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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非洲民居探析
^

孟志 广

【 内容提要 】 传统 民居是地域文化 的 物质 栽体 ， 受 到 其所 处 场

地、 文化和生 活 习俗 的 文脉 的影 响 。 研 究 民居不 能 局限 于传 统建筑

学 的理论与 方 法 ，
而 且应 当 运 用 文化人类 学 的视 角 与 方 法 ，

结合 亲

身 的环境体验和 田 野调 查 ， 将 民居放在地域文化 中进行 考察 ， 与 生

活 方式 、 社会 结构 、 传统 习 俗 、 宗教仪式 、 文化 象征等进行相 互联

系 ， 在相 关性 中探究 其 民居 形 式 背后 互动 关 联的 社会文化 。
文化人

类 学对 民居的解读提供 了
一种新 的途径 ，

也为 重新 审视非 洲 民居开

辟 了
一 个全新 的视野 。 本文对文化人类 学理论进行 了 简要介 绍 ，

试

图 从 中杭理 出 能 够应 用 于 民居研 究的 文化 方 法 。 通过对传 统 习俗 、

宗教神话 、 装饰 图 腾 、 仪 式 象征等 文化 因 素 与 民居 的相互 影 响 和作

用 的分析 ， 探讨 了研究非洲 民居的 新视 角和切入点 。

【 关 键 词 】 非 洲地 区
；
文化人类 学 ；

文化 空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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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孟志广 ， 浙江 师 范 大学地理 与环境科学 学 院 城 乡 规

划 系讲师 ， 研究方 向为 居住建筑设计及住区 规划 。

一

文化人类学与非洲研究

“

文化人类学的含义就是对与人类有关的所有活动进行研究 ， 然后 寻

本文系 浙 江 师 范 大 学 ２０１４ 年 度 校 级 科 研 项 目 非 洲 研 究 专 项 靑 年 项 目 （
编 号 ：

１４ＦＺＺＸ０ ８ＱＮ ） 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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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各种文化内部存在的显 著或隐性 的差异 ， 牵扯范 围较广 ，
而且难 以

将其与人类学 、 文化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 区分开来 。

”

？ 所 以文化人类

学是一门从文化角 度来研究人类社会一定地域的人 的行为 的学科 ，
研究

的 目 的在于理解文化的 变迁过程 、 地域文化差异的来 龙去脉以及探 寻其

演化规律 。

文化人类学最主要 的研究方法是 田野工作法 ， 即 在一个具体环境 中

进行持续的直接观察与体验 ，
强调研究者 的主动性与参与性 ， 通过直接

而深入的调査来取得第一手资料 ，
这也是文化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

西方对非洲的人类学研究早期 基本被英法人类学家主导 ，
相关研究

活动始于大约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英法两国对非洲殖 民统治的需要 ，
主要为

通过 田野调査对非洲 当地人 的行为与文化的描述 。 非洲独立后 ，
非洲本

土的人类学者开始重新发现和定义 自 身 ，
强 调人类学更加注重解决实际

问题的实践作用 ， 以应对和解决现代化带来 的新问题 。

由 于受到 中 国发展阶段的 客观条件制约 ， 中 国对非 洲 的研究起步较

晚 。 而且中 国对于非 洲 的研究并不全面 ， 这一方面是 因 为在各个方面 的

研究资源分布不够均 衡 ， 导致在很多情况下不 能得 出相对权威 的 结论 ；

另一方面则是由 于我 国与非洲距离较远 ， 在进行研究 时不易进行实地考

察 ， 在搜集研究资料时又
一般 以较为权威 的欧美文献为主 ， 从而难免受

到发达国家对于非洲存在偏见 的影响 。 就 目 前的情况 来看 ， 我 国对于非

洲人类学的研究几乎处于空 白 状态 。 但随着 中非之间 的文化交流 日 益增

多 ， 这种空 白会被逐渐填补 ， 会有越来越多 的学者展开对非洲人类学的

研究 。 目前国 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已 经开始重视和加强这方面的 投入

与建设？ 。

二 文化人类学与民居硏究

民居研究 自 １９ 世纪起在西方建筑界
一

直都是非 主流 ， 直至 ２０ 世纪

①刘宝俊 ：＜ 
民族语言 学论 纲 》 ， 《中 南 民族学 院 学报 （ 哲社版 ） ＞ １９９４ 年第 ５ 期

，
第

１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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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比如浙江师范大学 的非洲研究 已经成为浙江省的特 色学科 ， 并且 国内 首个非洲 人类学研

