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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年初，我们总算和清华大学完成了谈判，召开了一个小小的新闻发布会。
面对一脸茫然的记者和不着边际的提问，我心里想，和清华大学的这项合作，真是很有必要。
　　在“大国”、“崛起”甚嚣尘上的背后，中国人不乏智慧、不乏决心、不乏激情，甚至不乏财力
。
但关键的是，我们缺少一点“独立性”，不论是我们的“产品”，还是我们的“思想”。
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独特性”；没有“独特性”，连“识别”都无法建立。
　　我们最独特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文化了。
学术界有一句话：“建筑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
”梁先生说得稍客气一些：“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充沛艺术趣味的街市，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
现者。
”当然我是在“断章取义”，把逗号改成了句号。
这句话的结尾是：“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
”　　我们的初衷，是想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做一点事情。
通过专家给大众写书的方式，使中国古建筑知识得以普及和传承。
当我们开始行动时，由我们自己的无知产生了两个惊奇：一是在这片天地里，有这么多的前辈和新秀
在努力和富有成果地工作着；二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经费是如此的窘迫，令我们瞠目结舌。
　　希望“中国古代建筑知识普及与传承系列丛书”的出版，能为中国古建筑知识的普及贡献一点力
量；能让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前辈、新秀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更多的宣扬；能为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
古建筑提供一点工具；能为我们的“独立性”添砖加瓦。
　　王群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9年1月1日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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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元代以来，无论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还是文人学士、普通百姓，都住在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中。
很多人都对四合院有着模糊的印象，但北京四合院的确切定义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本书中，便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
　　全书从多维的视角对四合院进行了阐述。
开篇对合院住宅的演变，到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的四合院，做了概述。
四合院的基本格局部分，对四合院进行了类型界定，如四合院的并联组合方式、带花园的四合院，以
及四合院的庭院景观。
第三部分主要是四合院的建筑构成，包括台基、屋身大木做、外墙、屋顶、外檐内檐、家具陈设等，
条理分明，叙述明晰。
然后是四合院中正房、厢房等房屋类型的分布，以及居者的身份界定。
第五部分则是四合院的建造施工，石作、砖作、瓦作等等，非常详尽。
　　除此之外，本书后半部分的篇幅，采用了实例的方式，对四合院的居住文化，予以直观表达。
与前文中的理论部分，相辅相成。
如清代经典府宅四合院撷英，孚王府、恭王府、崇礼宅、张之洞宅、纪昀宅等。
近现代文化名人故居的四合院例说，则选录了鲁迅故居、老舍故居、齐白石故居、梅兰芳故居等。
在两部分四合院实例之后，本书又对四合院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情韵，如风水禁忌、伦理秩序、雅居生
活等方面做了适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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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珺，1970年出生于江苏淮阴，2001年获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学位并留校任
教，2006-2007任罗马大学建筑学院访问学者。
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筑分馆馆长、《建筑史》丛
刊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园林史和中外建筑文化交流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
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基金各1项，在核心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60篇，参与编写学术著作4部，
