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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讲座的方式，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民居的历史、类型、结构和空间细部等内容。
共分三十讲，从民居的历史发展、结构形式到装饰手法，全面而系统地展现读者面前。
着重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民居类型，如干阑式民居、汉风坊院、水乡民居、土楼民居、碉楼民居、窑
洞民居，等等。
每讲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
语言平易生动，叙述深入浅出。
逐句阅读，仿佛跟随作者走遍了不同时代、类型、地点的民居建筑。
同时，民居建筑的理论知识也在不知不觉中丰富了。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民居研究，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摄影作品。
同时精于绘画，在大量丰富照片的基础上，添加了许多手绘作品，更加强了本书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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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民居的历史发展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而又历史悠久的国家。
中国民居不但式　　样丰富多彩，分布广泛，而且民居的发展与演变也经过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　　
过程。
　　原始社会虽然生产力低下，建筑更无法与其后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时的　　建筑相比，但它却是
其后各社会形态建筑的基础与发轫。
　　原始社会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两个部分。
旧石器时代由猿人出　　现开始，直到成长为完全脱离低级动物界的人类，其间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
　　的过程，而在这期间的居住空间的发展，也随着人类自身的不断成长而演变　　。
　　猿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基本和现在的大猩猩、长臂猿等类人猿一　　样，生活在茂密的森
林中，而且猿人为了躲避猛兽的侵害，多住在树上，并　　且是几十个人集体生活的群居方式。
其后，经过不断的探索发展，猿人拥有　　了粗糙的生产工具。
生产工具使猿人的生活逐渐向好的方向改变。
同时，居　　住条件也渐渐得到改善。
一部分猿人选择在山洞中居住，而仍在树上居住的　　猿人也对所住“居室”进行了修补，有了“建
造”的意识。
　　无论是居住在树上还是居住在山洞内的猿人，都在不断发展。
生产工具　　也逐渐细致、丰富，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了，人群数量也有所增加，繁衍。
　　人类社会渐渐脱离了群婚方式，而开始有了氏族的萌芽。
不过，就居住建筑　　本身来说，因为生活在树林与山洞中的环境的不同，渐渐发展演化为巢居和　
　穴居两种形式。
其后，直到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居住建筑的发展，基本是　　在这两种形式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形
式。
　　巢居，在原始社会初期，单指建于树上的居住形式。
后来这一概念也包　　括搭建于地面上的、从树上建筑延续而产生的建筑。
所以，一般来说，所谓　　的巢居也就是指底层架空的居住形式。
　　穴居是由自然山洞发展而来的。
当选择居住山洞的人类逐渐发展壮大后　　，一个山洞不再适合居住，便要寻找新的山洞，但自然界
的山洞是有限的，　　人们在无法找到新的山洞时，从山洞的形式中受到启发，开始人工挖掘洞穴　
　。
　　生产工具的发展，居住形式的改变，又促使人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进　　入了新石器时代。
　　从古至今的发展规律来看，居住建筑乃至其他一切事物，一般的进化模　　式在时间比例尺上的
显示为发展越来越快。
原始社会约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　　发展，而其中的新石器时代只占最后的一万年，也就是说新石器
时代在时间　　上只占原始社会的极小一部分，但其居住建筑的发展，无论是在建造技术上　　还是
在发展速度上，却是之前的二二百万年无法比拟的。
　　巢居最先选择在自然生长的单株树木上搭设，到了新石器时代已经可以　　根据生活需要，任意
于地面搭设了。
当然，为了更适合生存，一般选择在有　　水源，可渔猎，方便采集的地点。
人们还根据所选地点的实际情况，分别采　　用打桩、栽柱两种方法，进行地面搭设，并且在建筑的
细致眭上有很大程度　　的提高。
　　由搭建过程，很容易看出其相较于原始社会初期的单株树木巢居的进步　　程度。
它不但使人们摆脱了对自然的单纯依赖，而且形成了一一种较为新式　　的建筑类型与居住方式。
　　穴居形式主要经历了横穴、袋型竖穴、半穴居、原始地面建筑、分室建　　筑等几个阶段。
最早的横穴只是对自然山洞的简单模仿，是对原有土材料的　　削减，是一种除了内部空间和穴口之
外没有更多外观体形的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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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基本是居住在山洞与横穴内。
而其后的　　竖穴、半穴居乃至地面建筑等形式，则是新石器时代住宅形式的发展。
特别　　是半穴居和地面建筑，是以覆盖上面的建筑顶部构造为营造重点的居住空间　　。
除了要利用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及较高的搭建技术外，在材料的使用上更是　　一个飞跃。
因为顶部巨大，在穴内要用木柱支撑，木结构完全起承重作用，　　而且木构架被整齐有序地排列。
这些以绑扎方式结合的木梁及屋面支承结构　　，无疑为其后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奠定了最初的
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
　　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氏族首领，相对前期来说，社会有了私有化的趋　　势。
但基本上还是原始的公有制方式。
而公元前21世纪时，夏朝的建立则彻　　底地结束了原始公有制生产方式，并表明了私有制度的确立
。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出现了，这使得人类内部有了等级的划分，有　　了奴隶主统治阶级，
也有了被统治的奴隶阶级，及一般平民阶层。
身份等级　　的划分，使居住的房屋也出现了不同的等级，奴隶主特别是处于统治阶级顶　　端的君
主，居住在宫廷御苑中，而普通庶民只能居住在较简易的住所里。
应　　该说，中国从此才有了“民居”这一对民间居住形式的称谓，因为民居就是　　相对官式与皇
家建筑而言的。
　　虽然说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相比，居室的发展速度有　　了飞跃，但其实这一
阶段的发展仍是非常缓慢的。
旧的居住模式在夏、商时　　代仍有所延续，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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