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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桓台八里村，明清村落布局演变成的近代村庄

我我们们四四十十年年前前的的““家家””
桓台县唐山镇八里村位于淄博市偏

北部，整体风格体现了平原地区旧时村落
的居住形态和空间分布。它继承了明清村
落的布局，又融入了近代村落的变化；在
四十多年前，淄博农村普遍都是这样的风
貌。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样原汁原
味的古朴村庄已所剩不多。

八里村是山东平原地区村庄的代表。
民居为传统的一进院落，院子敞亮，一溜
五六间北屋，堂屋，灶间、卧室、杂间都包
括了；然后再以北屋为界限围一个很大的
院子，门楼位于院子的东南角，是独立形
成的门楼，门楼两侧都是围墙。

村庄的公共设施和场所，如水井、磨
房、桥梁、庙宇、场院、祠堂、戏台等的布局
体现了传统农耕文化的底蕴和当时的社
会经济生活。

当地民居另一大特点是草房顶。这种
草房顶使用麦秸草一层层苫成，屋脊的中
间压一道大瓦。草房顶保暖隔热性能极
好，使用几十年没有问题。过去换草顶都
是新麦收完后的夏天，用新的麦秸草重新
苫上顶子，新换上的草顶黄灿灿的，散发
着一种特有的香味，让人感到舒服无比。

桓台县唐山镇八里村在民国以前的
住所形制多是土木结构的建筑物，这是对
明清古老建筑形式的承袭。到民国时期，
在保留传统的土木结构立体院落式低层
建筑的同时，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开始出
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旧房老屋得以保留，
但随着条件好转，新时期的砖瓦房也开始
在村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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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一座门楼已被侵蚀的很厉害。

▲以前每家灶台旁都会有个大大的风箱。

▲八里村的土房子是典型的山东平原地区村庄建筑。

▲草房顶冬暖夏凉还很耐用。

▲废弃的碾盘曾为村民一日三餐立下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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