翻译学术著作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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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四合院与北京城　　1 中国合院住宅的演变　　老北京人把四合院叫做“四合房”，顾
名思义，就是“四面都用房子围合起来”的住宅。
其实中国传统住宅有很多都是围合的院落形式，统称为“合院住宅”，北京四合院是其中最典型的一
种（图1-1-01）。
　　中国的合院住宅有很早的历史渊源。
陕西岐山凤雏村有一片西周时期留下的住宅遗址（图1-1-02），分为前后两个院子，四面都有房子围
合。
现代学者根据先秦的文献推断，这所合院住宅的大门前有影壁，前一个院子的正房是前堂，主要用于
举行宴会以及礼仪活动；后一个院子的正房是后室，用作主人的日常起居，东西两侧的房子分别给家
中其他成员居住。
整个住宅的形式已经很清楚地把内外区分开，并且显示出家庭内部的等级秩序。
　　汉代的画像砖揭示当时合院住宅内的生活图景。
有一块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描绘的一户人家拥有多个院子（图1-1-03），四周全部用房子或者廊
子来围合，大门偏西，正堂很宽敞，前面的庭院中有两只鹤在翩翩起舞，东侧的院子里还建了一座高
高的望楼，整组建筑形式十分丰富。
　　魏晋南北朝以后，合院住宅继续发展，并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的住宅形式。
隋唐五代时期，合院住宅的形式更加丰富，敦煌壁画中有很多图案表现深宅大院中的绚丽生活（
图1-1-04——图1-1-05）。
　　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等巨幅画卷中都绘有城市和乡村中的合院住宅形象（
图1-1-06——图1-1-07），其中的前堂和后室之间常常用一道廊子串连起来，形成一个“工”字形的平
面。
这种形式也被元代的合院住宅所继承。
　　明清以来，中国传统的合院住宅趋于高度成熟，并且在不同的地区形成特色鲜明的地域风格。
除了北京典型的四合院之外，东北、山西、宁夏等北方地区都有大同小异的四合院出现，南方的合院
住宅形式更为丰富，包括江浙地区的“四水归堂”、徽州地区的马头墙民居、广东地区的“广厦连屋
”、云南地区的“一颗印”等等，蔚为大观（图1-1-08——图1-1-12）。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就会发现不但中国古代住宅以合院的形式为主，外国古代也有
很多住宅同样采用院落的形式。
古西亚地区早在五六千年之前就善于利用厚厚的土坯墙围成独立的宅院；古罗马人的住宅不但围合成
院落，而且还进一步在院子中开辟水池和喷泉，再加上绿化，构成令人向往的美好家居环境（
图1-1-13）；古代伊斯兰住宅同样在庭院的四周用柱廊围合，院子里常常挖出十字形的水渠，以象征
《古兰经》中的“天园”（图-1-14——图1-1-15）；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兴建了大量的府邸，几乎都
采用合院形式，把2－4层的大楼与内部隐秘的庭院结合在一起（图1-1-16）。
　　为什么中外都把合院作为住宅的主要形式呢？
侯幼彬先生曾经做过一个细致的分析，认为合院住宅中的庭院四周闭合而露天，可以营造出内部良好
的小气候，减少不良外在气候的影响。
一方面在夏天可以有效地遮阴、纳凉，冬天又可以很好地采光、保暖、抵御风沙。
露天通透的庭院既是入风口，也是出风口，通过自然的风压得到流畅的通风，保证健康清新的空气质
量。
此外，庭院还有利于排水和收集雨水，更可以引入各种植物，形成湿润而充满绿意的小环境，最适合
人类居住生活 （图1-1-17）。
　　还有学者专门分析过合院式布局与独立式布局的差异。
我们把一块方形的用地划分成100（10×10）格，来探讨一下划分建筑和空地的几种可能性（图1-1-18
）。
A模式是建筑分布于庭院四周的合院式布局，B模式和C模式都是建筑位于庭院正中的独立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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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B模式来布置，建筑面积占36%，可以在周边得到64%的空地面积，建筑面积偏小；按照C模式来
布置，建筑面积占64%，空地面积占36%，但都是围绕周边的窄长条，不好使用。
而如果采用A模式，可以得到64%的建筑面积和36%的空地面积，更重要的是空地集中于中央位置，不
但比空地面积同样占36%的C模式要好用得多，也比空地面积达64%的B模式要优越。
因此从空间的角度完全可以证明合院式住宅的用地效率是最高的，既可以得到充足的建筑面积，又可
以同时获取宽敞的庭院，一举两得。
　　相比而言，中国人对合院式住宅显然更偏爱一些，其形制也更为成熟。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社会行为规范，而合院住宅所具有的防卫严密、
内向稳定、秩序井然的特点正与这套规范高度吻合，因此也在岁月的长河中不但得到强化，从而形成
了独特的中国式合院住宅系统。
北京四合院正是这个系统中最完备的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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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于四合院这种北京最典型的住宅形式，《北京四合院》除了从学术与建筑的角度，对其进行了
全息的阐述，更大的特色，在于撷取了清代经典的府宅，以及近现代文化名人的故居，对四合院进行
了例说。
从而赋予了本书以历史和文化的趣味性，可读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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