化，具有多重表现形式，例如尚黑、火崇拜（彝族

著名的火把节）、竹崇拜（木刻禁用竹子作为原材料）、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毕摩文化等。 

1.2.2尚黑。 

《景泰云南志》中“爨有黑白之分，黑爨贵，白爨贱。”彝族集团内以“黑彝”、“白彝”自分。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

为“黑彝”，以黑为贵。彝族人祭祀用的牲毛色以黑为贵，祭祀用的器皿也多为黑色。同时，“尚黑”还是彝族服饰的灵魂，

在他们心中，黑色是自然界中最美好、最高贵的色彩。 

1.2.3自然崇拜。 

彝族人民始终有着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灵的理念，长时间下来，这种无意识组建起来的理性认识指

导着彝族人的活动。各地彝族对山林严加保护，任何人不得乱砍乱伐；注重对水源的保护，严禁往河流溪水中抛掷杂物。 

1.2.4图腾崇拜。 

在彝族人民的图腾观念中，把图腾动物看作神或是祖先，因此规定全族人民必须尊重图腾动物，自己不能伤害还要防止他

人杀害。 

1.2.5祖先崇拜。 

彝族禁吃狗肉，原因是他们认为彝族的祖先是喝狗奶长大的，凡是吃狗肉的彝族人民视为忘祖。对祖先的灵魂神圣不可侵

犯。 

1.2.6毕摩文化。 

毕摩即熟练掌握彝族文字并且能够诵读彝文经典和仪式典籍的彝族人。杨成志认为，“毕”是“道”的意思，“摩”是

“老”的意思，“毕摩””是“能知群经而识掌故的老道人”。在彝族集团中至今还信奉着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毕

摩正是在行事迷信中念诵经文之仪式活动的人。 

这些文化有着共同的“根基”，那就是在彝族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内聚性极高的家支制度以及维持这种制度的“神秘力

量”——祖灵信仰。作为彝族的文脉根基，贯穿进每个文化要素和独特崇拜中。 

1.2.7高内聚性的家支制度。 

解放前，在凉山，彝族集团的地域被一百多个家支分割。各个氏族、部落保存着完全的独立性，呈家支林立之状。彝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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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的传统社会正是以父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支制度作为纽带，并长期延续下来。其实质是彝族集团在自然资源的竞争中形成的利

益共同体及在自然斗争和家支械斗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血缘关系和根骨观念是维系家支制度的根本。毕此，即上述提到的毕

摩谱系的历史和根源，是对彝族毕摩对血缘关系的传承。同时形成了“传男不传女”、“以毕摩世家家传为主导”、“以非毕

摩世家家传为补充”的三原则。 

在家支制度下，家支的成员通过父子连名制的方法识别，以在谱牒中找到共同的祖先。这使得彝族集团在封建奴隶制阶级

剥削之上又叠加了一层同支归属关系，这种关系在彝族社会中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了生产生活的社会生产关系，使得各家支之

间具有极高的内聚性。这种家支制度也直接导致凉山彝族历史上的多次家支械斗。 

1.2.8祖灵信仰。 

彝族原始社会的宗教具有神秘性，人们把一切迷惑不解的现象、祸福的原因都归结为一种冥想的力量。他们信仰着万物有

灵，认为一些事物都有自己的魂灵，并且对其信奉、崇拜、敬畏。在这种信仰的驱使下，彝族人民为了保护自己，对自然、图

腾、饮食等方面有了各种各样的禁忌。在凉山彝区，人们敬畏“鱼神”，认为捕鱼过多会激怒鱼神而引祸上身。因此，在鱼汛

期间，他们会将捕获的部分大鱼置于篓筐中，放在溪流中放生。这些错综复杂的禁忌和信仰综合渗透进凉山彝族传统村落聚居

形态的肌理。 

2 研究区概况 

2.1凉山地区地理特点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北起大渡河，南至金沙江，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凉山自古便是“南丝绸之路”上的

重镇。然而，凉山彝族地区虽位于凉山腹地，如美姑、布拖等县，丝绸之路对其影响却微乎其微。地理条件使其与外界的联系

产生断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彝族集团的高内聚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使彝族文化和制度具有一定稳定性。 

2.2凉山彝族的自然生态观念 

由于身处高山耸立、峡谷纵横这样地势起伏很大的条件下，又拥有黏重贫瘠的土壤，彝族集团世代以农牧业为主，多选择

居住在二半山区。生产力较为落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地理条件等的约束下，凉山彝族极其依赖于山川河流等自然

资源。本着对自然的敬畏，他们不会浪费和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只是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 

2.3凉山彝民活动特点 

融合的文化同样渗透进凉山彝族的生产生活中。(1)在生产生活中，彝族禁吃狗肉，禁止伤害图腾动物，禁止过度捕鱼，并

形成与半农半牧的生产特点相适应居住习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多为瓦板房。(2)在聚落选址上，因存在对外战争以及彝族集

团内部家支械斗的历史，凉山彝族传统村落的选址布局体现了军事防御性。受毕摩文化的影响，彝族各家有着不同的迷信的禁

忌，彝民怕别家的诅咒殃及自身，大多只在自己家支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又受祖灵信仰的影响，为了防止受到别家祖灵的侵扰，

自家祖灵全心必有全家，各家住宅都相隔了一定距离。 

3 凉山彝族传统村落肌理分析 

在彝族社会，漫长的家支制度和神秘的祖灵信仰深刻影响着凉山彝族传统村落聚落构成及其内部肌理。文章基于“社会—

空间”的视角，从凉山彝族村落肌理、组团肌理、院落肌理三方面，从大到小，从群体到单体的思路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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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村落肌理 

