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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木府建筑群的空间营造研究

张智超 黄倬玲 杨妍秋

丽江文化旅游学院，云南，674100；

摘要：丽江木府位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西南角,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土司衙署建筑群。木府作为纳西土司

历史的见证和文化展示的载体,在其建造过程中,融合了多元的文化特质。本文通过研究丽江木府的历史背景、

衙署选址、平面布局、建造特色等方面的特点,剖析丽江木府的建造艺术,旨在对今后木府的保护和研究提供参

考。

关键词：丽江木府；建造空间；纳西族；土司衙署

DOI：10.64216/3080-1516.25.03.035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纳西族政治文化中心的双重内核丽江木府作为纳

西族木氏土司的官邸与政治中枢，其历史地位可概括为

“西南边疆民族治理的典范”与“多元文化交融的活态

博物馆”。这一双重属性贯穿其 700 余年存续史，既承

载了纳西族世袭统治的权力体系，又见证了汉、藏、白

等民族在建筑、宗教、教育等领域的深度互鉴。

丽江木府为例传统建筑的空间营造不仅是物质形

态的构建，更是文化交融、权力关系与族群认同的立体

表达。丽江木府作为汉、藏、白、纳西多元文化融合的

典范，其空间布局与建筑元素深刻诠释了传统建筑研究

的核心价值——通过空间叙事承载历史记忆、塑造文化

认同、见证文明互鉴。木府作为汉、藏、白、纳西多元

文化融合的经典案例。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深入探究木府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土司制

度）下，其衙署选址（依托古城、背靠狮子山、面朝东

方）、严谨的轴线序列（衙署中轴线）、功能分区（办

公、居住、祭祀、园林）以及等级秩序（如仪门、议事

厅、万卷楼、护法殿、玉音楼、三清殿的递进关系）等

空间要素的营造理念与深层文化象征意义，阐明其如何

体现“仿紫禁城”的规制雄心与纳西本土文化、汉、藏、

白等多元文化的有机融合。

通过对木府空间营造艺术的系统性研究，深化对其

作为“丽江古城的紫禁城”之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

学价值及社会文化价值的全面理解。研究成果旨在为木

府建筑群当前及未来的科学保护、修缮管理、展示利用

以及学术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具体的空间认知

参考，确保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得以永

续传承。

2 木府建筑群的历史沿革与文化背景

2.1 历史沿革

明代土司制度是中央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

行的特殊地方政权组织形式，木氏土司作为丽江地区的

世袭统治者，其权力合法性源于中央王朝的册封。木府

的建造既是土司制度下地方政权实体化的体现，也是木

氏土司向中央王朝表达政治忠诚的物质载体。例如，木

府建筑群严格遵循中原宫殿式规制，中轴线布局、议事

厅的宏大尺度等设计均模仿明王朝的官式建筑，通过空

间规制强化“忠君”的政治隐喻。同时，木府选址丽江

古城核心区，依狮子山而建，既体现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也通过“负阴抱阳”的风水理念彰显土司家族的统治权

