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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民居建筑的发展也随之经过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演变，出现了多种民
居建筑形式，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民居建筑的演进如同一本书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原始社会，中国建筑的总体发展是缓慢的。
距今大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原始先民把天然洞穴作为他们的栖息之地。
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自古就有“北穴南巢”的说法，究其根本原因是南北方的气候有差异，南方温
热潮湿，而北方寒冷干燥，因此形成了“北方人住洞，南方人住巢”的现象。
当时代发展到距今大约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终于走出了天然洞穴，出现了搭建房屋的意
愿，随之出现的还有聚落。
人们在聚落里过起了定居生活。
这种固定性的居住形式促使人们对于最初的民居建筑进行了充分的维修与装饰，也基于此民居在一定
程度上有了新的发展。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意味着七千多年前干栏式木架建筑已经出现，同时榫卯技术也在河姆渡遗
址中被使用。
这一技术的使用显示了当时木构建筑的原始技术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国木构建筑从此发端。
而在华夏文明的另一个璀璨文化中心西安也发现了一个距今五六千年的古村落遗址，这就是著名的半
坡村文化遗址。
遗址中的建筑结构有半穴居和地面木架建筑两类。
木骨泥墙式的出现表明了原始建筑技术又进了一步，也I使人们居住的位置从地下向地上转移，为后来
的地面建筑奠定了基础。
半坡文化遗址代表着中国民居发展的一个雏形，其中的一些重要元素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所应用。
    民居建筑是人类最早、最大量、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也是人类最原始又是最持续发
展的一种建筑类型。
民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生存、发展的规律，也反映了当时、当地
的经济、文化、生产、生活、伦理、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哲学、美学等观念和现实状况。
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在建造民居建筑过程中，都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经济能力、民族爱好、审
美观念而因地制宜、因材质用地进行设计和营造，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
民居建筑样式多种多样，有合院式民居、厅井式民居、组群式民居、窑洞式民居、干栏式民居等等。
合院式民居就是以多问并联而成的房屋为基本形式，围绕中心环绕布置，形成各种封闭院落的民居形
式。
这种民居形式作为中国北方地区通用的形式盛行于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其中以北京四合院最为规
整典型。
厅井式民居是南方一种主要民居形式。
其主要特点是四周房屋连在一起，中央围成天井。
厅井式民居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通用形式，尤以江浙、两湖、闽粤为典型。
这种形式的民居在湿热的夏季可以产生阴凉的对流风，改善小气候；同时有较多的室外、半室外空间
来安排各项生活和生产，敞厅成为日常活动中心，而不受雨季影响。
组群式民居往往是聚族而居，形成各式各样的大院落，多存在于粤闽赣交界的客家人村落和广东东部
地区、闽南漳州地区。
这种形式的民居防御性强，同族人居住在一起。
窑洞式民居是一种古老的居住方式，即在黄土断崖地区挖掘横向洞穴作为居室。
因为它有施工简便、造价低廉、冬暖夏凉、不破坏生态、不占用良田等优点。
窑洞式民居主要集中在山西西部及陕西北部。
目前中国的窑洞式民居大致集中在五个地区，即晋中、豫西、陇东、陕北、冀西北。
干栏式民居是一种下部架空的住宅。
它具有通风、防潮、防盗、防野兽等优点，对于气候炎热、潮湿多雨的中国西南部亚热带地区非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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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区。
傣族、壮族、侗族、苗族、黎族、景颇族、德昂族、布依族等很多南方少数民族都在应用。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即中国汉族民居和中国少数民族民居，汉族民居又根据地区分布分为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华东地区，系统地介绍了各个地区民居的历史、类型、结构和空间细部及其作用等内容
。
通过对各地区民居的介绍，对具有代表性的民居类型举例说明，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祖先的生存智慧和创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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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即中国汉族民居和中国少数民族民居汉族民居又根据地区分布分为东北地区、华
