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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传统民居建筑材料历史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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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满族民居中，建筑材料及建筑形式不但是居住文化的展现，且顺应时代发展的不断变化。从材

料演化及生态用材的角度来看，满族民居应用材料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与生态性特征。在建构更符合满

族现今居住的生态化生存空间上，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式，能够更多地体现民族本土民居独具的生态性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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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湖》韵味悠长的神话歌舞剧演绎着满族

先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白山黑水”的东北黑土

地养育了满族朴实亲和的豪放性格。传统的满族

民居建筑也同样蕴涵着满族先民乐天、简练、崇尚

自然的生活态度。
各民族生存环境不同，在不同生态区位上，形

成了千姿百态的民族文化和居住形式。在漫长的

社会发展进程中，民居建筑材料的演变，离不开民

居的历史发展，满族亦是如此。满族是中国最古

老的民族之一，我国东北地区的长白山山脉与黑

龙江流域之间是满族的发祥地。满族先民祖祖辈

辈生活在那里，并遗留下了许许多多充满民族特

色的满族民居建筑。
满族民居建筑形式和材料的演变，与 其 居 住

的自然环境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满族民居村落

建筑中，民居风格是满族性格和气韵的突显。在

结构上的合理布局以及材料上的加工与使用，展

现出满族民居顺应自然、与自然相协调的审美追

求。满族民居的建筑布局，既表现出了满族民居

发展各阶段的审美情趣，也体现了因地制宜、力求

与自然融合的环境意识。满族传统民居建筑经历

了上千年的演变与发展，是满族文化最丰富、最完

整的 表 现 形 式，是 满 族 人 民 血 汗 与 智 慧 的 结 晶。
这些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建筑正在逐渐引

起建筑学者的广泛关注。
一、满族文化的形成与历史沿革

满族是有史书记载以来，最早的直系 先 民 之

一，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与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

江流域的广阔平原地区，是以捕猎和采集为主要

谋生手段的民族。起源可追溯到２　０００多年前先

秦时期的肃慎，以及后来所形成的挹娄、勿吉、靺

鞨以及女真，满族先民分别在先秦、东汉、两晋、北
魏、唐、宋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印痕。

在唐末五代，“女真”之称出现，满族开始进入

一个文化融合的阶段，满族文化开始受到其他民

族文化的影响。各地区的女真族虽皆称为女真，
但由于地理、人文等因素，各部之间的生活方式还

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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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文化的广泛影响，在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上

开始向农业化发展；而坐落在黑龙江流域的东海

女真则以传统而较为原始的渔猎与采集为主要生

产方式。１６世纪中期，建州女真逐渐南迁并迅速

崛起，明万历 十 一 年（１５８３年），明 朝 都 指 挥 使 努

尔哈赤开始起兵并逐渐统一建州女真，这一时期

是满族共同体形成与文化凝结的初始阶段。
直到１６世纪末，东北地区女 真 得 到 统 一，并

于１６１６年建立后金国，才使民族特征突出，风俗

发展趋向一致，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

体。努尔哈赤之后皇太极继位，南征北战进入山

海关。１６３５年，皇 太 极 确 定 族 名 为“满 洲”，次 年

将国号改为“大清”。清朝为政之后，反对夷夏之

辨的观念，废除长城，在清王朝的统一治理之下，
各民族融合共进，不分内外，为我国正确处理民族

关系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此时满族文化与汉族文

化及其他民族文化开始有所融合，并形成一种新

文化的雏形、一种开放的待发展的文化图式。
二、满族传统民居的演化

满族先民的居住环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由氏族制共同居住到相对独立的小家庭居住环境，
发生了质的蜕变。满族先民逐渐告别游牧民族穴

