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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明确窑洞与地穴建筑形制的基础上，通过对岱海老虎山文化房址的选址、建造方式(柱洞分布、平面特

征、房屋组合）等遗迹现象的分析，佐以民族志资料，提出“半窑洞式建筑”属于地穴建筑，常建于坡地之上，并尝

试建立对窑洞及地穴建筑形态差别的判断标准，以展现古代先民居址生态的多样性及其营造智慧，也为进一步判断聚

落建筑的性质及其复原提供了新思路。

KEYWORDS: Cave dwelling, Subterranean house, Cellar, Reconstruction of architectures, Architectural archaeology
ABSTRACT: Based on the typological study of cave dwellings and subterranean hous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nthetic 

analysis of the location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includ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stholes, layout, and house 
combination) of such houses. It then combines with related ethnographic accounts in order to establish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riteria for differentiating cave dwellings and subterranean houses. These results not only illustrate the diversity of the 
ecology of dwelling sites and the wisdom of ancient builders, but also provide new research idea for identifying the nature of 
architectures in settlements and reconstruction methods. 

马  晓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穴居是人类最早的居住形式之一，分洞穴

式和地穴式[1]。洞穴式，以横穴为主，包括天

然洞穴和人工挖掘的窑洞；地穴式，以竖穴为

主，包括浅地穴、半地穴、深地穴[2]等。

新石器时代建筑遗址已然出现上述各类穴

居形式。其中，对于类似窑洞的判断，不少是

根据其处于生土崖壁之内，居室后墙较高，弧

壁，大量生土堆积，或偶有保存好的生土顶等

断为窑洞[3]。除此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遗迹

现象比较多见，其平面形制类似窑洞，横向挖

一较深的袋状坑，由于拱背太薄，无法使用生

土顶，坑顶上应为人工的顶盖，使用时仍然象

窑洞，被称为“半窑洞式建筑”[4]。

由于此类“半窑洞式建筑”上部构造很少

能够保存到今天，仅从遗址平面看，由于横向

开凿，至少开凿的那一面露明或部分露明，其

他边壁大都以土壁作墙，其上人工盖顶。问题

是，根据这样的描述，地穴建筑也可以具有这

样的平面形式和功能，由于没有生土顶，所以

也有竖向开挖的可能。据此，不少被认为“半

窑洞建筑”也常被认为是地穴建筑。以岱海老

虎山文化房址为例，田广金通过对内蒙古中南

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指出岱海老虎山文

化的园子沟遗址多建在坡地上，分窑洞式和半

地穴式二型[5]；戴向明对岱海老虎山文化的园

子沟遗址也分单间地穴式房屋和分里外间的窑

洞式建筑[6]。魏坚、曹建恩认为岱海的老虎山、

西白玉、板城及大庙坡房址等为半地穴[7]。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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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报告则把老虎山文化中的上述地穴式建筑定

