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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数十年研究传统民居的成果选编。
《传统民居价值与传承》内容包括传统民居考察与调查研究、传统民居的价值与继承问题探讨、传统
民居的保护与发展探索等。
本书可供广大建筑师、建筑理论工作者、乡土建筑研究者以及建筑院校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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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良文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昆明本土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
曾任建筑学系主任、建工学院院长，原中国文物学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族建筑
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长期从事地方民族建筑及传统民居研究，曾主持过《云南民族建筑与村寨环境的传统继承与更新研究
》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4项、省级项目3项；先后出版《丽江古城与纳西族民居》、《THE
DAI》等专著及主编《丽江古城传统民居保护维修手册》、《丽江古城环境风貌保护整治手册》等；
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有关传统民居研究30余篇；主持相关规划与建筑设计项目4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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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自序 我对传统民居的接触、研究与认识
·传统民居考察与调查研究·
丽江古城与纳西族民居
傣族的生活习俗与傣族民居
西双版纳傣族的宗教意识与村寨布局
云南彝族山寨井干结构犹存——大姚县桂花乡味尼乍寨闪片式垛木房民居考察记
昆明文明街建筑特色探析
培田——客家文化博物村——福建连城培田古村落考察后记
难忘的山寨印象——云南丽江宝山石头城考察记
·传统民居的价值与继承问题探讨·
略论云南的汉式民居
云南民居中的半开敞空间探析
试论传统民居的价值分类与继承——对传统民居继承问题的探讨之一
云南民居中的空间弹性初探
试论云南民居的建筑创作价值——对传统民居继承问题的探讨之二
从彝族民居谈建筑的民族性与地方性
试论传统民居的经济层次及其价值差异——对传统民居继承问题的探讨之三
对传统民居消失与出路问题的思索
云南民居及其环境辨析
试论城市特色与传统民居——对传统民居继承问题的探讨之四
从傣族竹楼谈传统民居的建筑艺术——傣族新民居探索中的构思札记
不以形作标尺探求居之本原——传统民居的核心价值探讨
·传统民居的保护与发展探索·
紧急呼吁
走实验之路探竹楼更新——版纳傣族新民居实验研究札记
关于丽江玉龙广场建设的一些看法与建议
对版纳未来民居、村落与城镇的发展思考
深化认识传统明确保护真谛——在制定《丽江古城传统民居保护维修手册》中的思考
从箐口村的旅游开发谈传统村落的发展与保护——元阳箐口村哈尼寨旅游规划实施前后的思索
传统保护中审美意识的误区辨析——在制定《丽江古城传统民居保护维修手册》中的再思考
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知识交给群众——编写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技术丛书之心得
·相关总结与拾零·
对“云南一颗印”的图版补缺与联想
民居研究学术成就20年
愉悦的回忆——回顾第二届民居学术会议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民居的保护、利用与发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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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民居价值与传承》内容介绍：“传统民居”从空间上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概念，它既指我们
日常所见，特别是农村常见的老百姓的传统住居，也指一些深宅大院及特别的居所（如名人故居及历
史上的住所遗存等）。
　　“传统民居”从时间上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既不是指最原始的住居，也不是指某一特别时段
的住居，而是指发展到今天之前所存在的、已形成一定的文化定式与物质形态的较具典型意义的住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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