威。

木府的权利象征可以体现在建筑规制与政治权威、

空间秩序与等级制度、军事防御与领土控制上，建筑规

制与政治权威方面木府建筑群以议事厅为中心，通过高

台基、大进深、重檐歇山顶等设计，凸显土司作为地方

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例如，议事厅的梁架结构采用明代

官式做法，但局部装饰融入纳西族东巴文符号，形成“中

央规制+地方特色”的权力表达模式。在空间秩序与等

级制度方面，木府中轴线串联忠义坊、仪门、议事厅、

万卷楼等核心建筑，形成“前朝后寝”的空间序列。忠

义坊作为入口标志，其三间四柱的形制与匾额题刻，直

接呼应中央王朝对土司的道德约束；而万卷楼作为藏书

与教育空间，则通过文化象征强化土司的“文治”合法

性。

2.2 艺术特征分析

木府的建筑采用了官式骨架如中原官式建筑的重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X7jC3qydZ5-jwUPKlyQrz-7pGRKh5j77LsDbIxk_PH0qjVhQzeN0XEDR6nnp-Z5Qw0VYTTpda7_0Qek5PgnbOHj9Cr5ieAS8I2W80Rhbnp2ETpIC9NjlU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X7jC3qydZ5-jwUPKlyQrz-7pGRKh5j77ovUH05sJLZ1adikM-oOtCSpxn_kd9uKP35INlYk37dKF8gPoAm3BvkIVgHAuM5VHxu8bdg9PlLpweN285BX2X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X7jC3qydZ5-4ii_v0U162RzysUo7r5v5HXVl2AbyAy_p1mQoeX4doBvaLwbpzDq8x51Rvz8H974uPhx3dpJqfNYFmCVuJuPcfimcQnpJVgU=&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X7jC3qydZ5-4ii_v0U162RzysUo7r5v54fbk3b4Lmk6RzL7ydcLMRSk2ufOA_2cTCWU3bnUd6PCotvf-2XbNXcXNKBJM-jBF1w-qHUVv0cto0MrfhJKdLg==&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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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歇山顶、斗拱、雀替等构件，如议事厅的宏大尺度与

抬梁式木构，彰显权力中心的威严。其中也包含了民居

的建筑基因：墙体以纳西传统土坯砖砌筑，兼具防火、

保温功能；屋顶覆以青瓦，但檐角起翘幅度大于中原官

式建筑，形成“轻灵而不失庄重”的视觉效果。在装饰

符号上也充分体现了东汉文化以及纳西信仰，如梁枋彩

绘采用“旋子彩画”等中原官式纹样，门窗雕有“鲤鱼

跃龙门”“二十四孝”等汉族叙事图案。在纳西信仰方

面在不影响整体礼制的前提下，于戗兽、瓦当等细节处

融入东巴文化中“青蛙八卦”“星图”等符号，形成“大

礼制、小自由”的装饰策略。

在建筑工艺方面，汉文化主要应用于砖雕木刻和园

林营造上。如由汉族工匠主导的忠义坊的“九龙捧圣”

石雕，采用深浮雕技法，但题材融入纳西族“九头龙”

神话变体。或是借鉴江南园林“叠山理水”手法，但将

假山石料替换为丽江本地石灰岩，并栽种滇西北特有植

物，形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藏式文化主

要体现在彩绘艺术和金属工艺上，如护法殿、三清殿的

梁架彩绘由藏族画工绘制，使用“唐卡”式矿物颜料，

主题为四臂观音、六字真言等藏传佛教元素，与汉式彩

画形成“红黄辉映”的视觉张力。以及殿堂铜灯、门环

等饰件采用藏区“皮央锻造”技艺，表面錾刻“八瑞相”

