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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福建民居受福建所处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条件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
方风格和丰富的建筑文化内涵，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本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即以中国东南民系的形成观念来重新诠释福建民居，研究构成“闽海系”的
福建六大民系所具有的建筑文化特性。
　　现存的以明、清两代为主的福建民居，不仅有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尚书第”、“大夫第”、
“进士第”、“九厅十八井”等大型府第，也有聚族而居、粗犷雄伟的土楼、土堡，还有许多坐落在
山坳林间、点缀在幽谷溪畔，建筑布局活泼自由的民间小舍，更有不少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和谐、空
间布局富有变化的民居建筑聚落。
福建民居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施工，显示了福建独特的地方建筑特色和建
筑装饰手段，广泛地集中了传统建筑营建经验而世代相传，体现了民间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
艺。
某些独特的布局形式及营建手法，至今在许多地区新建住宅时仍被沿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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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志坚，男，福建省漳州市人。
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工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民居、闽台传统建筑理论研究等工作。
现任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带头人。
　　发表《福建传统民居的地方特色与形成文脉》、《传统与继承》、《福建客家土楼形态探索》、
《地域文化与福建传统民居分类法》、《闽海系民居研究的进程与展望》、《闽海系形成原因探析与
地域文化》等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闽海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
与形态》、《中国廊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构成》、《中国民族建筑概览（华东篇）》、《佛塔
之国缅甸》6部，协编三部。
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
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
会生土建筑分会副会长，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建筑师学会副会长，福
建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立法工作专家组成员、福建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福州市文化局文
物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厦门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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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前言第一章　福建的历史与自然地理环境第一节　福建的历史沿革一、闽越国的兴衰二、中原汉
人移民入闽和福建的开发第二节　自然条件对福建民居的影响一、福建的地理环境二、福建的气候条
件三、福建地方建筑材料第二章　福建民居的分类与建筑文化第一节　闽海系与客家系形成过程一、
民系二、南方民系三、闽海系四、客家系第二节　福建民居的分类一、中国民居分类方式研究状况二
、方言形成与福建民居分类第三节　福建各区建筑文化一、闽南区建筑文化——海洋文化二、莆仙区
建筑文化——科举文化三、闽东区建筑文化——江城文化四、闽北区建筑文化——书院文化五、闽中
区建筑文化——山林文化六、客家区建筑文化——移垦文化第三章　福建社会形态与民居的类型第一
节　福建家族社会形态一、家族概念与家族形成渊源二、形成家族制度的基本要求三、家族制度对福
建民居建筑的影响第二节　闽文化源流一、闺越文化遗风二、中原文化传入三、宗教文化传播四、海
外文化冲击五、闽台文化交融第三节　闽学的发展及其影响一、闽学发展概况二、闽学对闽文化形成
的影响第四节　福建民居的形制一、构成福建民居形制的要素二、福建民居的平面类型第五节　风水
理论对福建民居的影响一、风水理论及其两大流派二、风水理论对福建民居的影响第四章　福建民居
聚落与形态第一节　聚落选址布局一、山地聚落二山环水依的聚落第二节　聚落空间布局形式一、以
祠堂为中心的聚落布局二、内向封闭的聚落布局三、以宗教庙宇为纽带的聚落布局四、以街市为中心
的聚落布局五、“风水”影响下的聚落布局第三节　聚落空间结构与序列一、单核心的向心结构二、
多核心网络结构三、线形结构第四节　空间节点景观一、水口节点二、公共空间三、单体节点第五节
　聚落实例一、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武夷山市武夷
镇下梅村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尤溪县洋中镇桂
峰村五、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福安市溪潭镇廉村六、福建历史文化名村——光泽县崇仁乡崇仁村七
、福建历史文化名村——连城县庙前镇芷溪村八、福建历史文化名镇——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九、福
建历史文化名村——福安市社口镇坦洋村十、福建历史文化名镇——泉州市安溪县湖头镇第五章　闽
南民居第一节　闽南民居的分布与类型一、爬狮和四点金二、“三间张”和“五间张”三、闽南土楼
第二节　闽南民居的装饰特征一、外部材料多以红砖为封壁外墙二、精巧的石雕饰三、丰富生动的屋
顶轮廓四、山墙装饰五、出砖入石六、大牡蛎壳墙第三节　实例第六章　莆仙民居第一节　莆仙民居
的分布与类型一、单体建筑二、连体大厝三、鸳鸯厝四、生土新民居第二节　莆仙民居的特征一、以
主厅堂为中轴线的对称式平面布局二、封闭的建筑外观与开敞的内部空间相结合三、以木构架为承重
，生土墙为围护的结构体系四、在主厅堂两侧加纵向通道五、砖石间砌六、红壁瓦钉七、满装饰第三
节　实例第七章　闽东民居第一节　闽东民居的分布和类型一、“多进天井式”民宅二、“柴栏厝”
木屋三、“一明两暗”式四、“四合院”式五、院落式民居与土堡组合第二节　闽东民居的特征一、
纵向组合的多进天井式布局是福州民居常见的布局形式二、封火山墙是闽东民居最具特色的外部特征
三、福州民居的“城市瓦砾土”墙四、福清民居的”金包银”墙五、宁德木悬鱼第三节　实例第八章
　闽北民居第一节　闽北民居的分布与类型一、天井式二、“高脚厝”式三、“三进九栋”式四、在
本地建筑模式上模仿外地样式第二节　闽北民居的特征一、所有建筑均由木梁柱为主要承重构件二、
民居最后一进是楼房三、建筑依山就势、层层跌落四、丰富多彩的马头墙五、工艺精湛的砖雕艺术六
、厚重朴实的夯土墙第三节　实例第九章　闽中民居第一节　闽中民居的分布与类型一、“一明两暗
”型二、“三合天井”型三“土堡围屋”型四、“联排屋”型第二节　闽中民居的特征一、木构架为
民居常用承重结构二、木板隔墙为民居常用填充结构三、围廊式土楼和院落式民居巧妙结合第三节　
实例第十章　客家民居第一节　客家民居的分布第二节　客家民居的类型与特点一、客家土楼二、“
九厅十八井”式民居第三节　实例第十一章　福建民居的装饰与文化第一节　传统建筑与建筑装饰的
关系第二节　建筑雕饰的题材第三节　福建民居装饰的表现形式一、石雕二、木雕三、砖雕四、泥塑
五、剪粘六、交趾陶七、水车垛主要参考文献后记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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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福建民居》编辑推荐：优秀的传统民居，既有历史和文化价值，又有实用和艺术价值。
现存的以明、清两代为主的福建民居，不仅有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尚书第”、“大夫第”、“进
士第”、“九厅十八井”等大型府第，也有聚族而居、粗犷雄伟的土楼、土堡，更有许多坐落在山坳
林间、点缀在幽谷溪畔、建筑布局活泼自由的民间小舍，还有不少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和谐、空间布
局富有变化的民居建筑聚落。
福建民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施工，显示了福建的地方建筑特色和建筑装饰手段，成为广大群
众喜爱的生活场所。
福建民居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广泛地集中了传统营建经验而世代相传，体现了民间能工巧匠的聪明才
智和高超技艺，某些独特的布局形式及营建手法，至今在许多地区新建住宅时仍被沿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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