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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先秦以前，相传中华大地上主要生存着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最终
华夏集团取得了胜利，上古三大文化集团基本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强大的部族，历史上称为夏族或华
夏族。
春秋战国时期，在东南地区还有一个古老的部族称为“越”或“於越”，以后，越族逐渐为夏族兼并
而融入华夏族之中。
秦统一各国后，到汉代，我国都用汉人、汉民的称呼，当时，它还不是作为一个民族的称呼。
直到隋唐，汉族这个名称才基本固定下来。
历史上的汉族与我国现代的汉族的含义不尽相同。
历史上的汉族，实际上从大部族来说它是综合了华夏、东夷、苗蛮、百越各部族而以中原地区华夏文
化为主的一个民族。
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带又出现乌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南方又有山越、蛮、
俚、僚、爨等族，各民族之间经过不断的战争和迁徙、交往达到了大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民族。
汉族地区的发展与分布汉族祖先长时间来一直居住在以长安京都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即今陕、甘、晋
、豫地区。
东汉——两晋时期，黄河流域地区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永嘉之乱后，大批汉人纷纷南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
当时大量人口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他们以宗族、部落、宾客和乡里等关系结队迁移。
大部分西移到江淮地区，因为当时秦岭以南、淮河和汉水流域的一片土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也有部分人民南迁到太湖以南的吴、吴兴、会稽三郡，也有一些迁入金衢盆地和抚河流域。
再有部分则沿汉水流域西迁到四川盆地。
隋唐统一中原，人民生活渐趋稳定和改善，但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和交往仍较频繁。
周边民族人民不断迁入中原，与中原汉人杂居、融合，如北方的一些民族迁入长安、洛阳和开封、太
原等地。
也有少部分迁入陕北、甘肃、晋北、冀北等地。
在西域的民族则东迁到长安、洛阳，东北的民族则向南入迁关内。
通过移民、杂居、通婚，汉族和周边民族之间加强了经济、文化，包括农业、手工业、生活习俗、语
言、服饰的交往，可以说已经融合在汉民族文化之内而没有什么区别。
到北宋时期，中原文献中已没有突厥、胡人、吐蕃、沙陀等周边民族成员的记载了。
北方汉族人民，以农为本，大多安定本土，不愿轻易离开家乡。
但是到了唐中叶，北方战乱频繁，土地荒芜，民不聊生。
安史之乱后，北方出现了比西晋末年更大规模的汉民南迁。
当时，在迁移的人群中，不但有大量的老百姓，还有官员和士大夫，而且大多是举家举族南迁。
他们的迁移路线，根据史籍记载，当时南迁大致有东中西三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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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民居丰富多彩，而东北民居是中国传统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背
景下，有鲜明的建筑特色。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东北各地区各民族传统民居的整体布局特点、空间组合特征、营造技术和装饰艺术
等，总结了东北传统民居建筑与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反映了东北各民族民居建筑文化的独特性和关联
性，并对东北传统民居的借鉴和发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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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立军，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系主任，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
1984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后哈工大）建筑学专业，1992年取得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设计
及理论专业硕士学位。
曾主编《建筑设计基础》，参编《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中国民居建筑》等，并在《建筑学报》、
《城市规划》、《华中建筑》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民居、旧建筑再利用和历史街区建筑更新改造设计等，
期间主持完成多项研究课题。
陈伯超，现供职于沈阳建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兼任中国建筑学会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
辽宁省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满族建筑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
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理论、建筑历史及建筑遗产保护、城市规划与设计等。
出版学术著作24部，发表论文123篇；主持完成工程设计项目90余项；主持完成科研项目55项。
30余项成果获国际、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张成龙，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现任吉林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助理职务。
1984年毕业于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专业（工学学士），1990年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
专业（工学硕士）。
现被聘为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建筑师学会会长。
荣获吉林省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孙清军，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主要研究领域现代建筑形式理论、工业建筑设计理论及方法、商业建筑设计研究。
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环境心理学会会员。
从事建筑教育三十年，主讲过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工业建筑设计原理、建筑造型导论、房屋建筑学等
多门本科、研究生课程。