居生活方式，被稳定的地 面 定 居 形 式 所 取 代。同

时，满族人特有的智慧和勤劳也在民居的设计上有

所体现。自古以来满族就繁衍生息在东北这片沃

土上，他们的文化也丰富了这片肥沃的土地。
由于东北冬季长达５－６个月，气候极寒，因

此形成了满族特有的居住习惯。通过研究发现，
满族民居建筑的演化，大致可划分为穴居巢居、半
穴居半巢居和地面定居三个阶段。

（一）穴居巢居阶段
我国东北地区是中华民族兴起的摇 篮 之 一，

据考古记载，辽河流域发现了距今六千至一万年

前的人类文明，即现今在考古学中所谓的红山文

化。红山是 中 华 民 族 古 代 文 明 的 三 大 起 源 地 之

一，而满族就是红山文化的起源民族之一。满族

先民是以狩猎为主的民族，为了满足生活上的居

住需求，于是逐渐过渡到居住建筑，这是中国历史

上最早出现的建筑类型之一。
满族先世肃慎族是考古文献可以证实的最早

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古老民族。先秦古籍《竹书

纪年·五帝 纪》说：“肃 慎 者，虞 夏 以 来 东 北 大 国

也。”这就是说，早在４　０００多年前，肃慎人已经定

居在此。《山海经·大荒北经》也曾记载：“大荒之

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之国。”而不咸山，则指

今天的长白山。由于北方寒冷的气候条件，使肃

慎人日渐养成了“夏则巢居，冬则穴居”的习惯。
战国时期，战 火 纷 飞，战 后 恢 复 期 间，“肃 慎

族”这一名称被“挹娄族”所代替。关于挹娄民居，
《后汉书》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处于山

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

九梯”。［１］从记载中“至接九梯”我们可以知晓在当

时“以深为贵”的等级差别。他们沿用祖先肃慎人

的居住方式，冬天搬进深穴，要用长长的梯子，才

能通底。洞穴越深，身份越尊贵。
肃慎与挹娄在居住形式上一直保持着“夏则

巢居，冬则穴处”的居住习惯，当时的建造水平还

很落后，生存保障是当时肃慎与挹娄族建造居所

的主要准则。

１．应用材料类型：满族最早有记录的 居 所 是

利用树木、树皮、兽皮、干草等一些简单材料搭建

而成。之后的穴居也用到了泥、岩石和 沙 子。这

些材料多 是 被 满 族 先 民 所 再 生 利 用 的 自 然 遗 弃

物，体 现 出 当 时 满 族 人 民 依 靠 周 围 环 境，靠 天 吃

饭，融合自然的思想。

２．建筑材料成因：满族女真先民持续 相 当 长

的穴居巢居生活。《肃慎国记》记载：“肃慎氏……
东滨大海，夏则巢居，冬则穴处。”［２］其 实 真 正“穴

居”、“巢居”阶段的居所，与人们所想象的大相径

庭，并不是住在巢里或是在地下挖个坑那么简单

而已。为符合先民社会集体居住的生活习性，穴

居和巢居都有相当大的面积。

３．建筑材料特性：保暖又安全的“穴”居多为

满族先 民 肃 慎 人 冬 季 居 住。穴 室 面 积 最 大 可 达

２００平方米。黑龙江省考古队于１９６０年，对牡丹

江中下游镜泊湖地区进行考古调研，重点考察对

象为莺歌岭等遗址，并在１９６３年进行发掘。发掘

出四座都已破损的居住建筑遗迹及一座火炕。其

中包括“穴居”两座，均向下挖至３米深左右。格

局为长方圆角形，生土建造的墙壁下方，紧贴平放

着十 分 整 齐 的 石 块，石 块 之 间 空 隙 用 泥 土 填 满。
居住地面为未经特殊加工的生土。居住格局中间

为灶址，黑红色烧土是其内部材料，深红色烧土包

裹在外，相当坚硬。这种用黄泥和细砂混合后，涂
抹熔烧而成的方法，防潮坚固。室中央用灶膛取

暖，并在周围铺上树枝、柴草和兽皮，使洞穴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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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空间更为舒适温暖，以度过漫长的严冬。居室

墙壁用岩石垒砌搭建，可防止坍塌，隔冷、隔潮。
“巢”居的主要形式是搭建出类似长方形的木

质大屋。根据相关史诗的记载，其建造方法是：选
择一片密林，将密林中间紧挨相邻的树木冠部砍

去。在树桩上，铺上一层木头做地面，然后在上面

搭成木屋，再搭建木梯方便上下。木梯撤去后，还
可避免野兽侵袭。由于树屋需要能容纳人、家畜，
集居室和仓库为一体，所以通常也被盖得很大，甚
至会出现二 层 或 三 层 的 树 上“阁 楼”，但 这 种“树