为“半窑洞式”或“人工顶窑洞式”房址[8]。

据此，为了解“半窑洞式”的具体形制，

我们需厘清洞穴式和地穴式建筑的本质特征。

一、窑洞、地穴式建筑分析

（一）洞穴式与地穴式建筑分类

洞穴式与地穴式建筑分类，如上文所述

是根据开挖方向来分的，即横向开挖者为洞穴

式，以窑洞为主；竖向开挖者为深浅不一的地

穴建筑，这适用屋面无存的遗址分类。但实际

建造颇为复杂。无论挖洞穴还是地穴，如果地

形特殊，如坡地，都免不了需要横向和竖向

共同开挖。如崖庄窑，需先将崖面削平（竖

地穴建筑。但锢窑作为窑洞一种，屋顶人工起

拱，不是生土顶，是人工顶，却又属于窑洞式

建筑。似乎这样的分类也有交叉。

因此，本文认为洞穴式与地穴式建筑的分

类，除要考虑其开挖方式、地形特征外，也需

从建筑整体，即结合其屋顶构造，参考结构力

学特征等综合考虑。

（二）洞穴式与地穴式屋顶不同受力特征

地穴建筑其上搭盖屋顶，一般采用梁与柱

（墙）相交的结构——梁柱式结构。其梁上部

受压力，下部受拉力。斜梁除了与平梁一样有

弯矩、剪力外，还有一部分轴向力（图二）。

实例表明，窑洞多数采用拱顶结构（图

三）。理论上，拱顶受轴向压力为主。通常，

具有拱结构体系者称作窑。建造时，既可横向

图一  根据开挖方式、地形特征而分类的穴居

图二  梁柱结构受力分析

(Francis D,Ching, A Visual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13）

挖），然后修庄挖窑（横挖）。前文所述

“半窑洞”，既有横向开挖，也可看作竖

向挖，因为没有生土顶。另外，还有一种

窑洞和地穴相结合的穴居——下沉式窑

洞，同样是有竖、横向开挖，但其分类属

地穴式还是洞穴式仅按照开挖方式来分，

仍不很清晰（图一）。

那么，是否可以通过人工顶与生土顶

进行分类呢？即生土顶是窑洞，人工顶是

形式

地形

平地

洞穴式 地穴式

地坑院

崖庄窑

靠崖窑 接口窑

地窨子 (半埋） 地窨子 (全埋） 全地穴 (或地窖）

全地穴 (或地窖）深地穴半地穴浅地穴

下沉式窑洞

坡地

悬崖

受压

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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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于生土中，又可用土坯、砖（石）等搭建

于地穴或地面之上。挖于土中的窑洞，为生

土顶。半挖于地下或建于地面上者，民间称锢

窑，为人工顶。穹窿顶则类似多方向的拱，以

受压为主，是轴向受力和环形受力的综合，属

于窑洞式建筑（图四）。

因此，生土拱顶者为窑洞；如果人工顶

盖被砌成拱券或穹隆顶，同属窑洞式建筑。而

其他穴居，其屋顶若是梁（斜梁）与柱（墙）

相交的梁柱式结构，应为一般意义上的地穴建

筑。

实际上，窑洞受建材影响颇大。砖、石受

压性能好，抗剪差，建造窑洞最合理。而生土

顶窑洞，由于土有离散性、不均匀性，主要靠

压力产生摩擦力以保持稳定，只有密实土才具

有一定的抗压抗剪性。因此，建造生土顶窑洞

需要特定的土质。

鉴于此，中国的黄土高原和黄土盆地具

有独特的优势。一般而言，黄土自上而下，堆

积越深越密实，强度越高。因此，需要选择发

育稳定的黄土层进行挖掘，次生黄土及马兰黄

土上层皆不易挖掘窑洞，因其湿陷性较大。开

挖在马兰黄土下层及离石黄土层的窑洞较安

全[9]。当然，也可以采取一些结构措施加以改

图三  拱券结构受力分析

(Francis D,Ching, A Visual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13)
图四  穹隆顶结构受力分析

(Francis D, Ching, A Visual Dictionary of Architecture :60)

善。如为减小侧推力，增加侧墙的厚度，或改

变拱顶矢高。矢高越大，产生的侧推力越小。

总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建造。

由此，根据平面开挖方式（坡地）结合

地上屋架力学特征，“半窑洞式”如不是用土

坯或砖、石起拱的轴向受压结构[10]，而是采用

史前常用的梁柱[11]的近似垂直于轴向的受力方

式，就应归属地穴式建筑。而下沉式窑洞为拱

券顶，属窑洞式建筑。即图一中，灰色者为洞

穴式建筑，黄灰色者为地穴式建筑。

明确了洞穴式与地穴式的各自构造及其受

力特征，对我们进一步探讨位于丘陵地的穴居

建筑遗址的形制特征，分辨平面形式相似的窑

洞和坡地地穴式建筑（后文简称坡地地穴）提

供了参考依据。 

二、岱海老虎山文化房址窑洞及坡地地穴建筑

分析判断

相当于龙山时代早期（距今4500～4300

年）的老虎山文化房址，位于岱海北部的蛮汗

山黄土丘陵山地南坡上，发现了基本处于同期

的园子沟、老虎山、面坡、西白玉、大庙坡以

及板城6处遗址，均为海拔1300米以上的石城聚

尖拱

拱轴

压力线

抛物线拱 筒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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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园子沟 F3039