究 中心于 ２０ １ ７ 年 １０ 月 ２ １ 日 在浙 江师范大学成立 ，
该 中心 的成 立必将 对进

一步整 合国

内非洲人类学研究 的学术力量 ， 推动对非洲文化人类学 的研究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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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年代西方和 日 本的学者才开始对 民居进行研究 。 国内 和国外 的民居研

究具有明显的 区别 ： 国 内 相关领域学者大多为建筑师 ， 研究角度多 为建

筑的造型和功能等物质空间方面 。 国外学者大多为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

研究角度也多聚焦民居建造的人文社会背景和使用者 。

人类学与建筑学之间 的差别显而易见 ，

一个是研究人本身与人 的活

动的学科 ， 而另一个则是研究人类居住地选址 、 建造材料 、 功能布局和

外观造型的学科 。

①

建筑学通常用空间 来组织 和解释建筑 ， 而人类学则把建筑空间作为

不同社会制度的 形态 ， 受到 习俗 的影 响 。 建筑学把建筑作 为建成环境 ，

而人类学则把建筑作为场景 ， 包含场所 的精神层面 。 建筑学通常用视觉

来感知建筑 ， 而人类学则通过触觉等亲身参与体验来感知建筑 。 运用文

化人类学理论与方 法对人类社会性活动 以及 习俗等 文化方面进行讨论 ，

可以更深人挖掘民居建筑形式形成与变化机制 的 原因 ， 以及 建筑与环境

的文化意义 ， 并且可 以对仅从传统建筑学视角 对 民居文化解 读不足进行

有效补充 。 近年来很多人对于该观点有 了新的 认识 ， 随之而来的就是越

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建筑学时开始运用人类学的相关知识 ，
结果大大推

动 了建筑学的研究 。

通过对文化人类学与建筑学 的对 比研究 ， 我们可 以得 出 以 下结论 ：

不同地区 民居形式各具特色 的深层原 因是文化 差异 的存在 。 文化 自 身的

形成与演化受到各种 因 素的 影 响 ， 如 自 然环境 、 历史 环境 、 生活 习俗 、

社会结构 、 民族信仰等 ，

？ 并 由此衍生 出 多样的 民居文化 。 近年来 ， 国 内

外学术界在研究民居时努力把建筑学与文化人类学综合起来 ， 以更深人

地探寻民居形式背后的深层文化影响因素 。

民居文化研究学者在研究 民居文化 的过程 中不仅要做好 实地考察工

作 ， 还要对 民居的 总体发展特征进行研究 ，
这样才能够使他们在探索 民

居的过程 中 以更加精准 的视角 面对社会文化的 改变 ，
而且能够更容易 地

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衍生 出形态迥异 的建筑的原 因 ， 从 而以更加敬畏的

心情开展各个地区建筑民居考察工作 ， 取得更大的成就 。
？

①瓦茨拉夫 ？ 胡宾格尔 ： 《人类学与现代性 ＞ ， 北京大学出 版社 ，

１ ９９６
， 第 １ ３ ６ 页 。

② 怀特 （ Ｌｅ ｓｌｉｅＡ ．Ｗ ｈｉ ｔｅ
） ： （ 文化 的科 学一人类 和文 明 的研究 ＞ ，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

１９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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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健 、 徐 怡芳 ：＜ 文化人类学视野 中的粤中 民 居研究 》 ， 《华 南理工大学学报 ＞ （ 社会科

学版 ） ２０ ０１ 年第 ３ 卷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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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人类学与非洲民居研究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

一方 文化塑一方建筑 。 美 国 的
“

人类学之父
”

泰勒 （
１ ８３２— １９ １７

） 在其著作中提出
“

文化是一个复杂程度极高的 总体 ，

其中包括知识 、 行为方式 、 道德 、 法律 、 风俗 和人类经过一段时 间 的文

化积累后形成 的文化情感和习 惯
”

