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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的选题所涉范围是比较全面的，从中国古代建筑思想、理论，建筑制度、
建筑文化观、建筑艺术、建筑形制、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等各个层面来阐释中国建筑文化的特征，是一
套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大型学术丛书。
从建筑文化学到建筑思想的渊源、流变，从建筑的词源到典辛制度的考录，从墓葬建筑到园林，从史
前的聚落形态到历代城市的演变，从创作理论到形制的源流，从装饰艺术到小品的文化观，从建筑的
外部空间构成到环境生态观，从历代名作、名匠到军事、桥梁建筑艺术莫不包罗并列、几乎各专著本
身即具有新创性。
 本书对中国村镇建筑文化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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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村、镇的渊源与流变、概念、类型及总体规模　　一、中国村、镇
聚落的渊源与流变　　1．农村聚落——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聚落（settlement）指人类各种形式的
居住场所，是地表上的重要景观。
具体而言，它是以住宅为主，供人类生活与活动的场所，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居民点，其所处环境、
产生与发展的原因、空间形态等共同反映了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综合关系。
在中国文化里，“聚”为聚集，“落”为落地生根和定居之意。
因此，“聚落”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居民按照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形成的聚居点，泛指人口
聚居的社会性空间。
　　聚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原始社会早、中期，人类过着依附于自然的采集和狩猎生活，没有固定的居所。
大约在距今八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人类逐步学会了耕作，发展了种植业，
人类社会生产出现了第一次大分工，农业与狩猎、畜牧业慢慢分离。
而耕作要有比较固定的范围，于是人类开始了定居，形成了最初的聚居之地——农村聚落，即村落。
　　（1）新石器早期的中国村落　　新石器革命是人类经历的一次文明大变革，人类社会自此进入
第二个大发展时期。
新石器时期的总特点是以土地为依存，开始农耕文明。
　　从社会形态来讲，这一历史时期是母系氏族社会。
各个氏族部落逐渐兼并、融合，属于部落联盟阶段，没有城郭，也没有国家。
　　这一历史时期也叫农耕时期。
农耕时代对人类居住的一大贡献，就是产生了“村落”这一聚落形态。
这时的村落分布，从总体上讲是依附性的，它是中国早期农业文明依附、利用自然的结果。
临河的山丘、环山的小盆地是中国早期农业的发祥地。
因为这里既有耕地，且取水方便，又可通过捕鱼补充食用。
因此，早期先民居住的环境也带有明显的依附、利用性质——村落多分布在邻小河或湖泊的台地、丘
陵和冲积平原之上。
如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坐落在绶水与洧水汇合的三角地带，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有大片土地可供
耕作；另如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位于南靠龙河、东南近峰山的台地上：湖北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处在两
条小河间的三角地上。
　　针对上述现象，墨子作过总结：“古之民就陵阜而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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