北地区、华东地区，系统地介绍了各个地区民居的历史、类型、结构和空间细部及其作用等内容。
通过对各地区民居的介绍，对具有代表性的民居类型举例说明，读者从中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祖先的生存智慧和创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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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族民居作为中国民居中的主流，其分布面积广，类型多样，南北方差异大，因此汉族民居在整个中
国民居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在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有鲜明的建筑特色，并夹杂着中原文化和
满族文化气息，风格简单，粗犷古朴，就如同东北人的性格一样质朴豪爽。
东北汉族传统民居是过去汉族居住东北时，根据生活需要建造的房屋院落，反映了东北汉族民居特色
和生活特色。
因此，东北民居既具有中原汉族传统民居的特性，又具有汉族自身民族文化与当地所处的地域文化相
融合的民族特征。
    首先，从地域环境对于民居的影响来看，东北地区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气候特点较之中
原地区而言，冬季更加寒冷干燥，冬夏温差较大。
因此，这也就决定了东北汉族民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适应东北地区的地域环境，根据
气候特点改进自己的居住环境，尤其体现在对于长达半年之久的寒冷冬季的适应性上。
由于这种特殊的气候环境，造就了东北地区非常丰富的林业资源，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利用丰富的木
材资源建造了俗称：“木楞子房”的井干式房屋作为民居使用。
而平原地带的人们，则利用黏土或碱土建造房屋，这种土筑的民居造价低廉，隔热性和保温性都比较
好，适应当地的气候特点，因而被广为建造。
    其次，东北汉族传统民居的院落空间布局和房屋的建筑形态都较为简单，同时民居的装饰意匠和建
筑材料都透着一股粗犷古朴的气息。
东北当地流传着一句谚语是这样形容他们的民居建筑的“高高的，矮矮的，宽宽的，窄窄的，黄土打
墙房不倒，窗户纸糊在外”。
这其中的“高高的”是指的房屋台基较高，台基高了可以防止积雪，保护基础；“矮矮的”是指房屋
室内的净高要适当低一些；“宽宽的”是指南窗要宽大，以便获得更多的日照；“窄窄的”则是从空
间尺度角度来说的，是指房屋的进深要窄小，这样有利于居室的保温。
    在辽宁复州有许多四合院代表了东北地区的民居建筑。
复州地区历史悠久，明清两代都是州治所在地，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都很发达，建筑也比
较典型。
复州城内保存完整的四合院有马家大院、高家大院、韩家大院等。
这些四合院均粉皮白墙，青砖青瓦，大门两侧有门房，正房前面两侧建有厢房，门墩以及墙脊雕刻有
吉祥图案，建筑布局对称。
    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包括河北省、山西省、北京市、天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主要有丘
陵、平原、山地三个地形带，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华北地区的民居主要以合院式为主，而山区则以窑洞房居多，其中以北京、山西、天津为最典型代表
。
    (一)北京民居    北京四合院是中国汉族民居文化的优秀代表，分布在北京的每条胡同里，与北京的城
市发展密不可分。
北京四合院是北京人世代居住的传统建筑，如果把城墙比作北京的皮肤，故宫比作北京的心脏，那么
遍布全城的四合院就是老北京的血肉。
其院落宽绰疏朗，房屋疏密有度，空间自然天成，景观和谐有致，是极富人文理念的中国传统住宅建
筑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传承着丰富而寓意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历史留
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
    北京四合院源于元代。
元代定都北京后，修建元大都，四合院在那时候便初具规模，直至明清不断完善以更适合居住的要求
。
北京四合院以院落为基本的空间单位，从三合院、单进院，到四进院、五进院，乃至多跨大院，繁简
不一，规模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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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最小的单进四合院只有一个院子，大门一般设置在院落的东南角，四面由房屋围合起来，形成
接近于正方形的“四合房”。
北面是正房三间，一明两暗或者两明一暗，有时两端还带有两问很小的房子，称为“耳房”，南面与
正房相对的是南房三间，东西各有三间厢房。
单进四合院规模虽小，但功能齐全，适合一家三辈居住，祖辈居正房，晚辈居厢房，南房作书房或者
客厅用。
    两进四合院是由两个院子组成，分设前院(外院)和后院(内院)。
大门设在东南角，门内设照壁，照壁西边为前院。
前院相对于后院来说更狭长，且进深浅显，并在南面设置了一排倒坐房，坐南朝北，后墙背朝胡同。
前院和后院之间相隔一道墙，墙壁正中设置垂花门，前后院则以垂花门为标志，进入垂花门，则表明