。 它包括物质文化 、 制度文化 、 精神文

化三个子系 统 。 作为与文化母体 同构对应 的建筑文化 ， 也是 由 以上三个

层面构成的 。 而建筑文化之深层 的精神文化 ， 是建筑之魂 。
？ 换言之 ， 精

神文化对建筑特征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 假设在 同样 的 制度文化背景下 ，

则不同人群应具有不 同的精神文化 内涵 ， 其精神文化之生活方式 、 价值

观念、 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都将 以不同 的物质文化特征表现 出来 。 因此 ，

要研究非洲传统 民居建筑特征 ， 我们 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样的人 ， 在怎

样的历史背景下 ， 在一个怎样 的地理环境 ， 营造 出怎样 的人文环境 ，
进

而造就 出什么特征的建筑空 间 。 否则 ， 我们就 不可 能完整地认识非洲传

统民居真正的 内涵和整体特征 。

非洲是世界传统 民居保 留最为集 中 、 最为完整的地 区之一 ， 因其独

特的社会条件和 自 然环境 ， 造就了一个独立的 、 特征明显的建筑文化圈 ，

它在世界传统建筑文化的宝库中 占 据着独特的地位 ， 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

但是由 于非洲 民居一直在西方建筑学界被视为非主流 ，
而且非洲本土 的

文化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 ，
所以 目 前对非洲 民 居的研究成果主要 是对 民

居形式 的展示与物质 空间 的 阐述 ， 从文化人类学角 度对非洲 民居进行解

读 的研究基本还 是空 白 。 本文不对 建筑形式及材料本身进行 描述或分

类 ， 而运用文化人类学原理和方法 ， 通过对
“

传统 习 俗
”“

宗 教神话
”

“

装饰图腾
” “

仪式象征
”

等 因素进行解读 ， 解释更多的建筑 内涵 和精

神意义 。

（

―

） 传统习俗与 民居

非洲 是世界上面积第二大和人 口 第二大的 洲 ， 地域辽 阔 ， 种族复杂 ，

民居类型也较为多样 ， 但均 就地取材 ， 民 居形 式与 当 地传统习 俗 密切

① 吴庆洲 ： 〈建筑哲理 、 意匠与￥化 ＞ ， 中 国 建筑工业 出版社 ， ２００５
，
第 １０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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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

