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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56 ethnic groups carry a rich culture with a long history. The Han 
culture is vast, while the minority culture is unique and charming.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cities have frequent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intensive cul-
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 between Han culture and minority culture af-
fect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ethnic areas, and then affects the architectur-
al form of ethnic areas. Taking Chuxiong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Yun-
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ircle, core 
and edg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specific material form and 
cultural symbol form of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the Yi region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which are produced by the integration and exchange 
of other ethnic cultures, mainly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strives to innovate 
and integrate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and new modern technolog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o preserve and develop 
China’s excellent na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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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说到：“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

国情下，把握新形势的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共同

繁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重要的一环。”自分散到融合，中国始终

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悠久独特的文化在交融交流交往过程中，接

受着或来自汉族、或来自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的浸润。在这个过程中，就出

现了“文化圈”与文化圈中的“核心与边缘”现象。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是维护中华民族整体性，加强民族团结的最有效的途径。 

1.2. 研究对象 

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贵高原西部、云南省中部，是彝族、白族、汉族

人口为主要构成的少数民族大州，根据 2020 年度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来

看，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36.74%，其中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29.52%，占

少数民族人口的 80.35%，而白族则是该州人口在万人以上中占比最少的民族，

这种独特的民族人口构成造就了当地建筑文化之间的传播与变化。 
本文选取彝族传统建筑土掌房为研究对象(图 1)，它是彝族最古老的传统

建筑。根据其主要分布的楚雄州的高原山地地形，气候呈现垂直差异特征，

而彝族主要聚居在干旱少雨的高寒地带或者是河谷地带，因而房屋建造多为

平顶结构。其建筑材料以泥土为主，添加少量的板木；究其原因主要为山区

泥土丰厚，石头较多，容易采集，且经济实惠。土掌房冬暖夏凉，防火性能

好，非常实用。且由于村落聚集及选址的原因，看起来层层叠叠、集中连片，

直达山顶，极具特色。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1.3.1. 理论意义 

本文基于文化传播视角，运用文化圈、核心与边缘理论对楚雄州彝族地

区民族建筑进行研究，研究其在长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建筑形态的演变。 
 

 
图 1. 土掌房村落(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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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的研究对象彝族建筑以及本文的研究理论文化传播运用知网进行

可视化数据分析时发现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较少，因此使用了“文化传播与

建筑演变”为主题进行文献搜索，发现结合文化传播理论与建筑演变的研究

成果数量较少(图 2)。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的提出，学者们对二者的

研究热情只增不减，但对于文化传播理论与民族建筑形态演变之间存在的相

互呼应的关系，学界内对此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对二者进行结合，

以期对学术研究起到助推作用。 

1.3.2. 现实意义 

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彝族建筑文化及其建筑形态的变化体现了典型的

文化圈效应，具体可解释为：将楚雄州看作一个彝族文化圈(图 3)，处于彝族

文化圈核心区的彝族建筑，接受来自边缘区的汉族与白族文化影响时，不仅

仅产生了对其建筑形态演变有利的影响，也会对本族建筑的地域性特征产生

负面作用。而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建筑所具有的地域性特征不仅能够满足社会

的物质基础需求，还能够体现人们的意识和追求[1]。传统的“本地人”地域

文化与新源的“外地人”文化的良性交融，能够创新推动地域文化繁荣发展，

地域建筑与地域文化是互相作用、共同生长的，“外来”文化将滋养与创新

传统建筑文化。因此创新地域建筑应从地域建筑滋生的人文地理环境中去发

掘和探求；反之，如果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诸如“千村一面”的负面效应，

则会对少数民族传统地区的地域性文化及其建筑形态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这

个角度来说，则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来规避，这也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

所在。 
 

 
图 2. 以“文化传播建筑”为主题的可视化分析(图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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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彝族文化圈示意图(来源：作者自绘) 

1.4. 研究内容 

本文选取云南省彝族自治州为研究地点，以彝族建筑形态入手，以文化

传播理论、文化圈理论与核心与边缘理论为依据，分析彝族地区建筑的具体

物质形态与文化象征形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接受来自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文化