屋”的致命弱点就是怕火。
与原始人相比，满族先民的这种居住 形 式 标

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东北满族先民文化是由

渔猎和采集经济孕育而成的，其建造材料主要从

自然界中获取，并不具有经济消耗，因此造就了东

北满族民居质朴和谐的自然生态构筑观念。在满

族长篇《两世罕王传》的英雄传说中，建州女真的

大罕王王杲，到东海窝集部时，看到“树屋”以为到

了另一个神奇世界。
（二）半穴居半巢居阶段
挹娄族在南北朝时改称勿吉，隋唐时 期 又 更

名为靺鞨。随着朝代和历史环境的更迭，满族先

世的居住形式也开始有所变化。挹娄时期的居住

形式开始出现由地穴式转变为半地穴式，至勿吉

部兴起，半地穴式居室成为满族人的主要居住形

式，《北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勿吉国在高句丽北，
一曰靺鞨。……地卑湿，筑土如 堤，凿 穴 以 居，开

口向上，以梯出入”，［３］清楚地描绘了勿吉 的 居 住

形式。在《旧唐书》中更细致地记述了勿吉的居住

环境：“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无屋宇，
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

国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

中。”［４］勿吉族居民的居室面积一 般 在３０平 方 米

左右，居室四壁镶有护墙板，屋顶形式为四角钻尖

式，室内以木 板 铺 成“凹”字 形 为 床，中 心 设 置 锅

灶。这种半地穴的居 所 语 义 为“地 窨 子”。据《御

制清 文 鉴》记 载：掘 深 土 而 建 之 房，谓 之 地 窨 子。
亦将无窗之 屋 谓 之 地 窨 子。７１３年，靺 鞨 人 建 立

了“渤海国”，渤海国的建筑由于受到了汉文化的

影响 大 致 可 分 为 两 种，即 居 住 建 筑 和 寝 殿 建 筑。
居住建筑为普通的民居建筑，多以半地穴式为主。
寝殿建筑则多为地面式，规模庞大，是统治阶级所

居住的场所。此时的建筑形式是一种过渡性的由

地下转入地上的居住形式。

１．应用材料类型：因为早期满族先民 居 住 在

山林中，无需考虑居住材料的耐用问题，因此住所

较为简陋。泥土在建筑材料的运用中比较便捷，
可塑性非常强，隔热防寒效果好，增加了住所的坚

固性和保温性。干草与泥土相搅拌用以覆盖半穴

式屋顶，保温性好，更不易毁坏。这种形式一直延

续到地面定居的满族草房形式。

２．建筑材料成因：８世纪后，满族先民渐渐发

现“巢”并不能抵御严寒，而深穴不能利用阳光，只
能利用地热取暖。从此女真居住方式发生了重大

改变，人们开始向半穴居时代过渡。民居的又一

个时代从而 开 启，形 成 春 夏 住“撮 罗 子”、秋 冬 住

“地窨子”的习俗。由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居住形式

逐渐取代了大型集体居住的生活习性，民居建筑

材料依靠其居住形式，在很多细节上发生了改变。

３．建筑材 料 特 性：“撮 罗 子”（见 图１）是 东 北

满族先民的一种圆锥形“房屋”，与美洲印第安人

的帐篷十分相似。由于早期技术比较落后，用圆

形木料可以省掉加工的麻烦。主要是用松木杆、
干柴、草等搭起来后，再覆盖一些桦树皮、草帘子

和犴、狍子等兽皮遮风挡雨。由于夏季雨水量大，
在这个季节剥下来的桦树皮不仅块大，而且不伤

害树身。剥下树皮后先磨平，然后再放入水中煮，
等到晒干后使用。这样不仅轻薄、防水，还可增加

韧性，便于携带。夏季门帘用草或树条编成，冬季

门帘一 般 用 兽 皮 做 成。地 面 上 可 直 接 铺 干 草 树

皮，或在一尺高的木材上加木杆、木板，上面再铺

草席或皮子用来防寒防潮。

图１　撮罗子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ｊｃｃｘｔ１６３．ｂｌｏｇ．１６３．ｃｏｍ／ｂｌｏｇ／ｓｔａｔ－
ｉｃ／１３８４７８３６１２０１１４１３５４５１１３９３。