图案，体现宗教器物的神圣性。白族文化主要体现在细

致的木雕以及瓦当等纹样上，如万卷楼的格扇门由大理

剑川白族匠人雕琢，以“透雕+浮雕”技法表现“渔樵

耕读”场景，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以及屋檐滴水瓦当

采用白族“十二生肖”泥塑，但将生肖动物替换为纳西

族图腾，如“玉龙雪山神豹”，实现文化符号的在地转

化。

3 木府建筑群的空间营造特征

3.1 总体布局与轴线设计

在政治格局方面，木氏土司通过“仿紫禁城”的布

局，向中央王朝表达政治忠诚。中轴线上的建筑序列（忠

义坊-仪门-议事厅-万卷楼）严格对应“前朝后寝”的

官式规制，议事厅的重檐歇山顶、须弥座台基等细节直

接借鉴紫禁城太和殿形制，但尺度缩小以适应地方政权

身份。

在风水学术方面，木府未完全遵循紫禁城“坐北朝

南”的绝对方位，而是依狮子山走向坐西朝东，形成“负

阴抱阳”的格局。中轴线与狮子山主峰对位，强化“山

川为屏”的防御意象，同时通过玉带河环绕建筑群，暗

合“玉带缠腰”的风水吉相。

在功能分区以及等级秩序方面，中轴线两侧对称布

局土司私宅、花园、马厩等附属建筑，形成“前朝后寝，

左文右武”的功能分区。核心建筑议事厅位于中轴线中

央，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的体量远超其他建筑，通过

空间尺度强化政治权威。

木府中轴线以“忠义坊”为起点，经仪门、议事厅、

万卷楼至护法殿，形成“世俗-政治-文化-宗教”的空

间叙事。忠义坊作为权利宣言的入口其“忠义”二字，

直接呼应了紫禁城午门的功能，隐喻了对中央王朝的效

忠。仪门使用的是单檐歇山顶，门内设“品字廊”，通

过廊道转折限制人流速度，为进入核心区提供心理准备。

议事厅作为木府的权力中心屋顶采用重檐歇山顶，抬梁

式木构架，檐下施“九踩斗拱”，形制接近亲王府等级。

中心室内设“土司宝座”，背屏雕刻“双狮戏球”，象

征权力稳固。厅前月台宽阔，通过御道与仪门相连，御

道两侧列置“狻猊”“獬豸”石雕，暗合“王权神授”

的隐喻。万卷楼作为复合文化空间下层为藏书库，上层

为土司书房，兼具教育与研究功能。建筑形制模仿文渊

阁，但采用纳西族“三坊一照壁”的母题，形成“官式

形制+民居基因”的混搭风格。护法殿主要表达木氏家

族的文化信仰，建筑由汉式官式建筑突变为藏式碉楼形

制，殿内供奉大黑天神、东巴什罗等神祇，壁画融合汉

式工笔与藏传唐卡技法，形成“多神共处”的宗教场域，

象征木氏通过宗教联盟巩固统治。

3.2 功能分区与等级秩序

木府的功能分区主要分为政治区（议事厅）、生活

区（后院）、宗教区（玉音楼）。

议事厅采用九踩斗拱：斗拱层数达九踩（紫禁城太

和殿为十一踩），虽低于皇室但远超普通官署，凸显土

司“半官半民”的特殊地位。厅内设有须弥座台基，台

基的材质为汉白玉，总高 1.5 米，台阶中央设“御道”，

仅限土司与中央特使通行。室内布局采用“一明两暗”

格局，中央设“虎皮宝座”，背屏雕刻“双狮戏球”，

屏风两侧悬挂皇帝赐匾，直接关联中央权威。

后院作为主要的生活区采用的建筑形式为三坊一

照壁，这是纳西族传统民居形制，正房面阔三间，供土

司夫妇居住；东西厢房为子女住所，照壁题写东巴文家

训。后院建筑高度低于议事厅，屋顶坡度更缓，避免“僭

越”之嫌。其中也有装饰禁忌，后院禁用龙纹、帝王黄

等皇室符号，但可通过“蝙蝠”“葫芦”等谐音图案祈

福，体现“尊卑有别”的隐性规则。

玉音楼是木府的宗教圣地，其建筑风格为藏汉混搭

风格，底层为汉式重檐歇山顶，上层改用藏式平顶金瓦，



当代教育与艺术 Anmai/安麦 2025 年 1 卷 3 期

114

四角设鎏金经幢，体现“政教联盟”策略。玉音楼匾额

题“玉音”二字，既指皇帝诏令（如《皇明恩纶录》藏

于此），又暗合纳西语“神谕”之意，强化“君权神授”

