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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最爱楠溪江的乡土建筑。
爱就爱它们的既极其朴素粗蛮，又极其精致细腻。
没有看不尽的雕梁画栋、琐窗网户，全是原木蛮石，几乎不加斧凿。
这是朴素。
但房屋的造型其实十分用心，曲的大脊、曲的屋面、曲的檐口，它们的曲度并不一样，形成十分灵动
飘逸的屋顶。
墙根又是略略弯曲地向外撇出，正和屋面呼应。
墙脚垒的是千形百状的粗大石块，墙头的垒石却近似人字席纹，从墙根到墙头，毛石的选形和垒砌是
怎么教人不知不觉地变化过渡的，看得我眼花也看不明白。
这是细腻。
这样的房子里住着亲切、温情的人们。
那些房屋，外围并不封闭，大多只有矮墙短篱，村人们往往互相从墙头篱端递一碗酱、半瓶酒：几棵
葱，关心地问候一声老人家的寒腿好了一点没有，做年糕的糯米备够了吗？
没有一个村里人会被遗忘，会被冷落。
十八九年前，我们在楠溪江工作的时候，我们融进了这一切。
渴了吗？
推开门，那里有茶；饿了吗？
推开门，那里有干菜肉饼；累了吗？
推开门，那里有青竹躺椅。
悄悄眯一会儿罢，小姑娘会给你轻轻摇起芭蕉扇。
没有人会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
村子都是族居的，房子聚成簇，村后有山，村前有溪。
山上竹木葱茏，溪边妈妈们挎着“鹅兜”过来，蹲下，洗洗涮涮。
孩子们绕在身边撒娇。
从乡间大路上经过，远远近近是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村子，小小的，安谧而温暖。
十八九年过去，再到楠溪江，大路上能望见的是两边路侧一幢挨一幢的新楼房，三层四层，开着店面
，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店招、广告，吃的、玩的全有。
老村子被挡在背后，见不到了。
它们怎么样了呢？
不知道。
几年前，听说老村里有拆有改，燕子归来寻旧垒，寻不到了。
富裕起来的人们不在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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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遗产·乡土建筑》丛书，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三位教授带领清华师生
，近二十年调查、研究和保护乡土古村落与古建筑的成果。
　　本丛书于2007年推出了八本，分别为《丁村》《梅县三村》《郭洞村》《西华片民居与安贞堡》
《蔚县古堡》《十里铺》《楼下村》《俞源村》；现在又推出四本，分别为《婺源》《楠溪江中游》
《关麓村》《诸葛村》。
　　本丛书内容通俗易懂，可做传统民俗文化、古建筑文化读本，又可跟着调查者的脚步、带着独特
的眼光来赏鉴这些古朴美丽的村庄，它们有些已经消失，有些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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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志华：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留校任教，1994年退休。
主要专著有：《外国建筑史》《外国造园艺术》《意大利古建筑散记》《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
国际文献》，合作编译了《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建筑美学卷》，另有杂文集《北窗集》。
1989年起从事中国乡土建筑调查和研究，近二十年来主持了十多个古聚落的记录和测绘，培育出热爱
传统建筑的新生代，并出版相关著作数十种，发行海内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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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建筑类型 　　1.防御工程 　　2.路亭　　3.商业建筑 第四篇：匠作篇 　十二、大木作 　　1．构
架及构件 　　2．构件 　　3．斗拱 　　4．举折、生起和侧脚 　十三、小木装修 　　1．桶扇和槛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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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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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次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研究是在1990年10月至1991年12月之间进行的。
这期间有调查，有测绘，有摄影，陆陆续续好几次。
主持这次研究的是陈志华、楼庆西和李秋香，另外有十一位学生参加了测绘，他们是丘健、张旗、葛
志红、何培基、莫军、杨哲怡、潘彤、刘晓梅、张葵、周榕和陈彤。
陈志华主要负责研究的整体设计，撰写了本书的前言和第一、二、三篇。
楼庆西主要负责摄影。
李秋香主要负责测绘，并且撰写了本书的第四篇。
研究生舒楠也参加了测绘。
建筑学院资料室负责照片的管理和制作。
这次研究的全部经费由台湾龙虎文化基金会支付，由《汉声》杂志社编印出版①。
下决心放下手边熟悉了的工作，从头做乡土建筑研究，原因之一是急于抢救这些资料。
大量珍贵的建筑遗产正在迅速毁灭，永远的失去，不给它们留下一份记录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在研究过程之中，短短一年时间里，楠溪江的乡土建筑就继续破坏了不少。
有些是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如构成坦下村美丽的轮廓的一栋住宅。
有些是被拆除，以便在它们的基地上造新房子，如芙蓉村的一栋住宅。
有些是遭到意外的灾害，如楠溪江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座书院，被一场大火烧光了明伦堂。
有些被改造成现代建筑，如岩头村丽水街上的老店面。
更教人心焦如焚的，是有些建筑被热心的“保护”者修缮得面目全非，如苍坡村的东池上造了钢筋混
泥土的“九曲桥”，仁济庙屋脊上塑起了两条五颜六色的游龙，张牙舞爪，与朴素淡雅的楠溪江村落
格格不入。
这本书里的有些测绘图和照片，刚刚完成，对象就已经没有了，或者彻底改变了。
因此，保存了这些资料值得庆幸，而资料的不够全面，不够细致，又成了永远的遗憾。
虽然楠溪江乡土建筑还有许多课题待做，但这一次的研究不得不结束了。
这一次工作的收获之一是更深入、更真切地认识到了乡土建筑的研究非做不可，要快快做，赶紧做，
迫不及待地做，应该以很大的规模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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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楠溪江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地方。
《楠溪江中游》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讲述楠溪江村落的历史文化和建筑特色，乡土人情别有风味。
这个地区很特殊，自然环境似乎很封闭，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它又和民族的上层文化发生
了极其密切的关系。
这些都反映在它的村落和单体建筑上。
建筑和村落部很简洁朴素，却又极其精致、优美。
村落空间开放而且充满了人情味，建筑的类型很多样，文化内涵丰富，品位很高。
全书图文并茂，除了儿百幅精心捕捉的风土照片，还有大量珍贵、的建筑测绘图和村落布局图，具有
极高的鉴赏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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