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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记录的是中国具有浓厚地域特色及区位特点的西藏传统民居、聚落和边境贸易市场。
这些民居和聚落地处偏远，它们大多是由居住者亲自取材建造，没有夸张与刻意的建筑手法或理论，
而以一种最朴素的方式与形态出现。
，虽然它们类型形态各不相同，但是都体现出一种属于当地的传统，都具有原生态的营造方式。
这些建筑的空间与形式也处处体现着人性化的考虑并反映着建造者对美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它们具有
明显的地域特性及属性。
西藏是中国具有十分独特的高海拔自然地理特征的地区，也是中国与多个国家接壤的边境地区，这些
传统民居和聚落的形成与西藏的自然地理特征及区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这些传统建筑形成的内在驱动力。
　　面对传统，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在全球化及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这些民居和聚落同样也正在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改变或者面临着改变。
表现为大量新建建筑的地域性被极大地忽视，具有地域性的大量传统民居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与保
护。
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
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工业化对生产方式带来的转变，使得人们从理念上不再固守于传统，营造上也可
以采用更有效率的方法与材料，这些变化都在不断影响着建筑的地域性存在。
从建筑形态层面看，建造方式与材料的趋同性使得建筑的地域性被极大地削弱。
然而失去地域性的建筑从表象上造成“千城一面”，使得地方的建筑失去了地方特色，乃至失去对传
统文脉的体现。
从城市形态层面看，城市规划理念长期处于对高层低密度的城市形态的推崇及对低层高密度的传统聚
落形态的否定，使得现代式的建筑与传统民居在肌理的层面就具有本质的区别。
，实际上，高层低密度方式的弊端已经早有显露，而学术界对传统的低层高密度形式的适宜性也逐步
有了肯定的评价，这说明了传统既有受到；中击与改变的必然性也有其可持续的方面。
，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技术、观念乃至文化随着时代的前进受到影响而发生变化是必然趋势。
我们不可能因为偏好或感情原因固守于传统的手工营造方式或者地方材料，也不可能维持传统的生活
方式不变。
随着时代的变迁，建筑必然也会发生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是在改变中保存和发展可以被传承的理
念，在改变中保留对传统文脉的认识与理解。
这种理念的基础在于了解认识地域文化的价值和地域性在建筑中的体现的方式，这一点对于我国一些
地域特征明显且仍保留有大量传统民居和聚落的地区更显得极为重要。
　　本书从形态入手以第一手的田野考察资料为依据，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这些“白下而上
”形成的传统建筑与聚落的空间风貌与形态，以期通过建立建筑形象概念，建立一份中国西藏边境地
区建筑及聚落的学术档案，以专业的角度记录21世纪初中国西藏国境线上的建筑状况。
，考察线路从西藏的藏东地区至阿里地区，行程近3000公里；从海拔2200米至4500米；考察类型涉及
城市、集镇、村落至建筑单体。
在艰苦的田野考察与资料的收集过程中得到了多方的帮助与支持，需要特别致谢西藏自治区教育厅高
教处，日喀则地区行政公署教育局，日喀则地区建设局，聂拉木口岸管理委员会以及为考察提供语言
翻译、资料信息等帮助的汉族及藏族朋友。
本书的完成与出版也需要感谢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领导的关心以及中国电力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本书所有编写人员均参与实地考察，具体编写分工为：第一篇黄凌江，刘超群，武州，向达；第
二篇黄凌江，刘超群，李伟；第三篇刘超群，陈牧，向达，黄欣；第四篇黄凌江，刘超群，李一叶；
第五篇黄凌江，刘超群。
黄欣负责前期排版工作，马钦也协助完成书中部分手绘。
　　由于西藏传统建筑内容丰富历史悠久，而编写者的水平有限，同时考察条件及时间限制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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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资料的准确性及完整性，所以本书难免存在遗漏、错误及不全面之处。
也希望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线描西藏>>

内容概要

　　本书所记录的是中国众多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地区之——西藏，记录的对象是当地的传统民居、
聚落以及边境贸易市场。
这些民居和聚落地处偏远，其中一些是由使用者亲自取材建造，没有夸张与刻意的建筑手法或理论，
而以一种最朴素的方式与形态出现。
虽然它们的类型和形态各不相同，但是都体现出一种属于当地的传统与原生态的营造方式。
这些建筑的空间与形式也处处体现出对人的考虑，并反映着建造者对美和传统文化的理解。
    本书从形态人手，以田野考察资料为依据，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分析“自下而上”形成的传统
建筑与聚落的空间风貌与形态，以期通过建立建筑形象概念，保留一份中国西藏边境地区建筑及聚落
的学术档案，从专业的角度记录21世纪初中国西藏国境线上的建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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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西藏城市　　后藏首府——日喀则（Xigaze）　　1.城市概况　　从拉萨出发，沿着与雅
鲁藏布江相伴的318国道一路向东，越过支流年楚河，便到了日喀则市。
日喀则与拉萨相距277公里，是西藏第二大城市，也是后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交通、服务
中心，且为历代班禅驻地。
同时也是全国著名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上称西藏为卫藏，卫是指拉萨地区，藏是指日喀则地区，即前藏与后藏。
拉萨是前藏首府，日喀则是后藏首府，其意为“土地肥美的庄园”。
城区建成区面积约17.5平方公里。
城市人口约4万人。
以藏族为主体，另有汉、回、满、侗、布依等13个民族。
　　日喀则市具有显著的高原气候特点，年降水量平均只有421.9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41.9％，年均
气温63℃，太阳总辐射值192.4千卡／平方厘米／年。
日喀则是一个极其干燥的高原城市，这里的气候与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拥有十分绚丽的色彩
，它的城市和它的土地一样是充满硬度感和历史感的土黄色。
　　对于日喀则的地理描述中，最浪漫雄奇的语言当属一位活佛的赞美。
他说日喀则“大地美若八瓣瑞莲，东边是莲花生大师曾以甘露流勾兑出的年楚河，河水胜似伸展开来
的白绸缦；南边拜恩和冬则地方的草坪好似璁玉曼遮，美不胜收，正中南堆山庄严雄伟；西边的尼玛
邦波日山为帝释的坐骑六牙大象模卧，低头面对日喀则宫，仿佛借以夸耀头顶的肉髻；北边的雅鲁藏
布江形同奔腾的苍龙，波涛澎湃声恰似苍龙高亢的吉祥颂”。
　　2.历史沿革　　日喀则原称“年曲麦”或“年麦”，即年楚河下游的意思，人们或过着农垦生活
，或逐水草而居进行游牧。
公元7世纪初唐朝时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并按照地理状况，把所辖中部地域划分
为“卫、藏”两大部分，依日喀则东西的“藏”区为“耶如”（今年楚河一带）和“如拉”。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线描西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