在非洲 ， 人们认为拥有财富 的数量是通过牛羊的 多少而非住宅的 精

美来展现 ， 所以常见的 圆形茅草棚屋成为典型 的传统 民居形式 。

在 民居形状方面 ， 古埃及人传统习 俗中 的 概念为方形 ，
所 以埃及 人

不论采用任何材料建造民 居均
一直采用方形 的 民 居形式 。 尽管埃及人很

早就掌握了穹顶的建筑方法 ，
以及 圆形 屋顶 比方形屋顶建造起来 更容 易 ，

但埃及人极少采用穹 顶作为 民居屋顶 ， 即使在必须采用 的 时候也尽量在

外观上隐藏起来 。

在 民居 内 部空 间方 面 ，
由 于传统非洲 社会是

一

夫多妻的 家庭生活模

式
，
男性在各妻妾房间 轮宿 。 这种生活模式直接影响 了 民居 的空 间形式 。

比如 喀麦 隆地 区
，
民 居为 四周 妻妾房 间 围 绕 围 场中 央 的 环形 空 间 布 局

（ 图 １ ） 。 而 同 是一 夫多妻家 庭结构 的 芒丹人 （ Ｍｏｕｎｄ ａｎ
ｇ ） 和 马 萨伊 人

（ Ｍ ａ ｓａ ｉ ） ， 则 由 于传统 习俗 中对谷仓 和牲畜 的 重视程度不 同 ， 形成 民居空

间 中央分别为谷仓和 畜栏 的不同 空间 布局 （ 图 ２
、 图 ３

）
。 家庭结构是一

夫一妻还是
一

夫多妻决定 了 民居空间 内 部形式 的不 同
， 而 内 部空 间 布局

则 与家庭和社会的组织方式密切相关 （ 图 ４
） 。 除去一夫多妻的家庭模式

外的其他 民居空 间 ， 同样受 到传统生 活 习 俗的 影响 。 比如埃 及人 由 于遵

循男女分处的 习 俗 ， 反映在 民居空 间 中 则是 男 女空 间 的分 割 非 常 明显 ，

—般男女分别拥有单独 的房 间 ， 即使条 件不允许的 贫 困家庭 ， 也会采用

同一房 间 内部进行男 女 空 间 划分 的做法 。 民居空 间 形式 与 空 间 布局生动

地反映 了不同 的生活模式 。

文 中 图均为作者 自 绘——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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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民居的外部空间 方面 ， 同 样受到传统 生活 习俗 的影 响 。 非洲 人传

统里注 重户 外活 动 空间
， 喜欢把工作 、 劳动 、 社交与 文化都在封闭 的 空

间之外举行 。 比如
， 卡 比利亚人 （ Ｋａｂ

ｙ
ｌ ｉ ａ ） 仅把住宅作为 保护免受有害

天气 和 自 然暴 力 威胁 的临 时的避难所 。 民居 只 是私密 空 间 的
一 个局 部 ，

公共活 动的 庭院 广场 以及举行仪式 的 房间 远 比 民 居本身更重要 。 例 如
，

在西非 的约鲁 巴 （
Ｙｏ ｒ

ｙ
ｂａ ） ， 民居组合群 的布局形式为 按照 血缘关系 居住

的 四 间以上 民居环簇 中 央庭院 ， 形成作为 公共活动空 间 的方形 围场 ， 仅

留
一个 出人 口 来满 足领域划 分和防御功能 （ 图 ５

） 。

图 ５ 新几内 亚人 户 外 活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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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往空间方面 ， 中 国人喜欢在街道攀谈 ， 意大利人喜欢在广场交

往 ， 而北非的传统则 是男 人在咖啡馆 ， 女人在井边 。 在北非 曾经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 法 国人为 当地村庄铺设水管引 进水源 ， 但是遭到 了 当地居

民尤其是妇女的极力反对 。 而调査的 结果是 由 于 当地 的伊斯兰社会不允

许妇女抛头露面 ， 出 门打水是她们唯一的外 出机会 。

（二 ） 宗教神话与 民居

在非洲 ， 民居不仅是用来 居住 ， 更主要 的意义是精 神上 的 ， 民居是

与神灵联系 的媒介 。 在 民居中有许多空间是划分给神灵居住 的 ，
这点与

中国 民居 中有专门供奉祖先灵位 空间 的情况很相似 。 比 如非洲游牧 民族

的帐篷象征着神的居 所 ， 在帐篷周 围划有神圣与俗世 的界 限 与范 围 。 非

洲 的多贡人 （ Ｄｏｇｏｎ ） 会把过世亲人的灵位供奉在 民居屋顶 ， 只有在必要

的时候才会动用面具来劝服亡灵暂时回避 。 所以在这里 民居不仅是生活

的住宅 ， 同时也是神圣的空间 。

对于非洲人而言 ，
圆形和方形的住宅的分布位置会受到宗教的影响 。

这点类似中国 由风水师来决定 民居位置的情况 。 比如 马达加斯加 岛 的特

拉诺人 （ Ｔｒａｎｏ
） 由于恪 守宗教规则 ，

民居 的位 置严格 按照星象 学原则

确定 。

在非洲霍屯督人 （
Ｈｏｔ ｔｅｎ ｔｏ ｔ ） 的宗教文化里 ， 圆是最完美和神圣的形

式 ， 所 以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是圆形 的 ， 并且呈环绕中 央圆形 的牛棚排布 ，