的交融交流中产生的变化，并探讨其在当代建筑发展中的新途径。 
论文首先进行研究背景、对象与意义的界定，第二对本文所运用的文化

传播理论及其下的文化圈与核心与边缘理论进行梳理，第三运用楚雄州彝族

地区建筑实际形态演变作为案例分析并提出存在问题，最后提出楚雄州彝族

建筑保护地域性、在现代化中创新发展的路径。 

2. 文化传播理论 

文化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文化一旦产生，就会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

常说的“文化交流”。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重要原因就是文化交流。文化和

传播是一体的、统一的，传播是文化的形态，文化是传播的内容，传播涵盖

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二者之间互为对方的生存条件。 

2.1. 文化与传播 

国内学者复旦大学殷晓蓉教授在思考传播与文化的关系时提到：“就文

化的传播因素而言，尽管地球上自有人类而言，传播就开始了，尽管传播与

人同步产生，尽管传播是如此重要——它是人之现实存在的运动方式，无传

播即无所谓人类，亦无所谓人类文化，可是，人们对传播这种文化方式多少

有些漠视，传播学的晚成和不够成熟，就是一个例证。”由此可知，文化因

传播而生。 
传播属于文化的传播，文化属于传播的文化。具体体现为：文化在传播

的推动下会发生均质化，出现变迁、分层、积淀、增值、整合。传播将会普

遍、广泛、深远而又持续的影响到文化。“文化与传播二者之间存在的互动

关系证实，二者均具有兼容互渗、同质同构现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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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播与文化具体一体性、互动性，传播即文化，文化即传播。文化

活动所形成的传播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于任何社会来说所具有的效能或作

用，即为文化传播功能。 

2.2. 建筑是文化传播的媒介 

现实生活中，我们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信息流中，信息传播之于我们生

活的重要意义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类通过媒介运用各类符号——语言、文字、

建筑等——传递讯息是我们重要的生存条件。正因此，人被称为“符号的动

物”。 
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指的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

息传送的工具”，往往指涉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当下的网络。而建筑不仅

是直接作用于人的一种实体，也是一种存在于一些人与另一些人之间的媒介，

通过建筑作为传播载体，可以实现某种信念的表达、生活方式的呈现等，甚

至可以传播包含具体事件的信息，并在精神层面上可以起到融合社会思想，

协调社会关系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化与历史展示的窗口即是建筑，而建筑的

结构、材料、雕刻、绘画等元素，就是文化传播理论中所提到的非语言符号，

在民族的内部和外界进行着信息的传播与传递[3]。 

2.3. 文化圈与“核心与边缘”论 

2.3.1. 核心与边缘 

文化核心区与文化边缘区是长久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所造成的。用中国

传承已久的儒家文化来举例，在实行大一统体制二千多年的中国中央权力大

多数时候都集中在中原地区，这些地区因此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

[4]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地处边陲，儒家文化对边陲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不足。简

而言之，文化核心区通常接受了高强度、长时间的某种文化的浸润，他们的

行为模式往往不会脱离该文化的特征，而文化边缘区通常接受了较少的文化

滋润，人们的行为较少受到该文化的约束，他们有较低的概率以该文化的视

角出发来规划生活，改变生活，他们的行为通常受自由驱使。 
此时可以得出以下推论：1) “文明”有大小、主次或等级的区分；2) 文

明实体的边界是不确定的；3) 文明的扩张与传播是人类社会普遍而自然的现

象[4]。 

2.3.2. 文化圈群 

文化圈群是指在某个特定区域内，某种文化基于地理和语言的因素而处

于“统治”地位，其习俗传统、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在当地被较多数的人

所传承和信仰。这时其他文化的民族相对来说就处于这个文化圈中的边缘地

区。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与乡村范围内出现了新的基于地理–语言的

文化圈群[5]，也就是说在以汉族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区域内，出现一些基于共

同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区域，且该区域内部媒介信息传播频繁。随着基于地理

–语言的区域交流增多，双方之间的交流交融也日益增加，出现了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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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不同效应。 
少数民族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圈，圈内不同文化所处的核心区与边缘区地

