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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树长千丈从根生，河流万里总有源。
”犹如根源的中国民间艺术始终以一种极其纯粹、旺盛的生命精神催发并推动着新艺术形式的不断产
生和发展。
与其它民间艺术门类相同，中国现代民族建筑的根就是那些散落在大江南北山水之间的乡土民居。
    中国民间乡土建筑是几千年来广大民众经过长期共同生活、聚居、繁衍等生存经验的不断积累而最
终形成的。
乡土民居既是民众物质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联系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中介。
由于受到自然环境“位置、地形、水土、植被、气候”、文化景观“宗族关系、宗教信仰、伦理道德
观念” 、经济状况、历史传统、社会风俗等多方面错综复杂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故这些乡土民居从地
理分布、形态样式、空间结构到与周围山水园林、地形水系、民俗民情的整体关系把握上，都极具鲜
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可以这样讲，中国民间乡土建筑的魅力不仅简单地停留在建筑实体的本身，它更体现在对充满生命活
力且个性张扬的区域文化、地方精神的解读上。
在数以万计历经百年乃至千年而不衰败的传统村落及民居中，蕴含着十分丰富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的基因，它是民族、民间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传承不止的因由所在。
以中国哲学为中心的本源文化始终强调“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以天道质人事”、“以人事
观天道”的思维观。
中国民间乡土建筑正是在这种思维观念的指导下，不断地找寻与追求宅居、自然、人及社会四者之间
的和谐关系，民居住宅从选址、规划、布局到建筑、使用、修缮，每一环节无不体现出这种追求和谐
的思想。
不同地区的民居虽然在建筑样式、结构、材料、装饰、色彩等方面千差万别，但在其文化气质及内涵
的表达上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
　　对中国民间乡土建筑静态的描述以及对其潜在文化基因流变的动态把握，是我们田野采风和本书
立说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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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女娲黄土造窑洞    人类初始，为了躲避野兽侵袭，免受风雪寒暑之苦，天然洞穴便作为原始
社会旧石器时代早期休息和日常活动的场所而被广泛使用。
进入氏族社会之后，伴随着先民对自然环境的进一步认识以及工具使用，制作水平和智力水平逐渐提
高，“挖穴而居”的营建方式逐渐替代了原始被动的洞穴野居，居住条件也随之转变。
直至今日，黄河中上游黄土漫布着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陕西、甘肃、宁夏、河南等地，大约有四千多
万民众沿袭着古老的居住方式，只不过名字由“洞穴”演绎为“窑洞”。
    关于窑洞的由来，民间传说为女娲娘娘所造。
相传在远古开天辟地之时，没有人类，女娲娘娘便用黄土抟捏造人，从此开始了人类的生息繁衍。
但是由于狂风暴雨和凶禽猛兽等恶劣自然环境的袭击，导致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死伤惨重，为了避开这
些对人类存活构成极大伤害的不利因素，女娲娘娘便教人挖穴而居，用一些有利的自然因素去对付另
一些不利的自然因素，人类才终于繁衍生存下来。
这则民间神话传说固然可以不信，但从女娲“抟土造人”与“挖穴而居”两者之间的对比来看，足以
说明窑洞房屋的营造对于人类自身繁衍生息的重要意义。
    由于黄土具有疏松易采、结构均匀、富含钙质、直立性强等优点，故生活在黄土高原地区的广大民
众，自古以来一直都保存着挖窑洞穴居的风俗。
黄土高原地区地势较高，高原成群，沟谷纵横，黄土漫延，众多自然形成的沟谷崖面为挖掘窑洞提供
了便利的条件，窑洞构成的类型若按其构筑材料可分为土窑、石窑和砖窑三种。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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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文化生态调查”丛书对民间衣食住行用品、精神生活用品进行了考察，这种考察除了对用品用
具本身的研究，还对其材质、加工技艺、造物思想、科学价值、文化内涵、价值尺度、审美理想、生
活方式等进行了考察与理论总结。
那些生动的民艺、民俗、民风、民情恰似一幅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画卷，向我们展示了民间社会多姿
多彩、深沉丰厚的文化和生活情景。
全书图文并茂，包装精美，文字排版还采用竖排方式，本书为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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