图六  园子沟Ⅱ、Ⅲ区分布的窑洞数量最多 (红点者，粗黑线为地形剖切位置）

(由《岱海考古 (一）》图四改绘）

落。其中，园子沟和老

虎山遗址包含早、晚期

遗存，板城等其他遗址

只有晚期遗存[12]，面积

分别为30、13、7、9、

2 5 和 1 0 万 平 方 米 [ 1 3 ]。

发 现 房 址 的 有 园 子 沟

（132座）、老虎山（70

座）、板城（30座）、

西白玉遗址（23座）、

面坡（19座）、大庙坡

（1座）。

老虎山文化房址中

窑洞及坡地地穴遗址均

有。且在同一地区，利于

直接对比。并且该遗址

早、晚期衔接紧，可作为

一群大体相对稳定的聚落

进行讨论。本文重点探讨

发现房址最多的园子沟和

老虎山遗址。

（一）土质及室内

生土堆积

园子沟遗址黄土厚

度分布不均，山坡基岩

上覆有黄土的西北坡，

现存最厚达50米以上。在山脊及东南坡厚者不

过数米[14]。考虑水土流失，龙山时期黄土应更

厚。老虎山遗址山坡自然堆积同园子沟，是晚

更新世的马兰黄土。马兰黄土下层较适合建造

窑洞，说明此地建筑如果开挖较深，可以建造

窑洞；较浅者则适合建造地穴建筑。

判断遗迹是窑洞还是地穴建筑，主要依据

之一为室内是否遗留大量的生土堆积，这些生

土很可能是窑顶坍塌所致。如园子沟F3039，

室 内 有 高 于 2 米 的 生 黄 土 和 生 红 土 堆 积 （ 图

五），多为窑洞。类似如园子沟Ⅱ、Ⅲ区（图

六），包括F2006、F2007（F2009）、F2010

（F2011）、F2015、F2016、F2017、F2026、

F 2 0 2 7 （ 疑 似 ） 、 F 3 0 1 6 、 F 3 0 2 6 、 F 3 0 2 8 、

F3029、F3035、F3036、F3037、F3039、F3042、

F3043等。此外，F2009、F2011叠压在有生黄土

的窑洞外间或院落之下，其埋挖更深，虽然地表

因进一步建房被平整，只剩垫土，仍可考虑为窑

洞。其他被水冲毁、保存不好、发掘报告未详述

者未计入。因此，实际数量应比上述要多。

园子沟Ⅰ区及老虎山遗址没有发现明确的

窑洞，可能与其普遍保存不好有关，也有可能

与其坡度较平缓有关。关键在于发掘报告中房

内堆积未见生土，故疑似为地穴建筑。

（二）建筑分布与山地坡度

园子沟房址沿等高线，自上而下成排分布

50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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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坡地地穴柱洞分布 (黑点者）

