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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房子曾经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被农民认为是最坏的房子。
但在去年法国召开的世界生土建筑大会上，四川马鞍桥村灾后重建
综合示范项目，却成了最好的房子，荣获现代生土建筑大奖。其实，以
生土为主材的建造传统，在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生土与木材一
样，在传统营造技术和建筑文化遗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
一次成功的实践，也是对于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文化传承的探索。

! 张 敏

土房子焕发新生（上）土房子法国拿大奖
站在颁奖台上的中国建筑师穆钧，手拿

四川农村地区传统的夯土木锤，用中文对着
镜头说：“李洪元，你们家的夯锤被我带到了
法国，展现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想告
诉你，大家非常喜欢你家的夯锤，也非常喜欢
你们的传统。”

!"#$年 %月 #&日，在法国里昂召开的第
'!届世界生土建筑大会上，四川省攀枝花市
会理县马鞍桥村灾后重建综合示范项目，荣
获了 ()**+现代生土建筑大奖。

家住马鞍桥村的李洪元收到这段视频，
惊讶得合不拢嘴。这个小村庄没有公共交通，
电话信号时有时无。在穆钧和许多志愿者的
帮助下，这里的 ,,户村民取用当地的泥土制
作夯土，在地震后重建家园。这些土房子宽敞
明亮，每堵墙至少有 -.厘米厚，墙面光滑平
整，侧墙有圆形的通风口，大小不一的窗户都
嵌着透亮的玻璃。

李洪元没有料到，这个不起眼的夯锤能
出现在法国，还被留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
土建筑教席总部。他更不会想到，用它锤出的
土房子接连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
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香港绿色建筑议会
“环保建筑大奖”、文化部“中国设计大展优秀
作品奖”等多个重要专业奖项。

!../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两个月
后，攀枝花地区发生 $0' 级地震，马鞍桥村
严重受灾。同年 '"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委托香港无止桥慈善基金，统筹香港中文
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高校成立联合团
队，以马鞍桥村为基地，启动了震后村落重
建研究与示范项目。穆钧是项目的主要负责
人之一。

废墟上建起新夯土墙
一片废墟中，村民聚集在一棵大树下，眼

神空洞绝望，脸上写满无助。因为道路阻隔，
砖瓦成本翻了 ,倍，虽然政府为每户提供两
万元重建资助，但对年人均收入仅有 '"""元
的马鞍桥村村民来说，重建费用仍是难以承
受之重。

当时，穆钧刚跟随博士生导师吴恩融教

授完成甘肃省庆阳市毛寺生态小学的项目，
那是一座用生土修筑而成的学校。生土，指以
原状土为主要原料，无需焙烧，仅需简单机械
加工，便可用于房屋建造的建筑材料。其传统
形式包括夯土、土坯、泥砖、草泥、屋面覆土
等。根据对建成校舍的跟踪监测，即使在气温
平均低达零下 '!!的 '月，无需任何采暖措
施，仅利用 &"多个学生的人体散热，教室内
便可以达到适宜的舒适度。其造价是当地具

有同等抗震、保温性能的常规砖混房屋的三
分之二，且全部施工仅由村民利用简单的工
具完成。
“中国传统中，常以‘土木之功’作为所有

建造工程的概括之名。”穆钧说。生土与木材
一样，在我国传统营造技术和建筑文化遗产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生土为主材的建
造传统，在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年"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农村开展

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农房现状抽样调
查。结果显示，传统生土材料在乡村房屋建设
中的应用遍及各省。在中西部 '!个省，以生
土作为房屋主体结构材料的既有农房比例，
平均超过 !"#，在甘肃、云南、西藏等省份部
分地区，该比例甚至超过 $"#。

穆钧的搭档、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结
构专家周铁钢发现，震后受损严重的多为近
,"年内盖的新土房，反而一些年头更早的土
房受损很轻。

周教授认为，在相互攀比心态的作用下，
近年新建的夯土房屋层高、进深以及门窗大
小无节制地增大，其抗震性能必然越来越差。
房屋大量损毁并不全是传统夯土的“错”，可
能是传承出了问题。

在穆钧看来，夯土房是重建马鞍桥村最
好的选择，然而伤了心的农民则认为，土房子
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是最坏的房子。

周铁钢和穆钧开始了夯土房改造升级工
作。基于多年的抗震研究经验，周铁钢发掘出
竹筋抗拉、竹楔抗剪等一系列当地传统抗震
建造经验，并结合当今的科学理论对当地传
统夯土房屋结构和建造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提
升，形成了一系列可就地取材、简便易行且能
有效抗震的技术措施。

一个寒气逼人的冬日，周铁钢将村民召
集到一起。眼前是两堵长、宽、高一样的墙，一
个是用村民近年的方法夯筑的土墙，一个则
是用改良后的新型夯土。一台改造过的千斤
顶对两面墙施以相同的力量。压力作用下，旧
土墙倾覆倒地。随着压力不断增加，“嘎嘣”一
声，千斤顶断了，而新夯土墙却纹丝不动。“夯
土墙竟然可以这么结实！”村民重新树立了对
夯土房的信心，来自城市的设计师们，对夯土
房的结构进行了新的规定：墙体中一定要增
加竹筋和木桩；必须限定最高高度；墙的厚度
不得低于一定标准；房子的后墙要留有通风
口，窗户的大小要按规定镶嵌……

马鞍桥村村民过半数不识字，即使有了
改良提升的建房技术，但如何教会他们是个
不小的挑战。在穆钧的建议下，村民们推举出
一对无力重建的孤寡老人作为示范户，从每家
雇佣一个劳动力，组成村民施工小组，志愿者
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修筑“最好的土房子”。

" 志愿者和马鞍桥村民一起修建村民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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