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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居是世界建筑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其分布面广、数量众多，是我国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中国民居》是一本普及版的中国民居全书。
书中分类型介绍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各种民居，主要包括合院式民居、水乡民居、窑洞民居、南方少
数民族民居、防御型民居、北方少数民族民居、村落。
每部分精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进行分析，从单体建筑到院落组合，从结构形式到材料选择，从建筑
形态到文化内涵，力求全面生动地再现中国民居的灿烂辉煌。

全书设计精美，图文并茂、信息丰富，便于查阅，兼顾专业研究者与大众读者的不同需求，适合建筑
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建筑师及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人士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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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其钧，教授，1954年生，1977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1988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
系，获工学硕士学位。
199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获工学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并兼任武汉大学中国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王其钧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著作颇丰。
其中代表性的书籍有《中国建筑语言》，《中国建筑图解词典》，《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建筑与环境》
，《中国民居三十讲》等。
曾在1993年作为“建筑指导”，参与拍摄和主持了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系列片《中国民居趣谈》。
所著学术书籍曾获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2008年于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的《图解建筑史系列丛书》，荣获中华图书报“2007年全国百佳图书奖
”，其中的《图解中国民居》分册，入选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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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中国民居综述
　第一节 综述
　第二节 民居的院落组合形式
　第三节 民居的结构形式
　第四节 民居的材料形式
　第五节 民居的装饰装修
　第六节 村庄中的厕所
　第七节 民居中的厨房
第二章 合院式民居
　第一节 北京四合院
　第二节 晋中民居
　第三节 皖南民居
　第四节 四川民居
　第五节 福建泉州红砖民居
第三章 水乡民居
　第一节 水乡民居概述
　第二节 浙江中部民居
　第三节 浙江杭嘉湖平原地区民居
　第四节 江苏苏州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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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独立式窑洞民居
　第四节 下沉式窑洞民居
第五章 南方少数民族民居
　第一节 干栏式民居
　第二节 侗族民居
　第三节 傣族民居
　第四节 汉风坊院
　第五节 白族民居
　第六节 纳西族民居
第六章 防御型民居
　第一节 福建土楼
　第二节 广东开平碉楼
　第三节 广东梅县围拢屋
　第四节 赣南围子
　第五节 闽中西防御性土堡
　第六节 藏族碉房
第七章 北方少数民族民居
　第一节 维吾尔族民居
　第二节 蒙古族民居
　第三节 朝鲜族民居
第八章 村落
　第一节 村落的风水与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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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村落的防御
　第三节 村落的公共建筑
　第四节 村落的礼制建筑
后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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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位置决定的类型 根据具体的位置，四川传统民居可分为城镇民居、乡场民居和农
村民居几大类型。
 城镇民居 城镇民居是以四川地区原有旧城为核心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以城市为核心的民居区
有如一个大的聚落。
不过，因为今天旧城面临适应现代生活需要而进行的改造，所以城镇传统民居在四川传统民居的留存
中，比例并不是很大。
现在阆中古城中的传统民居即是明清民居留存，也是现存四川城镇传统民居中的典型与代表。
 阆中古城民居群的规模比较大，古镇中保存的大型院落民居就有数十座，并且既有当地传统民居共有
的特色，又各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除了民居之外，在民居群中还存有文庙、张飞庙等名人纪念庙宇，以及一些寺庙等，文化古迹与民居
相互映衬，并成为民居群落中重要的文化景点。
在民居与各类庙宇之间，是大小纵横的数十条街道，街道两旁更有店铺林立，或者说这些街道两旁的
店铺实际上是临街民居的居民将宅子前部特别让出来，作为自家做买卖的店铺使用。
古城、古街、古庙宇、古民居组成了曾经和谐的城镇生活环境，更成为现今人们流连的古雅之境。
 乡场民居 乡场民居所在的乡场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贸易交往中心，它没有城镇的富庶繁华，但又独自
形成一个供附近区域人们来往交易的热闹场所，可以把它看作是四川传统集市中的小型市场。
因为不断地发展，这样的交易中心渐成固定区域，所以便有一部分人为了方便交易而就近辟宅建居，
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城镇民居，又不完全等同于农村住宅形式的另一种民居形态，被称为乡场民居。
 乡场民居的整体形态，没有城镇民居的整齐划一，而是多因地形建造，或是傍水，或是依山，在依顺
于自然的同时也便与自然达到了和谐相融的境界。
同时，也便因此形成了丰富多变的布局形态，这其中又分为平地布局、山地布局，以及依山临水形态
等。
 在四川的川西平原，如成都近郊等地，因为地势相对平坦，所以场镇布局形态大多是十字街式，即以
十字相交的街道为中心来布置民居，这样的民居布局形态较为规整，虽然没有大型城镇民居布局的宏
伟规模，但在整齐度上却不输太多，而且十字街道的宽度也较大，更利于人们来往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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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中国传统建筑:中国民居》通俗易懂，介绍的内容不属于“研究”或“民居学”那样的高精尖学
术领域，但是力求相对全面地论述自己的心得与观点。
《解读中国传统建筑:中国民居》设计精美，图文并茂、信息丰富，便于查阅，兼顾专业研究者与大众
读者的不同需求，适合建筑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建筑师及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人士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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