酋长屋通常精准地坐落于建造那天太 阳升起 的地方 ，
借此可 以推 断出该

聚点在一年中的构筑时节 。 其他人的住房则依照等级秩序顺着一天 中太

阳运行 的轨迹排布 。
？

由于神话与宗教融人 了非洲人的 生活之 中 ， 所以 生活中 的建筑与事

件都受到神话与宗教 的直接影响 ， 社会秩序 、 思想观念均与宇宙的秩 序

息息相关 。

神话传说也直接影 响 了 非洲传统 民居 的形 式 。 在非洲 大部分地 区 ，

茅草棚屋被认为是 民居 的典型形式 ， 如果有人建造其他形状 的住 宅则会

被认为将受到诅咒 ， 类似的神话扼杀 了 民居形式 的创新 ， 但同 时也使得

传统的民居形式具有了延续的活力 。

① 阿莫斯 ？ 拉普 卜 ： 《宅 形与文 化 ＞
，
常靑 等译

，
中 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
２００７

，
第 ４８

－

４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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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装饰图腾与民居

图 腾与信仰挂钩 ， 表示一个 氏族或部落整体民众 的信念所在 。 图腾

的历史非常久远 ，
可 以追溯 到各个大洲和 国 家地区 内部数千年 的历史演

变 ， 在此不再赘述 。 在非洲 ， 由 于传统 的宗教 观念 深人人心 ，
所 以对 图

腾的崇拜比较盛行 。 图腾的 出 现和盛行有其特殊 的原 因和必然性 ， 大多

数 氏族通过对图腾的崇敬维持族人之间 的亲 密关系 ， 当然也可 以通过这

种 图腾 的方式对其他 氏族 的人起到威慑作用 。 图腾 禁忌也约束着人们 的

行为 ， 起到强化人们对 图腾崇敬的作用 。

图腾崇拜和神话是 非洲人生活方式 、 思维惯性 、 宗教信仰 的折射 。

—些如蜘蛛 、 豹 、 贝 壳 、 大象 、 蛇 、 鳄鱼等 动物形 象被非 洲人作为传统

的 图腾崇拜对象并沿用至今 。 这些 图腾图 案一般是将动物 的形象进行艺

术加工 ， 转化为符合非洲人审美观念 的艺术形象后加 以利用 。 图腾崇拜

对非洲传统 民居艺术 ， 尤其是 民居建 筑装饰有着重大 的影响 。 在非洲地

区
，

一些庄 园主均拥有数量众多 的仆从、 妻妾和牛羊 ， 常常 以 图腾柱 的

精美来显示其财 富和地位 。 比如 ， 在非洲 的 贝乌尔 （ Ｐｅｕｌ ） 部落里 ， 尽

管民居较为朴素 ， 仅用 比较厚实的茅 草捆扎做屋顶 ， 但是财富和权势通

过图腾柱的精美装饰来象征和展示 。

在非洲民居 的雕塑和壁 画 中 ， 图 腾是 主要 的创作 内容 。 这些雕像的

整体风格与欧洲大相径庭 ，
不仅不关注人类体态的描写 ， 对于主要人物

的 主要特征也不关心 。 当我们观察非洲雕塑时 ，
往往会被他们那种漠然

而伟大的生命观所展撼 。 他们认为生气乃人生常态 ，
所 以不必 因此有什

么 内心波动 ；

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并不是他精神 的终结 ，
他们相信有神灵

的存在 ，
而神灵便会为他们处理好

一切事务 ， 所 以作为世 间 的人 只需要

做好顺应 自 然的工作 ， 而雕刻就是表现他们 对神灵 理解和崇拜 的
一种形

式 。 他们将雕塑视为承载死后之人灵魂 的物件 ，
因 此雕塑在他们 眼中是

一种非常具有灵力 的艺术品 ， 在雕塑过程中 也不箱要将雕塑与人像看齐 ，

因为无论雕塑的外表如何 ， 其内在 的功能总会得到发挥 。 他们相信 ，
所

有的灵魂总会得到神灵的眷顾 ， 只要人们对于神灵存在崇敬之心就可 以

解决所有的生前身后之事 。

￥

① 牟晓燕 、 李进学 ： （黑非洲的木雕艺术 ＞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１ ３ 曰

，
ｈ ｔ

ｔｐ 

＾ｆｉｎａｎｃ 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ｊ
／

２００７０６３０／１ ８０６３７４１ ９１ ７ ． ８ｈ ｔ
ｍ

ｌ
，
访 问时间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２３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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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传统 民居雕刻有着 浓郁的地域艺术风格 ，
不追求形 象的 通真 ，