“地窨子”（见下图２）是在地下挖出３米左右

深的长方形土炕，在土炕顶架上木梁，并覆以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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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 为 棚，棚 上 再 以 草 泥 抹 面，外 形 酷 似 现 在 的

“地窖”，里面铺上木板、兽皮、干草等。上有木质

支架，在支架上用一些兽皮、土或草等覆盖，就成

为所谓的半穴式房屋。这种半穴式房屋在黑龙江

莺歌岭遗址中也被发掘出来，形式为长方形半地

穴式石壁房址，共两座。建造方法是：先从地下挖

一个用石块和黄土夯实的长方形炕，内壁用大小

不一的石块筑成石墙，后用黄土填实。居住表面

发现被炭化后的桦树皮，地面为灰土铺垫。盖造

方便，保暖性好，很适合非固定居住和当时技术水

平不高的游猎民族冬季使用。俄罗斯阿爱波尔特

等遗址中，发现小型寨堡，寨堡内含有半地穴式居

址，筑有土墙。这与满族半穴式房屋非常相似。

图２　地窖子

资源来源：出自韩聪的硕 士 学 位 论 文《气 候 影 响 下 的

东北满族民居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０７年。

虽然当时的居住形式与用料都很简 单，但 这

足以说明满族先民对住所有了一定的概念，是居

住观念转变的极大突破。
（三）地面定居阶段

９世纪起，靺鞨更名女真。在建立金朝前，女

真完颜部一直延续早期的居室建筑形式，以穴居

为主。１２世纪前期，女真族开始在地面上搭建屋

舍定居。其居住形式与勿吉、靺鞨相比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其俗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居高数

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

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

下……寝食 起 居 其 上，谓 之 炕，以 取 其 暖”。［５］据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这种民居房屋在建造时多

用木头作为墙体和屋顶的主要材料，在墙和房顶

上再抹以用草拌成的泥，冬季时也用以将窗户封

严。室内沿着四面墙环绕围合设置长炕，炕下烧

火取暖。门窗的开敞方向多以东面为主，以便更

好地吸纳阳光。
明朝时期，随着不断的南迁与分散而居，一些

女真部落开始与其他民族融合，尤其是受汉民族

的影响，其建筑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建材方面，
从单纯依靠天然的木质材料转变为砖瓦结构的建

筑风格，此时的砖瓦得到普遍使用。室内的火炕

由四面环绕型改为南、西、北三面，取暖方式也由

先前的炕下烧火转变为锅灶通内炕的方式，并开

始使用烟囱，有的地区每家每户房屋外多以栅栏

围合成庭院，在村寨外设立厚实坚固的城墙，用于

军事和生产等的堡垒建筑。逐步完善的女真民居

对清代满族传统民居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
清初的满 族 民 居 承 袭 了 明 代 女 真 民 居 的 样