位不同，当他们受到外部文化影响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体现。 

3. 文化传播影响下的楚雄州民族建筑形态变化研究 

3.1. 文化传播影响下的民族建筑 

习近平主席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

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当下，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越来越频繁，这种

文化深层的传播交流，除了对人们行为和生活模式产生了影响，也体现在了

民族地区建筑形态上。 

3.2. 文化传播对楚雄州彝族建筑的影响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贵高原西部、云南省中部，沟通昆明市

与大理州，是我国彝族主要聚居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的彝族支系庞大、分布

集中且范围广阔，受此影响其也具有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是研究彝族建筑

形态的重要地区之一，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6]。彝族传统民居建筑并不是突

然形成的，它是随着地方社会的环境与发展变化而逐渐的变化的，并受到周

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形成具有彝族特色的传统建筑，其中，当地彝族建筑形

态受汉族及白族影响较大，这种影响表现到建筑上，呈现出建筑形态的多元

性。本文所提出的建筑形态主要分为建筑的物质形态特征与文化象征形态特

征。 

3.2.1. 文化传播对传统彝乡建筑物质形态的影响 

谢小环在介绍地域化建筑的时候提到，民族地区的地域建筑一般可以分

为物质地域和文化地域两部分。物质地域主要包括传统民居、生产作物、特

色美食等；文化地域主要包括语言文字、图腾崇拜、装饰纹样等[7]。如前文

所述，楚雄州彝族人口基数大，呈现广泛聚居的特征，造就了传统彝族建筑

的显著地域化特征。因此本文基于此分类方法进行建筑形态变化的分析。 
1) 传统彝乡的物质地域化特征——以建筑形态为例 
受地域、文化、气候及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彝族建筑

呈现出不同的建筑形态，各有特色。根据前人广泛研究概括，楚雄的传统彝

族民居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土掌房、垛木房以及合院瓦屋。其中，

土掌房保留了良好的地域性建筑特征。 
先彝族人居住地偏远，条件刻苦，居民以放牧为生，常年迁徙，民居形

态相对简单。且受汉族房屋建造技术的影响，彝族建筑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实

事求是适应当地条件，形成了独具彝族特色的传统建筑形态。在彝族民居代

 

 

1出自习近平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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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相传的过程中，受中国汉文化为文化圈核心区的影响，彝族地区的许多传

统彝族建筑形态汉化严重，现存保留完整、地域性突出的民居则以土掌房为

代表。 
土掌房是楚雄彝族传统建筑形式之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自成聚落，

其装配的平顶也会在族内重要的节日时成为大家聚会的场所，是彝族内部紧

密团结的重要方式与工具。这种特殊且独具特色的建筑形态，反映了彝族人

民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 
2) 文化圈中的传统彝乡物质地域化特征变化——以建筑形态为例 
前文提到的彝族传统土掌房，不仅仅保留大量的彝族传统文化色彩，它

也是汉式建造技术与彝族传统土筑民居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在外墙及屋顶的

建造技术上，采用的是彝族土筑民居的传统技术，但彝族建筑整体布局和内

部防雨、保暖等细节构造上，都深受汉族文化影响[7]。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

是因为其独特的汉文化圈内少数民族文化边缘区的特点，彝族人民能够在吸

取汉族建筑经验及技术，使其民居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等条件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的基础上，保留其千年传承的独特彝族文化风格(图 4)。 
彝族民居与汉族民居在建筑形态方面各有不同，在中国汉族文化圈处于

核心区的大背景下，彝族建筑在保留生活习惯及民族信仰的同时，也接受了

来自汉族建筑文化的优化改造，使得本族人民能够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 

3.2.2. 文化传播对传统彝乡文化象征的影响 

1) 传统彝乡的文化地域化特征——以装饰纹样为例 
彝族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丰富意味的文

