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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08年8月30日，四川和云南交界处发生了攀枝花大地震，位于凉山
州会理县新安傣族乡的马鞍桥村成为其中一个重灾区。本文作者跟随当时任职
的无止桥慈善基金团队赶赴当地进行考察，由此开启了探索传统生土农房的研
究和示范建造工作，也进一步开始思考采用生土建设缓解气候变化的可行性。气候友好型生土建设案例

马鞍桥村的村民采用新型生土建造技术建设夯土示范房。图片来源：无止桥慈善基金



故土新楼｜气候友好型生土建设案例

当年，无止桥慈善基金是第一个进村参与

援助工作的香港NGO团队。经过十多小

时吉普车与摩托的长途颠簸旅程，当地领

导带领我们来到一条河边，说这就是此行

的目的地。殊不知，真正受灾的村子却在

河的对岸。但那里，并没有桥可让我们过

河⋯⋯

正当地方村镇干部准备在河边为我们介绍

村子的受灾情况时，团队成员穆钧在现场

拉住一位老乡，脱下鞋子，准备牵着老乡

的手过河进村。我当然也随后赶上！当时

的河水水深及腰，水流也相当湍急，河底

石头十分滑，大概长满了青苔，必须结伴

而行。真不能想像村民平常如何运送日常

物资，更遑论重建的物资或机器。

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后，一座位于

四川凉山州、近乎与世隔绝的村

子——马鞍桥村，也经历了一次近6.1级

的地震。全村大部份土房在地震后几乎全

部倒下，虽然受灾严重，但面对早前更严

重的世纪大地震，纵然满目疮痍，当地也

甚难吸引外界的资源和注意。

1. 地震后，马鞍桥村内大量农宅损坏严重。图片来源：
无止桥慈善基金

2. 因为没有桥，村民只能淌水过河，重建物资更是难以
送达村内。图片来源：无止桥慈善基金

3. 地震后，村民只能在废墟上找一片小空地搭个帐篷栖
身。图片来源：无止桥慈善基金

地震后交通线路受阻，与世隔绝的村庄如何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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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后，我们随老乡沿泥路一路前行，满