先后参与编著五本专著，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金虹，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主要从事绿色／生态建筑、村镇建筑等领域的研究。
主持完成多项国际、国家及省市级科研项目。
其中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作为中方项目技术负责人完成一项法
国全球环境基金会资助的中法合作项目研究，作为负责人主持两项“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
项目子课题。
主编《房屋建筑学》、《建筑构造》，发表90余篇学术论文，多次获得国际、国家及省市的各种奖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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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内表面用砂子加泥，以抹布沾水抹光，这样可以使烟道内烟气流通毫无阻碍，升温更快，外部
涂以白灰或石膏。
对于火墙的维护至关重要，不能使之受潮，须经常掏出洞内烟灰。
如果不常掏烟灰，不仅会缩短火墙的寿命，而且积聚时间太长，烟灰结块容易燃烧，造成火墙爆炸。
火墙是很便利的采暖设施，构造简单，外观上和室内隔墙并无不同。
火墙的最大优点是散热量大，散热面积在室内占较大部分，因而温度比较平均，灰土较少，并且火墙
的建筑位置、大小可以随意，有一定的灵活性。
但火墙也有一定的缺陷，使用时温度过高，燃烧耗材量大；同时使用燃料的种类较少，只能用煤、木
材，其他燃料都不适用。
“冷桥”是现代建筑冻害中存在较多的一种形式，它主要是由于构造不合理，建筑外围护结构局部墙
体过薄或用材不当使得建筑局部导热系数过大而引起热量损失，而东北传统民居很早就考虑了这类问
题。
例如满族民居位于建筑外墙部位的柱子全部埋在墙体之内，这种特殊的做法是为了防止在柱子处产生
“冷桥”，提高保暖性能，同时柱子也能免受外力损害。
而汉族的民居中，砌墙时在平面上砌一个“八”字形的豁口，把木柱暴露在外面，这样做是为了防止
木料受潮腐烂。
这种墙柱位置关系的不同，充分体现了不同气候对建筑形式的影响。
由于墙体砌筑灰浆不满不实，不仅影响砌体的强度，而且会造成墙体透风，直接影响墙体保温效果。
窗口窗框周围与墙体的连接处普遍存在渗透缝，由于砂浆与墙体及窗框材料的差异，很难避免干缩开
裂，透风是不可避免的，而传统民居中采取砖口包框的啮合连接则避免了直缝贯通，减少了冷风与雨
水渗透。
如今，由于施工繁琐而被简化。
东北地区冬冷夏热，温差极大，这就有可能因温度的变化和低温的作用而造成建筑冻害。
这里的冻害一方面是指由于温度变化而造成建筑构件热胀冷缩的变形和损坏；另一方面是指由干建筑
构件内部或建筑构件之间的湿度变化，使水汽潮气遇冷结冰体积变大，造成建筑材料性能的改变和构
件的变形与损坏。
冻害造成的损坏或裂缝不仅会影响到建筑的寿命，也会极大地增大热损耗。
夯土墙是东北传统民居常采用的墙体类型，雨水残留在墙体中是不可避免的。
东北地区的昼夜温差极大，尤其在冬季，晚间气温极低，这样残留在墙体中的水分就会结冰使体积膨
胀，反复的冻融循环容易引起墙体开裂。
而在黏土中加入稻草可以使砌块空隙率增大，具有弹性，这样即使有残留水分结冰，也可以有效地减
小墙体的破坏。
另外东北传统民居平面规整，以长方形为主。
温度变化时，各处受力较均衡，不易出现因某处受力相对其他地方过大而引起的墙体开裂等冻害现象
。
同时广泛采用的火炕、火墙等采暖措施，有助于防止冻害。
室内的炕体对直接与外界接触的墙体有一定的热保护作用，避免其温度过低，也有效地减轻了冻害的
影响。
墙体内部充满灰浆，吸湿能力强，而且其极强的粘结力，足以抵抗因热胀冷缩而引起的应力变化。
东北传统民居采用以木结构为主的承重形式，榫卯坚固，柔韧性好，山墙处也用壁柱加以固定，所以
整体性强，不易因温度变化而引起变形破坏。
另外还通过比较深远的出檐，防止雨水过多地积聚在防冻害的薄弱环节——墙脚。
4.特殊的屋面形式研究建筑屋面对气候的适应，需要从屋面与日照、风、雨、雪的关系及其保温、防
水的性能等方面来考虑。
东北传统民居的屋顶按屋面材料分有瓦顶和草顶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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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屋面一般采用小青瓦仰面铺砌，瓦面纵横整齐。
瓦顶的屋脊上，有的用瓦片或花砖做些装饰，梁头、椽头皆不做装饰。
它不同于北京地区采用合瓦垅，其原因是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冬季落雪很厚，如果采用合瓦垅，垅沟
内会积满积雪，雪融化时，积水侵蚀瓦垅旁的灰泥，屋瓦容易脱落。
特别是经过反复的冻融，更易发生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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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分布于我国东北各地的民居是我国传统民居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建设快速发展，许多老宅被拆改和破坏，所以对东北地区传统民居的保护
及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但由于东北地区地域广阔，给本书的调研工作带来了较大难度；此外，关于东北地区传统民居的现有
资料较少，主要有张驭寰的《吉林民居》等，本书的成稿可以说是完成了一份初步的答卷，让大家对
东北传统民居建筑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不完善之处还有待进一步补充。
本书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吉林建筑工程学院三校跨越距离的障碍，通力合作完成的
，各校参与人员都为本书付出极大的精力与心血，可以说此书是三校集体劳动的结晶。
参加完成此工作的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周立军（哈工大）、于立波（黑龙江科技学院）、张剑锋
（黑龙江东方学院）第二章：周立军（哈工大）、李同予（哈工大）第三章：陈伯超（沈建大）第四
章：张成龙（吉建工）、莫畏（吉建工）、韩宁（吉建工）第五章：孙清军（哈工大）、高萌（哈工
大）、李丹（哈工大）第六章：金虹（哈工大）、周春艳（吉建工）另外还要真诚感谢参与全书图文
整理过程的李丹同学，还有参了部分图像绘制工作的岳乃华同学、及为本书多次外出选行调研工作的
李同予、高萌等同学，还有社会各方支持，在此不一一列举，一并表示真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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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北民居》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学会民居建筑学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陆元鼎总主编，各分卷主编为长期从事民居研究的国内专家。
全套丛书精心编撰，集数十年民居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知识性，可供建筑工作者、建筑院
校师生、民族学工作者、历史学者、美术工作者和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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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