化体系。其中，具有文化特色的各种建筑室内装饰与纹样是彝族最为显著的

文化地域化特征，其类型丰富、分布范围广泛，集中反映了民族文化体系对

建筑形态的影响。而彝族的各种装饰与纹样普遍以其信奉的黑、红、黄三色

为主，体现在绘画、雕刻艺术及器具制作上，其中装饰纹样又以虎纹、火纹、

几何纹为主。 
 

 
图 4. 彝族土掌房内部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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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彝族自古以来崇拜老虎，以虎为祖先，并自称为虎族，因此以

虎作装饰纹样成为彝族民间最常见的形式(图 5)，除了出现在建筑内部的柱刻

与装饰上，也在服饰和文创产品上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火是彝族的信仰，

体现在屋内不仅设有常年不息的火塘，声势浩大的火把节也在全国范围内久

负盛名。最后，几何纹造型简洁，应用范围广泛，常出现在建筑内日常可见

的生活用具、地毯，以及人们常佩戴的头巾等，也是彝族传统文化装饰的代

表之一[6]。 
2) 文化圈中的传统彝乡文化地域化特征变化——以装饰纹样为例 
赵学在研究彝族建筑文化时，将其分为几个元素看待：外部装饰结构、

内部结构、表面装饰图文和表面装饰色彩表现。 
明清时期，楚雄彝族受到汉文化以及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图案纹

样的内容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开始流行汉族神话故事中的门神、送子观

音、弥勒佛等贴画。龙凤、麒麟、貔貅等汉文化中的吉祥物也成了彝族图案

中的宠儿。“福、禄、寿”等有美好寓意的汉字也时常出现在彝族纹样中。

同时，彝族人民在此影响下也学会使用一些本族装饰纹样来体现汉族文化在

本族的传承，比如“福”，用蝙蝠、蝴蝶等表示；“禄”，用鹿、炉等代表

(图 6)；“寿”，用松柏、石、桃等表示；莲花象征着连连发财；鱼象征年年

有余；喜鹤象征喜上眉梢等等[7]。传统彝乡的文化在汉文化核心区的影响下，

或结合本族文化展现汉传文化，或接受汉族文化的吉祥寓意，都体现了我国

各民族之间文化的友好交流与传承。 
 

 
图 5. 彝族建筑装饰图腾图纹 

 

 
图 6. 彝族建筑装饰图腾图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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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化圈之间文化传播的不利影响 

3.3.1. 千村一面——建筑地域性特征的消失 

中国的高工业化水平与快速城镇化给中国乡村尤其是少数民族乡村的社

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样的改变也反映在了建筑形态方面，

但并不是所有的影响都是积极的、适宜的。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传播与运

用，许多民族村落都出现了千村一面的现象，建造时间靠后的许多民族建筑

都呈现出外部对汉族城镇建筑的盲目跟从，以及内部建筑装饰纹样方面对民

族传统文化元素的随意堆砌等现象。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对村落原生态的风貌

建筑造成破坏，也对建筑形态的地域性造成了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而建筑

形态作为一种传播载体，承载与传承着民族文化。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我

们应该保护乡村文化，留住“乡愁”。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大省之一，多个民族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共享生活，

