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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占春编写的《中国民居》。
《中国民居》的内容提要如下：
建筑是固定的，但是却通过人们的双手呈现出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灵动自如、独一无二的外形，以
及精美别致的装饰等等。
这一切都犹如音乐一般美妙。
德国著名作家、诗人歌德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民居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民间普遍存在的建筑形式，其中有许多精美、别致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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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四合院    北京是一座古老而悠久的城市，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也是中国的首都。
北京荟萃了自元明清以来的中华文化，拥有众多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
的城市。
北京民居是北方民居的代表，其中最具特色的建筑就是北京四合院。
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悠久、应用范围最广的民居形式，而北京四合院则堪称中国四合院的代表。
这种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既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又与自然环境十分和谐。
    从元朝开始，传统的四合院住宅就在北京大规模形成，经过明清时期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如
今具有特色的民居形式。
北京四合院是典型的木构架庭院式住宅形式。
按照等级划分，四合院可分为大四合、中四合和小四合三种。
一般而言，中四合、小四合为普通居民住宅，大四合则多为府邸或官衙。
四合院的布局采用中轴对称，方方正正；左右平衡，以左为贵；对外封闭，对内向心，最集中地表达
了中国人的尊左、尊大的传统观念。
北京四合院是中国民居中最正规、普通的一种基本模式。
    四合院没有楼房，严格按照中轴线布局，主要建筑都分布在中轴线上，左右对称。
四合院多坐北朝南，最为常见的四合院为二进四合院，由内外两进院落组成。
大门一般有门楼，入大门迎面有影壁。
大门西边的房称“倒座房”，正对着垂花门的几间倒座房为客房，靠大门的一间多用做门房或供男仆
居住。
经过垂花门进入内院，内院的建筑布局也沿中轴线对称分布，北面有正房，一般为三开间或五开间。
    四合院中最重要的房间就是正房。
正房就是北房，也称“上房”或“主房”。
由于祖宗牌位及堂屋设在正房的中间，所以正房在全宅中地位最高，面积也大于其他房间。
正房的开间一般为三间，中间一间为祖堂。
古时人们有尊左的习俗，因此除中轴线上的堂屋外，东屋被认为是次好的房间。
    正房两侧大都建有耳房。
耳房与正房一样也是坐北朝南，不过面积较小。
正房好比人的脸面，耳房就像是人的双耳。
正屋两侧各有一间耳房的，被称为“明三暗五”，也就是看上去是三间，但事实上为五间。
两端各有两问耳房的，则被称为“明三暗七”。
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不超越旧时的宅制。
东、西耳房前面与正对着的东、西厢房的北山墙之间，又各被院墙和游廊所隔挡，恰好形成耳房前的
一对小院子。
由于这个小院子不铺砖石，因而被称为“露地”，常常种植一些房主人喜爱的花木。
古代一些文人常将书房设在耳房，阳光可以直射房中，而窗前的小空间又十分私密。
耳房的室内一般都有门与正房的次间相通。
    正房后面的一排房屋叫“后罩房”。
由于不是正房，故不受宅制的制约，有很多开间。
后罩房位于院落的最后，所以最为私密，一般是女儿及女佣居住的地方。
女儿居住在这里，进出都要经过父母亲居住的正房，所以行动上受到父母的监视。
后罩房的等级低于厢房，房屋的面积也小于厢房。
如果四合院临街，还可以将西北角的一个房间空出来做后门使用。
后罩房临街的一侧墙壁，大多不开窗或开小高窗，这样街上的路人便看不到房间内部。
    北京的胡同里，四合院的门楼最引人注目。
一座座造型各异、大小不等的门楼，大多坐北朝南，建在院子的东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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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花门，也叫“中门”，是四合院院落中的一道门，将一宅分为两院。
垂花门的檐柱，垂吊在屋檐下，称为“垂花柱”，通常加以彩绘装饰，是重点装饰的部位。
古代所说的大家闺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中的“二门”指的就是垂花门。
    游廊是北京四合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有四种类别，分别是由中门东西两侧转弯通向东西厢房的抄
手游廊；东西厢房向北然后拐弯通向正房的窝角麻；东西厢房和正房前的檐廊，它与抄手游廊和窝角
廊相连，形成一个“合”字，雨天时人们可以在走廊里走一圈而不用担心被淋湿；纵深或横向的游廊
，它被用来连接两个以上的院落。
四合院中的游廊多是一面为墙，一面向院内敞开，墙面开设什锦花窗。
廊柱绿色的梅花柱的上面有倒挂楣子，下设坐凳栏杆，便于人们休息。
游廊的顶部一般以小筒瓦覆盖。
    影壁是北京四合院大门内外重要的装饰，主要作用在于遮挡外部的视线，保护宅院内的隐私，同时
兼具美化环境的作用。
四合院宅门的影壁，绝大部分为砖料砌成，也有木制的影壁。
影壁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下部为基座，中间为影壁中心部分，上部为墙帽部分。
根据材料的不同，影壁有砖影壁、琉璃影壁、木影壁等种类。
根据位置的不同，立于大门内侧的称“内影壁”，立于大门外侧的称“外影壁”。
根据影壁的摆放形状，常见的影壁又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位于大门内侧，呈一字形的“一字影壁”。
这一类中独立于厢房山墙或隔墙之间的称为“独立影壁”；在厢房的山墙上砌出小墙帽，做出影壁形
状，称为“座山影壁”。
第二类是位于大门外面的影壁。
它是立于胡同对面，正对宅门的“一字影壁”。
其中平面成“一”形的，叫“雁翅影壁”。
第三类影壁位于大门的东西两侧，与大门之间的角度为120度或135度，平面呈八字形，称为“反八字
影壁”或“撇山影壁”。
    P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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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幅员辽阔，受地理、气候、文化、民族等不同条件的影响，民居不仅仅是百姓的居住之所，也包
括住宅周围的自然环境，故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
中国的民居是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才有了如今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形式。
占春编写的这本《中国民居》通过对北京四合院、陕西窑洞、山西民居、徽州民居、福建土楼、广东
围龙屋、云南“一颗印”等具有代表性的地域民居，以及部分少数民族民居的介绍和赏析，让广大读
者可以一窥中国民居艺术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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