目只有一堆堆的颓垣败瓦和倒下的泥墙，

村民只能在属于自己的废墟上找一片小空

地搭帐篷栖身，在倒下的土堆种些菜苗糊

口。当地的老郷多是彝族和傣旅村民，房

子一般建两层，空间比较大，由于彝族一

般视牲口为自己的家产，牛棚、猪圈、鸡

舍通通都在院子中央，受到特别保护，可

惜卫生方面却没有什么保障。要重建，怎

样清理满目崩坏的泥垣？在哪里找到工

人？建材怎样运来？哪来的钱? 怎样建才

合适村民的生活和习惯？在村民无助的眼

里，我们找不到答案。



气候友好型生土建设案例｜故土新楼

1. 近百年前，村民用夯土修筑的土堡（位于甘肃省白
银市会宁县马岔村）。图片来源：无止桥慈善基金

2. 马鞍桥村的村民重新安居乐业。图片来源：无止桥
慈善基金

3, 4. 重访马鞍桥村时，碰上村民们正在准备杀猪宴。
图片来源：无止桥慈善基金

可是，当我们细看历史，其实老祖宗已将

最可持续的启示留给了我们······

利用土作建设，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

考古记载，早在石器时代，原始人已懂

得利用泥土盖半地穴居住，西北黄土高原

的窑洞更是冬暖夏凉。古代的夯土墙也相

当坚固，古人早已懂得利用竹片和竹丝制

作加筋土，混合土、石灰、砂石，甚至加

入糯米汁（如福建土楼）以增加韧性和防

漏，并反覆夯捶加强强度。夯土建筑方法

曾经用作修筑万里长城、南京城墙内部和

古堡等，作防卫之用，刀锥不入，经历上

千百年的时间洗礼，至今仍屹立不倒，不

禁让人惊叹古人的智慧和工艺！

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工艺的精髓也渐渐

流失，就如马鞍桥村的土房，基本上没有

加筋土结构，而夯土本身抗震能力较差，

加上当地不注重建设稳固地基，地震一

来，整楝房子便如豆腐渣一样粉碎！如

何协助村民寻回失落的传统价值，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自力更新建设抗震安全、

经济宜居的家，乃当务之急！

在无止桥的组织和推动下，香港中文大学

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

开始在村内与村民共同建设夯土示范房。

通过这次示范建设，团队不仅能亲身经历

工匠的土方法，还能扎根传统技艺，结合

科学技术改良提升泥土配比、工具、方法

和设计等，在示范建设中为受灾社区赋

能。村民不用担心高昂的建材运输费和施

工费，也不用担心一辈子背上沉重的房屋

贷款。基金其后亦出版建造图册，将高科

技、低技术的建设理念和技术普及至全

国农村地区。曾经参与过建设示范房的村

民，也可重用原有的木柱和泥墙，发挥邻

里互助互建精神，自主重建故有家园，乐

业安家。

十年后，我们有幸再次走过当年修建的无

止桥，对马鞍桥村进行了重访。当年新建

的土房子早已粉刷一新，内里格外明亮。

有别于一般热工性较差的水泥房，即使仲

寻回失落的历史传统，故土新楼让村民重新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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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烈日当空, 即使没有冷气，走进屋内仍

感觉舒适凉快。刚巧村文书杨大姐在弄杀

猪宴，乡亲们准备了满桌菜肴，在院子共

聚，不亦乐乎。这里重建的不仅是房子，

还是人的能力建设、一个家的建设，一个

社区的重建。



故土新楼｜气候友好型生土建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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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受自然灾害经济损失最高的国家之

一，同时灾害也造成了相当数目的人口迁

移。随着气候变化，极端天气日益恶化，

灾害发生率亦将更趋频密。反常的极端酷

热、严寒天气，对老人、小孩和妇女为主

的弱势社群影响尤甚。不少国际研究显

示，极端气温再加上潮湿环境，心血管

病、呼吸道病的病发率也随之增加，为地

方医疗系统形成负担。房屋是人生差不多

花最长时间的地方，如何增强社区的防灾

与应对灾害的能力，创造经济安全、低碳

节能、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需要我们立

即行动起来，加以应对。

据估计，全中国有6,000万人仍居住在不

同形式的土房中，其中生土农房的数量

在甘肃、云南和西藏等地的比例更达到

60%。但很可惜，如马鞍桥村一样，近

年有大量的旧式土坯房在地震后倒塌损

毁，以致社会上曾经出现了要消灭土坯房

的想法。但若不想换成相对高排放、高能

耗且千遍一律的水泥样板房，市场便需要

安全、有效、可行可推的解决方案。新型

夯土的技术创新与普及、规范政策的配

合、社会的认受和市场的带动，极需社会

各界有志之士协同合作，共成美事。

在众多行业中，建筑物及建造领域相关的

能源使用占全球最终能源使用量的36%

，能源相关的碳排放也高达39%。如不

急切采取行动，要达到《巴黎协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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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气候友好型生土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1. 黄土高原地区的传统生土民居。图片来源：无止
桥慈善基金

2. 采用改良后的生土建造技术建成的马鞍桥村民中
心。图片来源：无止桥慈善基金

遏止全球暖化的目标，相信仍然充满挑

战。在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中，新型夯土

房在减排节能、经济效用和社会参与等方

面均有相当不错的潜力和表现，而抗震性

能亦可达八度抗震要求，简直媲美水泥砖

混结构!

透过对传统技术的升华与创新，新型夯土

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将有机会协助缓解气候

变化、激发地方自生动力、加强社区（特

别是弱势群体）的韧性及对极端气候的适

应性，并有望对促进达致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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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orldgbc.org/news-media/global-status-report-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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