多民族文化交融在这块土地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影响，同

时又保持着各自的地域性。站在游客的角度看民族文化与民族建筑形态，则

可以这样想：在一百年前，游览云南民族聚居地区，可以从人们不同的着装

服饰与风格、建筑形态与装饰纹样等方面分辨出这个村寨里生活的是哪个民

族[6]。而如今，在一些深居高原山林的老村寨中也许尚能从建筑与服饰中看

出些许差异，但在那些距离城市较近、交通便利的“核心区边缘村寨”中，

多半时候已无法单单从建筑与服饰上看出民族文化的差异了。这方面即体现

了对民族传统建筑的过度更新加速了传统建筑在民族村寨的消亡。 

3.3.2. 人畜同居——人本需求的忽视 

彝族有着本民族独特的信仰，人民受万物有灵思想与家庭式小型经济模

式的影响，千百年来形成了人畜同居的模式，这种建筑形式虽然使得彝族人

民便于饲养牲畜与存放物品、粮草等，但同样会使得室内的环境卫生杂乱，

气味难闻，并且人们日常清扫难以顾及畜居楼层，房屋整体清洁麻烦，是彝

族传统民居的主要缺陷。因此，在考虑人本需求的前提下对彝族民居进行设

计改造时人畜分离成为重点，同时在改造过程中，也要注意不造成乡村矛盾。 

3.3.3. 制材落后——技术更新的需求 

彝族传统民居建筑大多建造年代久远，其建筑技艺、材料都较为古早，

这对于彝族人民的生活主要有两方面影响。第一，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于

板块交界处，地质灾害频繁。而传统的彝族民居多以木结构为主，抗震性不

强，门窗的封闭性差，容易造成结构损坏。受建筑材料的限制，彝族民居在

抗震抗灾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云南地处高原，遮挡物少，多强风

天气，使彝族传统民居中开窗较小，院落四周的墙壁皆以封闭式为主，极少

开窗，造成了室内采光不佳，内部空气不流通。因此，在保留传统彝族民居

建筑形制的基础上，对彝族建筑进行改造时应考虑适当引进新技术与新材料

进行更新设计。 

4. 对策建议 

我国瑰丽的民族文化是独特的宝藏，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固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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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民族村寨的更新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在这其中，

如何在汉文化为主流的核心区内，适当吸收、助力保护，保存好我国偏远地

区的宝藏文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以下，本文将对汉文化圈边缘的

彝族建筑形态的保护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 

4.1. 地域建筑的现代化改造 

为了保护彝族建筑独特的地域性特征，避免单一改造形成的“千村一面”

问题，就要在传统民族建筑现代化改造中注意以下三点。 
1) 划分类型，重点保护。运用大数据、数字测绘等现代技术对彝族地域

建筑进行普查与记录，根据其特点划分类型并进行重点保护和研究。在此过

程中，也要注意保护民族特色建筑，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更新。 
2) 秉持尊重的态度。首先是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尊重，进行充分的田野调

查，在科学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建筑形态及装饰纹样的现状与不足，兼顾其原

本具有的独特地域适应性，同时尊重当地居民的需求和改造意见，创造具有

地域性的、更新的舒适人居环境[7]。 
3) 保持更新改造的理念。改造民族地区传统建筑民居时，切忌全盘否定

民族传统建筑，盲目地用现代城镇建筑代替民族风貌建筑。而是应以传统民

居建筑形态为主导，适当增加现代化的功能，考虑生态保护与舒适居住的需

求，应用绿色建筑理念与环保材料有机融入传统民居建筑改造，续写地域民

居新的历史篇章。 

4.2. 以人为本的需求回应 

学者温泉根据地理范围、生产方式、支系、建筑、方言、服装等因素，

将西南地区的彝族文化区大致划为四大分区，即凉山系、乌蒙系、红河系和

滇西北系。根据地理分布及文化调查可知，楚雄州正位于四大文化区的交汇

处，全州不同地区的彝族建筑因此展现出多样的形态风貌。由此可见，在民

族文化交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建筑形态也在相互影响并彼此融合。面向多

元的民族文化背景，彝族传统建筑民居的更新如果仅仅只是盲目“抄作业”，

为了强调民族性而忽略现代化需求或是追求现代化建造而忽视民族地域化的

体现，都难以避免舍本逐末。因此，不论选择什么样的建筑形式，首先应该

满足的是人民的生活需求。以人为本，才是新民居建设的宗旨[6]。因此，在

满足彝族人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对人畜分离的改造应在新民居设计中合

理恰当的规划出小型家庭饲养牲畜的地方，在主体建筑外单独修建一栋小型

的畜厩，同时开一扇小的侧门通向畜厩，这样既方便家庭的喂养与看护，又

对家庭卫生环境不会造成较大困扰。 

4.3. 恰当接受新技术 

新技术的发展与传播确实加速了建筑形态的趋同，但我们也绝不能矫枉

过正，把新技术彻底“扫地出门”。刘先觉先生曾对当代世界的建筑文化之

走向有过这样的论述，“当代世界的建筑文化就像一棵古老的大树，它分出

了二支主干，然后上面再分别长出许多树枝，这些树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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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和各种建筑理论，而二支主干则是支撑建筑发展的两种