式，康熙年间的《龙沙纪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屋

皆南向，迎暄也。日斜犹照，故西必设窗。间有北

牖，八月瑾之，夏始启。屋无堂室，敞三楹，西南北

土床相连，曰卍字炕，虚东为然薪地，西为尊，南次

之，皆宾位也”。［６］此时的满族民居在格局 上 开 始

呈现“三楹”的结构，东开门，进门为“外屋”，设厨

房。屋内火炕延续了明代女真弯子炕的结构，以

西为贵，供奉先祖。
清末民初，满族的民居开始更深层地 考 虑 美

观与实用，由此衍生出了“影壁墙”、仓房和马厩等

附属建筑设施。在结构上也发生了改变，《黑龙江

述略》中记载了光绪年间东北民居的构造：“江省

木植极贱，而风力高劲，匠人制屋，先列柱木，入土

三分之一，上复以草，加泥涂之，四壁皆筑以土，东
西多开牖以延日，冬暖夏凉，视瓦椽为佳”。［７］由此

可见，此时的建筑已经开始对地基有了更高的要

求。虽然整个民居建筑从建造样式上有所改变，
但其民居形式中依旧保留了女真时期的风格。

１．应用材料类型：女真族在辽金时期 的 房 屋

住所已发展到以山石和草泥为墙，以树枝和杂草

为顶的形制，伴随住所坚固、耐久等需求的日渐强

烈，满族人民开始把目光投向青砖、泥瓦等人工建

筑材料。现 代 满 族 民 居 同 样 多 使 用 当 地 天 然 材

料，主要有木料、土坯、石材、干 草 等。其 中，木 材

为主要材料；“土坯”是泥和草的混合物，具有良好

的隔热、防寒效果；石材也是不可缺少的，有耐压、
耐磨、防潮等特点。

２．建筑材料成因：此时的民居已经发 展 成 为

地面居室，火炕的普遍使用是实现变革的关键条

件。辽金时代的火炕主要由土坯制成，后来发展

为用砖垒建而成。炕的出现完全解决了满族先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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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暖问题，是满族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大金

国志·初 兴 风 土》记 载：“其 居 多 依 山 谷，联 木 为

栅，或覆 以 板 与 桦 皮 如 墙，壁 亦 以 不 为 之。冬 极

寒，屋才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既掩，覆 以 草

绸缪 之，穿 土 为 床，熅 火 其 下，而 寝 食 起 居 其

上。”［８］这时住所在地面上高数尺，有墙、门、火炕，
已发展成高大宽敞的房屋，标志着地面定居时代

的开始。受到汉民族农耕的影响，满族开始在平

原上建造坚固住所，其村落建设与其居住习惯密

不可分。

３．建筑材料特性：在地面定居阶段的 材 料 特

性方面，满族也有其独特的一面，如屋顶所具有的

散热功能。传统形式多为草屋顶（见图３）或瓦屋

顶（见图４）。草 屋 顶 多 是 铺 草 和 盖 泥，通 常 是 用

高粱杆、树条子、泥等材料建造，材料较轻且具备

较好的保温性能。而瓦屋顶一般是用小青瓦横竖

整齐仰面铺砌，有的会做些装饰，虽然青瓦比较坚

固，但并没有草制屋顶材料轻便。房屋整体为木

质框架，以树皮为挡墙，墙体中间还用泥和草，外

加木板条以增加墙体的厚度，这样就使墙壁之中

形成夹层，留出空隙起到隔绝冷空气保持室内温

度的作用。［９］墙 面 为 了 省 工 省 料，则 以 岩 石 为 建

材，少用泥砖。传统民居草房墙有多种形式，其做

法大多是在传统木构架体系上采用土坯、干草、草
苫子等制作，有的再抹层稀泥做维护，不仅经济、
保温，防寒性也好。后来，满族又结合汉族民居的

材料，创造出“砖石混砌”、“五花山墙”等复合用材

体系。指的是在砌墙时不全用砖，将石材用于墙

心。而今，满族民居墙体基本都是采用 砖、石、泥

草三种材料组合而成。有的为了节约用砖，采用

内外两侧用砖，中间灌注白浆与碎砖。这样既节

约用砖又突破了形式单一的局限，还体现出一定

的满族特色。

图３　草屋顶

资料 来 源：ｈｔｔｐ：／／ｂｂｓ．ｐｈｏｔｏｆａｎｓ．ｃｎ／ｔｈｒｅａｄ－２３４７６

９－１－１．ｈｔｍｌ。

图４　瓦屋顶

资料 来 源：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１６３．ｃｏｍ／ｂａｉｘｕｅ９９９９＿ｃｏｏｌ／

ｂｌｏｇ／ｓｔａｔｉｃ／１３８０４１０１４２０１１６６９１７４５５７４。

满族民居的一大特色就是烟囱的设置（见图

５），早期制作材料就是找一些被虫子蛀空的树干，
用藤条把外面整体捆住，为防止裂缝，再抹上一层

草泥把表面填满。《柳边纪略》记载：“烟囱多以完

木之自然中虚者为之，久而碎裂，则护之以泥，或

藤缚之 上，人 呼 为 摩 哥 郎。”［１０］迁 入 平 原 后，满 族

这种烟囱在材料上发生了改变，原有材料已被青

砖、土坯所代替，增加了烟囱的牢固性。

图５　烟囱演化多种形式

资料来源：图ａ、ｂ出自卢迪的工学硕士学位论文《东

北满族民居的文化涵化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０８年；

图ｃ出自韩聪的建筑硕士学位论文《气候影响下的东北满

族民居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０７年；图ｄ为乌拉街考

察拍摄。

栅栏的构筑材料繁多，平民阶层多用泥土、土
坯混合木条编制，或以细木杆围成木栅，俗称“障

子”。现在民居在建造栅栏的时候也会使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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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能得到的材料，比如用高粱杆编制。这种