在三座山坡上，分别为Ⅰ～Ⅲ区。其Ⅰ区发现

穴居建筑40座、Ⅱ区45座、Ⅲ区47座。其他遗

址的房址与园子沟一样，大部分布在坡脊或冲

沟南坡附近，此坡脊地区侵蚀强度较小，多为

雨滴溅蚀与水流片蚀，坡脊两边的深沟也可作

为自然屏障。

本文选取老虎山文化房址集中区域的地形

剖面，对山地坡度进行统计（图七）。发现园

子沟Ⅱ、Ⅲ区坡度最大，约有16°，其他约为

11。左右。一般而言，坡度大者适合建窑洞。

巧合的是，判断是窑洞还是坡地地穴，坡度分

析结果与房址内部有无生土堆积的结果颇为一

致，即园子沟Ⅱ、Ⅲ区内的房址，不少为窑洞

者可能性较大，而园子沟Ⅰ区及老虎山、板

城、西白玉遗址则为地穴的可能性大

尽管由于水土流失，现存坡地地形非原

貌，本文对比的是各遗址相对地形、相对坡

度。何况坡度越陡，其水蚀和重力侵蚀共同作

用下侵蚀越厉害，水土流失程度越高[15]。这说

明原先的相对坡度应更大，更证明园子沟Ⅱ、

Ⅲ区比其他地区适宜建造窑洞。

（三）柱洞分布

1.地穴柱洞分布

地穴柱洞分布与其上的屋架形式有关。

从遗址平面看（图八），有在室内角部设

柱，如园子沟F3031后壁左右拐角对称分布柱

洞；也有墙中对称立柱，如F2002墙壁挖在生土

内，左右两壁各半包一圆形柱洞，直径30厘米[16]；

亦有后壁中间设柱，如F3044主室后壁立圆形扶

壁柱一个。F3022同样如此，同时，房内右壁有

壁灶，长40、最宽20厘米[17]。此房内部的炊煮

功能，也能间接证明其作为坡地地穴的可能性

大：一是园子沟的窑洞遗址显示，炊煮活动多

位于外间，窑洞内为睡卧处；二是地穴通风功

能相对较好，炊煮与取暖功能可合二为一。此

二者屋顶构架形式，应与下文半埋于地、后壁

有中柱的地窨子中的屋架类似。

一些地穴受地形、面积、屋面构架等影响而

使用较多的柱洞。如老虎山F38，有四柱洞，F41

则在两壁立排柱，类同下文全埋于地的地窨子。

2.窑洞柱洞分布

一般就支撑拱券或穹窿顶结构而言是不需

要柱子支撑的。但目前观察到的窑洞中有少许

柱洞，主要分布在两处：

（1）室内凸字形的拐角处，左右两边，

柱洞直径一般15厘米。如F2006、F2016、F2017

（图九）。F2016、F2017均为窑洞。F2016左右两

壁中部拐角处各半包一圆形柱洞。左壁前部拐角

图七  园子沟、老虎山、板城、西白玉遗址的相对坡度对比

(地形图参考《岱海考古 (一）》图一七八、图二、图三六〇）

处有一圆形柱洞，半包在墙

内[18]。F2017左壁前部拐角

处半包一圆形柱洞，右壁

前部拐角处有一平整石块
[19]。它们可能也用于隔断

或其他居住功能。

西白玉 Ⅲ区 Ⅱ区 Ⅰ区

园子沟
老虎山

板城
西白玉

板城老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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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022 F41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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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3003 火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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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间后壁，即主室前壁外侧设有柱