动力，其一是物质技术，其二是地域文化。正是由于二者的共生与交融，才

促使了建筑的不断进步。”物质技术是客观的存在，当它们是地域性的物质

技术时，自然就成为地域建筑文化的支撑与源泉，所以传统的地域技术被看

作是地域建筑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面对新技术，不能因为害怕丧失地域性而拒绝它。接受新技术时，更该

考察其是否能够利于地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每一个民

族和国家都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面对先进的外族文化，各民族的

文化并不会轻易地被替代，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另一种外族文化的接受都不是

在空白的基础之上，而是在自己固有的传统上对外族文化进行选择性地吸收，

进行整合，这也正是文化圈核心与边缘理论的一个重要体现。另一方面，高

效吸收新型技术，结合地方传统技术，发扬符合各地区特点的“地域性”技

术，仍然可以保持建筑文化的地方性特色[8]。 
综上所述，为了解决彝族传统民居抗震性弱与抗强风能力差的问题，可

以从技术材料更新的视角采取以下两种措施。第一，针对云南的地质灾害，

可吸收现代建筑中的优势，在保留建筑形态的基础上，运用现代钢筋混凝土

和砖混结构，在建筑的承重节点利用钢筋混凝土固化建筑结构，在保留其原

有风味的同时，优化房屋，增加使用寿命，减少反复修缮的维护成本。第二，

增加必要的开窗和通风。建筑师必须在保证房屋基础结构的同时，使内部空

间相对宽敞，可以在顶部设置可收缩式的天窗，这样不仅丰富了建筑形式，

而且可以借景室外的蓝天白云，丰富视觉层次。其次还可以在建筑的次要部

分比如楼梯和过道等，设置面积相对较大的开窗以满足室内的采光。同时提

升窗户的封闭性，用双层玻璃和多锁点的五金件使扇，框形成一体，提升窗

户的封闭性能，使窗能够抵御强风的吹击。 

5. 结语 

古往今来，经过千年的历史沉淀，彝族民居形成其特有的物质、文化建

筑形态特色，其间蕴含的不只是当地历史文化、环境生态等的沉淀，还有漫

长的历史更迭中，多种文化圈内的文化传播带来的相互影响，这些影响或提

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或因其传播不当造成民族村落地域性的消失。但

是，纵观未来发展趋势，文化圈之间的深度交融必将为彝族民居带来更多新

型技术，进一步提高偏远地区民族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进行彝族传统建筑民居的传承和改造的过程中，不应为了凸显地域性，

而拘泥于某一种形式或不敢应用新技术，而是应以人民的真实生活需求为基

础，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将彝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民族信仰反映在建筑设

计上，才能使彝族乡村民居真正服务于彝族人民，同时呈现出与城镇住宅的

不同之处[6]。另一方面，也不能单为了保留地域性，而一味拒绝新技术与外

族文化的输入，而是因地制宜地融合本族文化与外族文化，创新本民族建筑

技术并提高本民族人民生活空间质量。 
民族地域性建筑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中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还需要

更多的科技研发和经济投入，更需要我们结合诸如文化圈核心与边缘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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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术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上齐头并进，让中国民族建筑积极、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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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文化传播视角下的民族建筑形态变化研究——以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

建筑为例 

摘要：中国五十六个民族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丰富文化，汉族文化恢弘博大，

而少数民族文化别具一格、独富魅力。21 世纪的中国城市，文化传播频繁，

文化交融交流交往密集，其中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着民

族地区的文化内涵，继而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建筑形态。本文以云南省楚雄彝

族自治州为例，以文化圈与核心和边缘的理论为基础，分析彝族地区地域建

筑的具体物质形态与文化象征形态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接受来自以汉族为主的

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交流中产生的变化，力求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背景下，

创新融合传统民族文化与新型现代技术，保存并发展我国优秀民族文化。 

关键词：文化传播，文化圈，核心与边缘，彝族建筑形态，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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