进入了后院。
后院又称为内院，是整座建筑的主体部分。
内院北面设立高大正房，两侧分设东西耳房，院子东侧为东厢房，西侧为西厢房。
    比两进四合院多一个院落的称为三进四合院。
主要是在内院的北边增加了一个狭长的院落，这个院落被称为后照院，主要由后照房组成，房子的主
要作用是供女眷居住，或者作为佣人以及后勤辅助用房来使用。
三进四合院往往设置后门，其位置是与东南角的正门相对，处于后照房的西北角。
后门的作用是便于通行，从前门进入穿过后门能够从一条胡同穿到另一条胡同上。
能住上三进四合院的人家，至少是中产阶级以上的阶层。
    四进以上的四合院则在三进四合院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总体结构不改变，前院和后照院的位置保持
不变，而是在内院上进行了改变。
在整个院落的纵向上插入不等数量的内院，使得整个院落达到五进、六进乃至七进之多。
在庭院深深的大院中，主人可以做出更多的变化，使整个四合院建筑更加丰富、有序、宽敞。
例如设置两重垂花门；内院只设置正房，除去厢房和耳房的院落显得极为敞亮。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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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疆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尽相同，因此中国民居的多样性在世界建
筑史中也较为罕见。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和地域宽广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多彩
的民居建筑经验，而漫长的农业社会造成了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因此人们为了获得比较理想
的居住环境，则以朴素的生态观，顺应自然和最简便的方法创造了宜人的居住环境。
这种结合自然、结合气候、因地制宜、丰富的心理效应和超凡的审美意境，达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状态。
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情况不同，各地民居也显现出多样化的面貌，但纵横九百六十万平
方公里，孕育了五十六个民族的华夏大地，各地区的民居都有这样的特点，即具有自然质朴的特性，
利用当地出产的材料，密切结合气候和地形、环境等自然因素来建造的。
    通过对民居地域上的划分和民族上的划分，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民居、欣赏民居也是与民居的一种沟
通。
本书通过60多张图片配合通俗易懂的文字叙述，或整体概述，或细致介绍，脉络清晰地介绍了丰富多
样的我国各民族民居。
而我国传统建筑中，民居虽然不是最具代表性、最华丽精美的建筑类型，但却是历史最悠久、使用人
口最多、分布面积最广的建筑类型。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通过对各个地区民居的了解，同时也能了解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文化。
    在这本书完成之际，回顾中国民居的发展之路，从上古穴居到现在的高楼大厦，我深感社会发展速
度之快。
当大量的优秀传统民居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把中国传统民居这
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保护好，并能够将它传承下去。
虽然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要求我们建造更好的、更舒适且更适应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的房子，但保护和
传承的责任是我们始终不能推卸的。
而现代社会屋檐下的人们，也可以通过中国传统民居了解更真实的社会发展状态，更全面地了解中国
深厚文化的内涵，更细微地感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
    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其内容不属于“研究”那样的学术领域，但在写作过程中诸如资料搜集
等环节得到了许多老师们和朋友的帮助，在此衷心致谢。
在某种程度上，这本简约朴素的读物作为一种载体，把中国传统民居的特色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在快速发展的今天，中国传统民居的许多方面仍然可以为现代以及未来的民居建筑创作提供有益的参
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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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郭爽的这本《民居民俗》通过60多张图片配合通俗易懂的文字叙述，或整体概述，或细致介绍，脉络
清晰地介绍了丰富多样的我国各民族民居。
而我国传统建筑中，民居虽然不是最具代表性、最华丽精美的建筑类型，但却是历史最悠久、使用人
口最多、分布面积最广的建筑类型。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通过对各个地区民居的了解，同时也能了解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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