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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住居在发生学上是人类居住的原点，原始人类极低的生存能力和社会生产力所造成的物质与精神
、个人与社会活动的混沌合一性，决定和导致了当时的住居多功能交织的特征。
也就是说，当时的住屋不仅仅具有现在的住宅的功能，而且体现出功能高度混沌综合的特点，是诸如
教育、生产、宗教等综合功能的空间体现，从发生学上看，原始人类的建筑和住居是基本相同的概念
，而且住居与聚落也是同源的。
所以，《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中国古代住居与住居文化》中的住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涵盖了
以居住为核心的活动及行为，包括个体居住、家庭居住和社会居住三个层面。
住居的发展是从人类最初作为掩体的单一空间的初级居住阶段开始的，生活的丰富及家庭的形成和发
展带来了居住空间的复杂化，同时又从居住空间中分离出了许多生活和生产过程，形成了其他类型的
建筑。
这一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又将居住生活的许多内容社会化，产生了许多新的设施和空间需要，从而使居
住生活走向“纯化”，从而形成了历史上住屋、民居、皇居、住宅等等的有关居住的建筑形态和相关
概念。
　　本书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从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特征与住居空间形态的关系；从等级居住的
形成与空间的限定；从作为住居集聚形态的聚落和城市的社会构成特征；从中国古代住居营街口技术
的材料选择、结构类型的演变和构造方法的特点等多个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住居文化的构成特点。
实际上，本书从住居的社会构成和营造技术构成两个方面，分析研究了中国古代住居发生、发展的某
些规律和特征，它们均是构成中国古代住居文化的重要内容。
　　本书并不是包罗万象的研究，而是选取一些对中国古代住居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方面和关键问题
加以深化研究，力求从较新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古代住居文化的构成特点，进而深化中国传统居住文化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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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乡民居等各种类型住居体现出某种相同或相似空间结构特征的内因。
下面我们从宗族社会开始分析中国家长制家庭的空间形态及其发展演变。
　　一、宗族社会的聚族而居　　宗族，西周、春秋时简称“宗”。
《尔雅·释亲》称：“父之党为宗族。
”已明确宗族为父亲族属。
当时宗族是同居共财的血缘共同体，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
也就是说，宗族不但有共同的宗庙、宗邑和墓地，而且有共同的财产。
组成宗族群体的若干同宗个体家庭“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仪礼·丧服》），以便宗族
内部互通有无，相互扶助。
由于当时个体家庭未成为独立的经济单位，所以，它们依附于宗族的头领--宗子，宗子是全宗族父系
父权的代表，是宗族的大家长。
　　在氏族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族社会中，剥削制度和阶级对立已经形成，国家也已出现，作为
社会基本组织形式的宗族，不仅是一个纯粹由血缘纽带结合起来的生产、生活共同体，而且是一个由
血缘纽带联合起来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综合体。
聚族而居是宗族聚落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宗族社会住居形态的基本特征，它也反过来促进了当时宗
族家长制的发展。
　　中国远古的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与西方不同。
中国在氏族社会解体时，没有出现像古希腊那样“一代比一代厉害”超出氏族范围的杂居情况。
相反，仍然长期保持按血缘关系在一块土地上聚族而居，从事生产、经济等各种活动。
希腊早已不存在的同一个氏族或部落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的状况，而夏、商、
周时期，在中国普遍地存在，人们仍按照氏族、宗族、部落聚居。
当氏族、宗族的人口繁衍规模在原地区不能容纳时，便分出一部分族众，在分支族长的率领下，到新
的地区聚居。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日：“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神主），日都。
”所以新建立起来的城邑中，供上祖先神位，以表示宗脉关系和对祖先的崇拜。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自原始氏族社会到宗族社会时期，人们生前聚族而居，死后实行族葬。
如马家窑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一般面积多在十万平方米左右，表明当时居民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聚
居在一起。
“聚落的布局有了变化，已经没有仰韶文化时期（如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的那种居住与陶
窑场的明显分区，陶窑分散在住房的附近，窑穴设在居室内，也没有中心广场了。
这一切都反映了父系家庭为生产的基本单位的私有制的出现。
小房子数量大增，直径在4m上下或3mx2左右，并出现了‘吕’字形的双室平面，有的是一室圆形，
一室方形，也有多间式的长形屋，例如河南淅川下王岗的一处‘多开间、长条形’房屋，长达100多米
，共有32开间，每间内有火塘”。
这座长屋可能就是宗族社会的住宅。
所以宗族社会聚族而居的住居形态有两种类型：一是小单体群体组合型聚落；二是公共集中型住居，
称为长形屋或“大房子”。
　　在古代文献中，有一些关于聚族而居的记述。
如《孟子·滕文公下》中：“汤居亳，与葛为邻⋯⋯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
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
”这是描述夏代不同宗族聚族而居和以公社为单位进行生产以及族与族之间冲突的情景。
再如《左传·定公四年》中：“昔武王克商⋯⋯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
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
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住居与住居文化>>

”说明直到商代末期，商族及其分支族众，始终是聚族而居的。
《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以本俗六安万民⋯⋯四为族，使之相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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