洞，如F3043外间后侧有2个直径18、17厘米柱洞

（图一〇），F2012、F3029（图一一）、F3042、

F 3 0 3 9 为 四 个 柱 洞 。 一 般 柱 洞 直 径 较 大 ， 约

15～30厘米不等。推测用于外间人工盖顶。

F 3 0 3 9 主 室 窑 洞 里 的 柱 洞 比 较 奇 特 （ 图

五）。无论从平面形制还是地面距地表290厘

米，室内堆积大量生红土和生黄土；主室应是

窑洞。那么，窑洞主室内左壁近门道处有2个

柱洞，柱洞1为直径20、深7厘米，柱洞2为直径

15、深5厘米，较为费解，或许是窑洞内的支架

柱，为支撑或吊挂东西用。另有一种解释是，

用于支撑将要塌落的窑顶土块。理论上可以做

到，但实际操作时，作为顶住窑顶的支柱，如先

挖柱洞、立柱后再在柱顶上加木条顶住窑顶，施

工难度较大。便捷的操作是稍许倾斜柱子，顶住

支于窑顶之下的木块，打击柱脚或在柱下垫础石

楔子撑住，这与立柱盖屋顶的建造顺序相反。因

此，这些柱洞或许并不是支撑窑顶的。

（四）平面特征

一般缓坡地带的窑洞多分为主室、外间、院

落三部分（图五、一〇），进深大。其外间、院

落应是平整坡地后的结果。当然，黄土高原其他

地区如坡度足够大，当开凿在崖壁边，往往无需

外间。而坡地地穴一般仅有主室和院落二部分，

甚或无院落，总进深小（图八）。

考古资料显示园子沟遗址中有窑洞，也

有地穴。室内面积不大，多在10～20平方米左

右。窑洞内外间分别具有前堂后寝的功能[20]，

外间作为起居空间，通风采光较好，窑洞主室

安静幽闭，采用大进深的布局形式。这样长条

状的前堂后寝，还因为主室需要有足够的覆土

厚度来保证窑顶的稳定。因为深入较多，外

间两壁需夯筑夯土挡墙，如F2010、F2007。同

图一一  园子沟窑洞 F3029

图一二  园子沟 F37 和 F38 紧邻

图九  主室为窑洞的 F2016、F2017 内的柱洞

图一〇  园子沟窑洞 F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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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外间可以保护窑脸不被雨水侵蚀，一举多

得。此与后世廊窑有异曲同工之妙[21]。

（五）房屋组合

房址之间如相距过近（一般生土墙厚不

宜小于3米），就不太可能是窑洞。因为根据

窑洞的轴向受力特征，需要有足够宽度的窑脚

来支撑拱顶。一般采用增加边墙的厚度，或预

留足够厚的生土墙壁，来保证其上部的拱或穹

隆稳定。老虎山F37、F38均叠压于四层下[22]，

二者仅隔30厘米，无法支撑拱顶（图一二）。

因此，这两座建筑不会是窑洞。同理，园子沟

Ⅲ区F3040和F3022都是开口于②层下，二者紧

靠，也不应是窑洞。从平面形制、柱洞、无生

土堆积等方面，亦可验证上述房屋不是窑洞。

三、坡地地穴建筑民族志佐证——地窨子

流传至今的地窨子，十分切合前文所描述

的“半窑洞式建筑”，即在坡地或平地上，横

向开凿出全部或部分露天坑穴，顶部另行封盖

的建筑。实际上，地窨子为介于横穴与竖穴之

间的一种人工顶的地穴居住形式。《旧唐书》

彝的平营、新疆部分地窝子等。本文统称地窨

子，大多数为半挖于地，或有全埋于地者。

（一）半埋于地的地窨子

半埋于地的地窨子多建在缓坡上。顺坡就

势，横向、竖向结合开挖出一簸箕形地槽（图

一三、一四）。正面设门窗（图一五）。由

此，房屋四周有一面对外纳阳通气，另三面则

半掩入地以护壁保温。进入地窨子就像进入地

面上的平房一样，无需楼梯或爬梯，没有地下

的湿气，采光方便，适宜人居[24]。

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也都有采用类似地窨子

的建造方式。如挪威西部山区的地窨子[25]、意大

利阿尔卑斯高地上季节性牧场小屋[26]。与寒冷地

区相反的非洲坦桑尼亚北部，属热带草原气候，

也使用地窨子。伊拉库人（Iraqw）和戈罗瓦人

（Gorowa）在斜坡上建造平面方形的房屋，一半

或完全挖在地下。其后墙、部分侧墙依生土壁，

屋顶由柱子支撑，上覆篱笆抹灰[27]（图一六）。

（二）全埋于地的地窨子

此类地窨子通常建在较陡的山边，如窑

洞一样横向开挖，多采用梁柱（墙）的体系盖

顶，屋架不高出地面，屋顶覆土，下部构造同

图一三  半埋于地的地窨子剖面示意图 图一四  开挖簸箕形地槽

图一五  半埋于地的地窨子 (黑龙江抚远）

a. 地窨子正面  b. 单开间地窨子平、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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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山 水 掘 地 ， 架 木 于

