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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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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一两晋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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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东移到江准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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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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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居是最为常见的建筑类型之一，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
各地的民居常常呈现出鲜明的地方风格。
江苏自然条件优越，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极为发达，因而造就了当地民居的典雅和精致。
虽然密切的交流使江苏民居在宏观上已趋于同一，但如同民风、习俗始终顽强地保留在当地居民的日
常生活之中一样，不同地区特殊的处理手法也使江南、宁镇、江淮及苏北的传统民居在统一中显现出
差异与变化。
    本书首先对江苏的风土、气候、历史、文化做了扼要的介绍；继而回顾了江苏从民居到聚落、村庄
、市镇、都市的演变概况，并介绍了它们的风格与特征；再对地域文化特征明显的江南、宁镇、江淮
及苏北四大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民居实例予以分析，探讨它们的空间格局、结构方法以及装修特点，
以期让读者有一全面、概括的了解；最后就传统民居、历史村落、城镇、街区的保护提出作者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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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元朝统治的九十余年中，江苏与我国许多地区一样，未能使社会保持像宋代那样的发展。
到朱明王朝的建立，江苏又迎来新的辉煌时期。
由于朱元璋的反元势力的兴起是在安徽、江苏北部一带，因此在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南
方割据势力后即在“六朝古都”南京建都，并挥师北上逐步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尽管燕王朱棣即位后不久将都城迁到北京，但南京依然作为“留都”而继续对周围地区施展影响。
明代前期的百余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在经历了恢复、发展之后逐渐显示出繁荣的景象。
当时苏南太湖流域人口密度已达到全国最高，其赋税之重也名列全国之首。
　　清初，江苏境内爆发剧烈的反清斗争，许多地方惨遭战争破坏，扬州、苏州等城市都曾一度受到
严重摧残。
由于当时的江苏尤其是苏南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所以在战争平息
后不久即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康乾盛世”的到来，以康、乾两帝南巡为契机，江苏尤其是南部地
区迅速繁荣，再现并超越了昔日的辉煌。
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兴起，并迅速席卷南方数省，不久建都于南京，之后与清军在江苏南
部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战争，致使繁华的江苏再遭破坏。
　　进入近代社会，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将香港割让给
了英国，同时被迫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开放为通商口岸。
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我国的传统文化开始发生蜕变。
江苏因地处东南沿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率先受到影响；而当地历史上文化发达，让人们有感于清
代末年的国运衰落，奋发图强，也期望用西洋文明来振兴国家，于是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走上
了近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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