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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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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重义，湖南沅陵人，1929年出生。
1953年天津大学建筑系毕业。
1953～1983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
1983年调北京建工学院建筑系任教，现已退休。
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旅游学会监察委员，北京海淀区古建园
林协会副理事长，曾任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客座教授及中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评审委员，日本
公园绿地协会访问学者。
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园林、中国传统民居和古村落、古建筑、中国风景名胜区的研究。
主持过的工程如下：圆明园遗址公园——长春园总体规划：国家重点风景区——湖南张家界武陵源—
—索溪峪风景区总体规划；国家重点风景区——浙江楠溪江风景区总体规划；国家重点风景区——河
北野三坡风景区总体规划：日本东京国际会议中心竞标建筑方案设计：北京世界公园日本园总体规划
及建筑设计：河南三门峡白天鹅观赏园总体规划及建筑设计；宁夏银川西湖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北京
密云万景园风景区总体规划；湖南会同县粟裕纪念馆建筑设计；参与深圳世界之窗总体规划。
主要著作：《居住建筑设计原理》（与张守义等合编）、《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湖南湘西风景
资源开发研究》、《论中国建筑环境中的传统中介文化》、《湘西民居》、《中国旅游嘲络纲要》、
《一代名园圆明园》（与曾昭奋合著）、《圆明园园林艺术》（与曾昭奋合著）、《瓷韵——中国陶
瓷的微观世界》（与陈映华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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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村落的形成缘于人类社会漫长的生存衍进过程。
早在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就已具有群居的生活习性，早期直立人到旧石器时代的元谋猿人、蓝
田人、周口店北京人都经历50万～200万年以上从少数群居，逐步进化到史前聚落。
这一漫长的衍进过程，出于人类对生活不断的追求，自身的繁衍需求，对大自然的抗争所致。
人类族居群落的远古社会，为了生存，择地而居，寻找生存空间环境，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所不同之
处，在于人类有了智慧，用智慧开拓新的生活领域，用工具来协助自身躯体。
由利用自然洞穴，到筑木为巢、钻木取火，由生食到熟食，由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
当最后一次冰川时期消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源大大丰富，再不至于为了生存迁徙，长期定居，
繁衍生息，由狩猎走向农垦。
驯化动植物，为发展生产，创造各种生产工具，为改进生活，创造陶器，为改善居住环境，从利用山
洞，到走出山洞，创造适合居住的房屋，由穴居、半穴居到地面架筑房屋，由干栏式木屋到砌筑墙体
。
完成舒适的生活空间。
从个体散居群居逐步走向以“大屋”为中心的母系聚落社会，在无等级差别的集体社会，分工合作，
积累共同生产创造的财富，共享所得，人人有份。
在与自然奋争的过程中，人的主导作用，出现强弱之分、老少之分、男女之分、智与愚之分，社会积
累财富分配上，也慢慢形成分配上的差异，分配差异扩大后，导致权利上不平等，社会形态由母系聚
落社会走向父系聚落社会。
族长、头人、巫师成为这个原始聚落的至尊，掌握这个小社会的权力。
权力支配分配，集体积累的物质财富，在权力支配下，以权、能、智作为杠杆进行分配，突破平等分
配的天平，聚落社会个人财富出现差异，随之而来的是居住环境也有了变化，大、中、小三种类型的
房屋应运而生，小社会有了等级之差，这种大屋已由母系社会时期具有一定公共意义的大房子，转化
成为族长、巫师或头领个人居住多居室的大屋，整栋居住面积达几十平方米之大，远比一般小屋大好
几倍。
房屋的质量相对也高得多。
人对生活的享受欲望是无限的，一般生存物质得到满足后，开始追求精神享受，到新石器中期，权力
促进等级的划分，首领们利用权势为他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有别于一般日常生活必备日用陶器、石
器。
制作一批精美的陶器、石器和专为装饰之用的玉器。
这些精美的工艺品非一般人能享用，而是专为少数几个有权势的头领或巫师制作的。
他生前享用，用以炫耀他们的地位，死后还要随葬带入墓穴。
在这些有权势人物的墓穴中常可以见到几十件或上百件的随葬品。
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已经由装饰品转化成为礼仪器物，形成一种礼仪文化传递到后世。
由母系聚落开始，人们为了防御野兽和自然洪灾，用集体的力量挖筑墙壕。
为了安居，他们利用土堆筑的墙和壕沟，作为防御体系，把整个聚落圈在这个固定的范围内。
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地处自然生态条件较优越的聚落，生产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财富积累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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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村探源:中国聚落文化与环境艺术》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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