做法既便捷又延续了农耕废弃物的使用价值。
三、满族民居建筑在当今社会中的生态性启示

几千年来，满族人民为了建造自己的家园，通
过极简单的手法，结合当地材料，建造出人工与自

然完美结合的适宜居住的环境。这使满族对自然

的认识在敬畏自然的状态中，找到了一条极佳的

生存之道。满族民居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选择、适

应和进 化 的 过 程。它 是 满 族 先 民 用 才 智 与 创 造

力，通过几千年的实践而形成的极佳的适应当地

状况的建筑形式。在民居更适应生活的过程中，
所有的发展与改变终究是为了使人们的生活变得

更加美好，包括在民居演变上，既保留了满族传统

的居住样式，又融合进其他民族住宅的优点，很多

方面以生态适应性为原则，对现今居住建筑存在

的不足进行改善，形成独具满族特色的居住样式。
从建筑材料与性质来看，满族民居房 屋 通 常

带有鲜明的区域特点。物产丰富的东北地区，建

筑材料种类繁多，民居建造多选取造价低廉、便利

的地方材料。满族先民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

立体互动中建构出满族民居，又在民居自身结构

及功能的演变的影响下，逐步更换着所应用的建

筑材料。满 族 及 其 先 世 从 穴 居 到 半 穴 居 历 经 了

１　０００余年，从最早的木材、干草中，增添进石块与

泥土。完成地面居住的８００年里，同样是 用 这 些

天然材 料 搭 建 房 屋。等 到 真 正 发 展 成 为 满 族 老

屋，又经历了５００余年。此时的满族房屋 不 再 像

从前那样简陋，开始有青砖和瓦片运用其中。它

反应出满族文化的形成不再是以一种单一文化为

载体，而是因多民族文化融汇，最终形成的满族的

独特民居文化。满族民居建筑方式在传承发展中

不断进步，生态性随之增强，可能满族人民自身在

建造过程中，并未意识到其涵盖的生态性价值，却
在无意中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赋予民居建筑以

生态特性。满族民居不但适应自然环境，同时又

具有很多科学合理性，是折射地域文化最直接的

载体，其优点和特性在今天仍被满族人民所推崇，
这不仅与人们心理要求相融合，也反映出自然特

征，更 有 利 于 对 地 方 传 统 的 延 续，体 现 出 地 方 特

色。满族民居的可持续价值在于它的方便性、经

济性和生态适应性。
满族房屋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变迁的 过 程，在

这个过程中，受到来自地域、其他民族、技术进步、

生活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并顺应这种发展的轨迹，
形成了 今 天 的 满 族 文 化。在 满 族 民 居 建 筑 文 化

中，为改善其建筑与居住环境，满族民居建筑采用

低生态获取技术的方法，对我国当今生态民居建

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也明示我们：一个民

族的文化存亡，已关系到这个民族文化是否适应

这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更要顺应历史发展的

轨迹，否则将因不能融入更大的文化圈而出现文

化危机。民居建筑作为人类适应自然的产物，不

能脱离生态性而独立存在，既要有新自然性物质

添加其中，又要在形态和结构的实用性中对其材

料进行改造。满族民居的发展历程，是一个自然

环境与生态性之间发生作用的过程，材料的进化

在其中起到中坚作用力量。生态性既表现在满族

民居居住的现实状态之中，又是其居住形式与方

式的一种载体的体现。生态性满族建筑可从多维

角度进行发展与延续，譬如，其当地特征、材料运

用与丰富的技术手段都涵盖其中，并向着完美且

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时代发展背景下，传统满

族民居随着形式的发展与环境的转变而进步。这

种发展和转变，也应基于现今社会生态性生活环

境的发展。由于生存环境的复杂性，提高和开发

民居生态适应性的持续价值，促进人类环境保护

意识的觉醒，对延续满族文化，顺应生态潮流有着

积极的作用。虽然目前针对满族老屋建筑形式，
这种社会生态性住房并不容易实施，但是随着社

会的发展与进步，在未来极有可能更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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