上”[23]，或与此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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窨子还有大凉山游牧黑

窑 洞 。 如 吉 林 抚 松 的 一 个 地 窨 子

（图一七），横向开凿于山边，为

创造足够高度的土壁，前部开挖有

类似前庭的空地，土穴顶上顺坡搁

置檩条，置椽覆土。

值得一提的是当地保温保湿的

地窖。剖面往往呈袋状，外观只有

一个小洞口，利于隐蔽，也作为避

难之所。由于地窖的壁面通常也是

向上内收的。因此，不能因壁面内

收，进而就判断其顶部一定是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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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顶（窑洞）。

（三）地窨子建造特征

地窨子可为“半窑洞式”建筑的代表。浅

的地窨子半挖于土中，半架于地面；深的地窨

子大部挖于土中，其后壁可高于2米，可直可

弧，其上盖顶覆土而成。

与窑洞相比，地窨子选址相对自由，对土

质要求不是很高，山势无论平缓、陡峻，甚至

平地都可建造。缓坡地带，最为适合。但有时

因土质不好，特别是在有冻融的地带，需要一

定材料作护壁。相对而言，开凿地窨子技术要

求低，简单的工具就能很容易地建造房屋。

四、窑洞与坡地地穴建筑遗址判断

（一）分布及土质

黄土高原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一带，其地

适宜开挖窑洞，同时也适合开挖地穴。窑洞若

建造在老黄土中，更为牢固。

地穴对土质要求不高，故其分布相对较

广。坡地上也可以搭建简单的地穴如地窨子，

图一六  伊拉库人 (Iraqw）和戈罗瓦人 (Gorowa）的地窨子

(坦桑尼亚北部）(据注释 [27] 图 104 改绘）

图一七  全埋于地的地窨子平、剖面图 (吉林抚松）

特别是表层黄土（马兰黄土）力学性能差，尤

适宜。土窑洞一般无须支护壁面。而坡地地穴

因为建在表层土中，边坡如无支护，易塌方。

同理，只要壁面支护完善，坡地地穴在其他非

黄土地带也可建造。如在严寒地区，为减少冻

融破坏，选择砂土地建造比粘土更好。

（二）生土堆积

一般而言，窑洞覆土厚度的要求是其跨

度≤窑顶厚度[28]，可保持拱顶土体的稳定。

一些特殊情况下，如拱顶挖在料礓石层下

面，覆土可以减至1.5～2米[29]。因之，遗址

中有大量生土堆积是判断窑洞遗址最重要的指

标。如果仅有少量生土，要分清楚是壁面还是

顶部坍塌堆积。

当然，如果冲蚀严重，也可能发现不了生

土堆积，故还要结合下述遗迹现象综合考虑。

（三）地形特征

为保证拱顶覆土，山地坡度越陡越利于建

造窑洞。在黄土分布地带，其峁状丘陵顶部坡

度一般为15～25°，峁边缘以下坡度在35。以上
[30]是适合建造窑洞的地带。而如果地形较缓，

则需通过增加前院的开挖深度以获得主室掏挖

厚度。不过，在黄土斜坡上切层开挖，平基建

宅，会严重破坏自然边坡的稳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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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地穴则是坡度平缓至陡峭均可，