而是追求整体的 写意 ， 以简洁的 线条 、 夸张 的几何形体造型 、 古朴 自 然

的表现形式展示出神秘奇异的艺 术风格 ， 对 以 现代绘画 巨 匠毕 加索开创

的
“

立体主义
”

为代表的世界现代艺术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

（ 四 ） 仪式象征与民居

传统非洲人与古代东方人 的 思维方式较为相似 ， 均侧重 于象征而非

推理 ，
在哲学 、 艺术 、 文化 上具有类 似 的 风格 ，

原始性 、 天 真 、 自 然 、

率性而又有象征的 神秘感 。 因此 ， 要更深人地理解非洲社会 ， 就必须从

仪式和象征入手 。

传统非洲 的多贡人 （
Ｄ〇ｇ〇ｎ ） 和班 巴拉人 （ Ｂａｍｂａ ｒａ

） ，
日 常生活 中的

事件与实物均充满 了象征意义 。 象征性成 为社会生 活中 的主要环节 。 比

如装饰面具象征着驱逐亡灵鬼魂 。 其中非洲 的 多贡人以 及新几 内亚 的科

纳祖人 （ Ｋｅｎａ Ｚｕ
） 虽然生活中物质匮乏 ， 但却保持着精神上的 富足 ， 拥

有多达几千种 的象征元素 ， 并且有着 高度复杂 的仪式生活 。 在他们 的生

活中 ，
天与地 、 螺旋形的 田埂象征宇宙起源 ， 村落的 空 间布局 象征着人

体结构的和谐关系 。 非洲多贡人的酋 长屋 ， 则象征着一个较小 尺度上 的

宇宙模型 。 酋长民居不仅仅是酋长的 居所 ， 更象征着最髙宗教 和政治领

袖的无限力量 。 这点与古印度的情况极为相似 。

民居作为人类 日 常居住 生活 的场所 ， 经常象征着男性或女性 的身体

或某种动作 的姿态 。 比 如多 根 （
Ｄｏｇｅ

ｎ
） 、 坦伯 马 （

Ｔａｍ ｂｕｒａ
） 、 卡塞 那

（
Ｋａｓａｉ Ｎａ

） 和南卡尼 （
Ｎａｎｋａｎｉ

） 民居 ， 通常用来象征男 人 、 女人或男 女

的结合 。 民居的构成部件也 与人体一一对应 ，
泥土象征 肉体 ， 水象征血

液 ， 石头象征骨骼 ，
墙面象征肌肤 。 民居的 空间命名 则更直观地反映着

其空间 的基本使用功能 ， 但却很少使用抽象 的专业建筑术语 。 名 称均与

人体有关 。 比如
“

嘴
”

象征前 门 ，

“

唇
”

象征 门槛 ，

“

胃
”

象征粮仓 ，

“

头
”

象征厨房 。 同时 民居的位置和朝 向 等均被赋予 了相应 的象征意义 ，

墙壁装饰的花纹则象征了宇宙和神的形象等 。 色彩也象征着不同 的意义 。

例如 ， 白 色象征着 已经去世亲人的灵 魂和 另一个世界 ；
而黑色则代表审

判和可怕 的世界 ， 是人世的象征 ；
红色则理所应 当地表示血液 ， 表示危

机将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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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本文突破单
一建筑学学科的研究局限 ， 基 于文化人类学 的理论与方

法
， 对非洲民居进行文化解读 ， 不难发现人类 的社会文化和 民居建筑之

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ｆ
， 民居形式受到社会文化的 深层影响 ， 同 时反映

着独特的文化意义 。 £ 居形式既是物质性空间 表达 ， 也是社会文化制度

的形态
， 在物质表象背后 ， 蕴含着丰 富的社会关系 。 本文提 出在进行 民

居研究之前需要对 目标地 区的 文化人类学相关信息进行大致 了解 ， 从而

为探究建筑与社会 、 文化之 间 的 内在相互关系奠定 基础 ， 挖掘物质表象

背后的精神文化 。 通过对 民居文化的探析 ， 探寻传统 民居所代表的价值

观 ， 从而有助于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有助于在非洲地 区 民居设计 中

倡导与地域环境融合的设计思想 。

（责任编 辑 ： 杨 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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