双重性。玉音楼也是重要的祭祀场地，其路线为议事厅

经万卷楼至玉音楼，形成“行政-文化-宗教”的仪式链

条，最终通过宗教活动将土司权力神圣化。

3.3 空间渗透与景观营造

庭院的布局为四合院布局：以“三坊一照壁”为母

题，中心设水池或花坛，四周建筑（议事厅、万卷楼等）

环绕，形成内向型空间。庭院既是交通枢纽，又是视觉

焦点，通过漏窗、月洞门将自然光与景观引入室内。镂

空木雕花窗将阳光切割为动态光斑，投射于地面或墙面，

形成“时间维度”的空间渗透，增强空间的层次感与神

秘性。

府内廊道连接议事厅、后院、玉音楼等建筑，采用

“单坡顶+美人靠”设计，既遮阳避雨，又作为观景框。

廊道转折处设“歇山亭”，形成“空间节奏”的停顿与

延续。

木府的景观主要以狮子山为主，木府坐西朝东，背

靠狮子山主峰，形成“靠山”之势。议事厅二层设“望

山廊”，通过漏窗将玉龙雪山框景为“动态屏风”。利

用地形高差，在护法殿设“观山台”，通过“借景-对

景-框景”手法，将狮子山景观分层引入：近景为松林，

中景为山脊，远景为雪山。在水系方面，引入玉带河水

系并建造光碧楼（后花园门楼）跨河而建，底层设“水

榭”，通过“抄手游廊”连接两岸，形成“水陆并行”

的空间体验。水景与假山、竹林结合，营造“小桥流水”

的江南意境。

4 木府空间营造的文化内涵与技术智慧

4.1 文化象征与权力表达

木府中轴线通过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与符号系统，

隐喻中央集权；开放与私密空间的设计，体现了土司治

理的智慧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其空间叙事既遵循中原

礼制，又融入纳西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最终在“一

进三院”的格局中，完成对“边疆微缩王朝”的实体建

构。这种“以空间写历史”的营造智慧，是明代多民族

交融的珍贵见证，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样

本。

4.2 建筑细部与空间体验

木府建筑细部（如檐角、彩绘、石雕）承载着多民

族交融的文化基因，成为权力、信仰与地域身份的视觉

符号。檐角起翘采用“纳西式曲度”与“中原歇山式”

结合的形态，既隐喻纳西族对自然的敬畏（如模仿雪山

轮廓），又通过斗拱层叠暗示礼制等级；彩绘以“东巴

经文图腾”与“汉式祥瑞纹样”交织呈现，如护法殿梁

枋绘东巴神兽与牡丹缠枝，象征土司政权的宗教合法性

与中原文化认同；石雕则以“白族莲花基座”与“藏传

佛教八宝”共存，如忠义坊须弥座雕刻的雪山、经轮与

莲花，隐喻木氏家族对滇西北多元宗教的整合。这些细

部通过符号的“并置-融合”，构建了“在地性”与“跨

文化性”并存的视觉语言，成为解读丽江作为茶马古道

文化枢纽的历史切片。

木府通过“虚实相生”的建筑手法，强化了室内外

空间的流动性与层次感。庭院与廊道构成“灰空间”网

络，如万卷楼庭院以漏窗框景玉带河，形成“借景-渗

透”的视觉层次；建筑群以“中轴递进”与“侧翼渗透”

结合，中轴线（议事厅-万卷楼-护法殿）通过台基逐级

抬升强化仪式性，侧翼廊道（如光碧楼连廊）则以“之”

字形路径模糊室内外边界，促进自然光与风渗透；屋顶

“重檐-单檐”的组合形成“天际线韵律”，如玉音楼

重檐歇山顶与护法殿单檐庑殿顶的对比，既区分功能等

级，又通过檐口高差制造空间张力。这种“流动-层叠”

的空间设计，呼应了纳西族“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同

时满足权力展示与生活实用性的双重需求，成为传统山

地建筑空间组织的典范。

5 总结

木府空间营造的核心特征在于其“礼制秩序与地域

生态的双重整合”，通过中轴递进式布局、庭院廊道渗

透及山地-园林融合设计，既遵循中原官式建筑的等级

序列，又融入纳西族“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其建筑

细部更以“东巴-汉藏”符号并置展现多民族交融的文

化逻辑。这种空间范式既服务于土司政权的政治展示与

文化整合需求，又适应丽江高寒季风气候与山地地形，

成为传统边疆建筑“在地性”与“跨文化性”并存的典

范，为理解西南土司制度下建筑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

了关键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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