切土较少，对原地貌破坏不大。如东北西团山文

化发现的房址，平面呈长方形，建在稍隆的岗

地，房基从半地穴逐渐上升，并趋于接近地面成

为浅地穴式[31]，应是类似地窨子遗址。

此外，窑洞对防水要求更高，往往会选择在

分水岭附近；而坡地地穴的地形选择较自由。

（四）平面形制及其组合

理论上作为居住的窑洞，一般跨度不大于4

米，进深5～12米不等[32]时，最为合理和省工。

民族志资料也显示，一般窑洞多呈长方形（少

量弧形或斜长方形），进深大于开间，垂直于

坡地开挖。如果开间大于进深，很不经济。因

为已经费力开挖了高崖面，往里多挖一、二米

扩大使用面积也不难。因此，现代拱券顶窑洞

可以在不改变其横向跨度的前提下，不断延伸

其纵向进深来扩大室内面积，此优点是穹隆顶

窑洞不具有的。

为保证一定的崖面高度利于进出，地形坡

度越平缓，窑洞室外前部空间就越长；而坡地

地穴室外前部空间则可以随意。

另外，房址与房址之间的间距，也可用于辅

助判别窑洞与地窨子。窑洞为保证窑腿（特别是

拱肩土）具有一定的强度，窑洞间的间距易大于

窑洞跨度；而地穴则可并联或相互紧邻。

（五）柱洞

就拱券或穹隆顶的受力特性而言，无须立

柱，故窑洞里的柱洞不是必要的。

但有时窑洞里也存在柱洞。这些柱洞或有

一种解释是，因在离石黄土的上层和下层有时

会出现不规则节理面，将土体切割成块状，挖

窑时易产生土块块体坠落、塌裂。因此，就需

要采用木柱支撑短檩，以确保安全[33]。前文已

述，为支顶挖柱洞虽可行，但操作化简为繁，

不合理，常规采用垫础石处理。值得注意的

是，据民族志资料，室内隔断、棚架之类的设

施，也会产生柱洞。

坡地地穴因人工支撑屋顶，常见柱洞；并

且其多少、排列类似于地面建筑，应有一定的

规律性。除规模小、土质较好地带，可以土壁

直接承重檩条外，大多柱洞规则对称或于房屋

中间、前后单独立柱。

（六）剖面形状

窑洞壁面有直线也有弧线，因窑洞拱顶

的高度（即矢高）受土质影响，在相同跨度

下，土质密实度越差，矢高越大，反之亦然。

因此，图三中尖拱和抛物线窑洞往往建在土质

较差地带。但是，土质较好处的土穹窿顶，其

壁面也可能是弧线。很多地窖，壁面也向上内

收。因此，不能仅因为墙壁向上弧形内收就认

为是窑洞[34]，还需要根据地形、平面形制、柱

洞、生土堆积等其他因素来共同判断。 

再如，甘肃宁县阳坬遗址F5[35]、镇原县常

山遗址H14[36]，壁面虽内弧，仍属地穴。只是

后者立柱后空间及入口狭小，不似住室。

以上几方面仅为判别窑洞与坡地地穴的参考

依据。先民们如在未掌握建造规律之前，或也会

出现特例，这需我们在具体工作中仔细甄别。

五、小结

本文在对窑洞与地穴的分类基础上，从

地形的角度结合地穴建筑结构特点，把史前类

似地窨子的坡地建筑归属为地穴建筑，并提出

了黄土地带窑洞与坡地地穴遗址甄别与土质、

生土堆积、平面、柱洞等密切相关，可为相关

坡地建筑遗址的判定、复原提供些许思路。同

时，我们也意识到，坡地地穴建造便捷，不少

用于季节性住宅中；窑洞建造技术相对较高。

由于二者各有适应的建造条件，且造型无法展

现巍峨壮丽，故多为平民经济实用住宅或工

坊，此可为进一步判断聚落性质提供参考。

坡地地穴建筑充分利用自然地形，在较

少的物力、人力条件下，创造了相对舒适的居

住环境，体现了先民居址生态的多样性及其建

造智慧。由于地穴建筑种类较多，本文重点探

讨的是类似地窨子的坡地建筑，其他类型的建

筑，有待今后考古发掘中，得到进一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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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需要建筑学者积极投身到田野考古一

线，去发现和提取更多的单体和聚落建造科学

技艺及历史文化信息，这应是未来从事建筑考

古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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