与基于宗族结构，严格控制纵横向的村落肌理不同，凉山彝族村落的选址多遵照自然观以及长期延续下来的社会观。将村

落融入自然环境中，“靠山吃饭”，形成半山面水、半山不面水以及聚顶而建三种选址类型。“上面宜牧，中间宜居，下面宜

农”作为凉山彝族村落最常见的阶梯状布局模式，与彝民的生产生活特点相适应。 

半山面水型村落位于山坳处，其周围山川河流布局颇像风水中的阴阳之说，背有山（玄武），左右有山（左青龙，右白虎），

下为河（水口），对山体有着强烈的依赖性，如图 1所示。将祖灵寄托于山体，祭祀活动也在靠山坡处举行。同时，沿半山腰分

布的村落与其下的河流之前形成了断面，有着很强的军事防卫性。 

 

图 1凉山州雷波县锦城镇 

半山不面水型村落是靠山但是无河流相对，其水源多为地下泉水。这种类型的村落上有高山，下有陡崖，地势极为险要，

同样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农牧业均在山腰处进行，居民点在山坳处沿等高线呈多组团不连续分布。 

聚顶而建的村落是为了利用山顶处平缓的山坡作为天然耕作平面，将居民点散乱分布在山顶处，有疏有密，组团林立。这

种类型减少了前面提到的周围山体对阳光的遮挡，作物可以更多得接受阳光和雨水。 

3.2组团肌理 

外部山水影响着村落选址，内部的组团则在数百支家支的支配下呈家支林立状。家族势力的此消彼长使得凉山彝族村落的

组团特征差异也在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各个组团的地理位置以及势力范围。凉山地区地势多变，各山区的村寨轴线角度各异，

并没有呈现明显的秩序化和向心性特征。各组团的内外空间和视线构成丰富。以家支为单位，每个居民点占据一块自己的土地，

有着自己的活动范围并相聚较远，村寨中的道路成为连接各个独立居民点的脉络。同一家支组团基本位于同一山体周围，便于

某村遭到攻击时尽快进行驰援。家支组团形态各异，有的呈“S”型，有的呈“X”型……这些多变的形态和组合造成的离散性、

无中心性也正是传统村落迷人之处所在。 

3.3院落肌理 

对凉山彝族传统村落院落肌理的主要研究对象为院落民居的朝向，大致分为南朝向和东朝向两种。上文所述凉山彝族集团

地处高山，世代以农牧业为主，生产力低。平均海拔在 2000m 左右，属于高寒地区，院落民居的采光取暖就极为重要。因此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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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彝族有的选用南朝向的向阳坡作为主朝向，以获得更多的阳光。这样也满足高山作物对日照的需求。另外，受“东来说”的

影响，“诺苏起于东方”，对于凉山彝族来说东方是民族的起源，由此产生了对东朝向的一种偏好。再者，祖灵信仰作为凉山

彝族根植的信念，对祖灵的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院落的朝向。云南昭通一带被凉山彝族认为是祖先的来源，其地理位置

正是凉山的东部。因此将院落建为东朝向，朝着祖灵场所的方向，是对祖灵保佑全家的美好寄托。如图 2 所示，为凉山州雷波

县乌角村局域院落的东南朝向。可以说凉山彝族传统村落院落肌理很好的反映了凉山彝族的生活观和社会观。 

 

图 2凉山州雷波县乌角村局域 

3.4凉山彝族传统村落肌理分析总结 

通过梳理凉山彝族传统村落肌理，可以发现凉山彝族特有的家支制度和文化信仰的相互耦合是指导传统村落肌理形成和发

展的内生动力。其中村落肌理的布局与凉山彝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自然崇拜有着直接联系；内部组团则因家支制度而成大分

散小聚居，组团分布范围则受家支势力所影响；院落肌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以及根植的祖灵信仰。 

4 凉山彝族地域性乡村建设路径 

4.1弘扬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 

传统彝寨与延续千年的彝族文化是村落发展和文化延续的内在动力。铭记历史文化传统，方能延续彝寨的精神命脉。家支

制度和文化信仰对凉山彝族传统村落的肌理有着本质的深层影响，而村庄肌理同样也承载着宗族礼制与传统习俗的烙印，并世

代传承凝聚成活态文化。保护多元文化，彰显文化自信，可为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提供更好的方法。 

4.2优化村落布局，提升人居环境 

凉山彝族地区地处凉山腹地，内部地形复杂，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模式。因此应以村镇为单位，构建外部交通，完善

内部毛细网络，实行微改造。而像原本以军事防御为目的而形成高山村寨居住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相反会造成村落

信息闭塞而扩大与外界的生产力差距，因此应按照村民意愿，逐步向山脚河谷地带搬迁。在进行地域性乡村规划时，不应“一

刀切”，而应建立在原有村落肌理和家支文化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广纳村民意愿而进行优化。当今彝族人民仍然有着浓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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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支血缘观念，在布局时，应考虑到同家支院落的临近，便于互帮互助。同时还应尊重凉山彝族对自然的崇拜，在规划中防止

破坏地形而建造广场等项目。 

4.3发掘经济价值，践行绿色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产业兴旺成为生活富裕的关键。而深挖经济价值时，应该避免“唯旅游论”观点，传统村落具

有一定的脆弱性，应考虑在生态，文化，社会承载力范围内进行适度“利用”，从刺绣、服饰、饮食、文创等方面入手构建“彝

族记忆”打造民族品牌，寻求彝宅可持续绿色发展。 

5 总结 

研究彝族传统村落要素与肌理，把握其具备的特质文化和特殊形态，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保护方法和措施。在乡村振兴

的契机下振兴彝族传统村寨的自然张力，彰显传统文化自信，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传承农耕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并举才是保

护凉山彝族多元文化的适应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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