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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
中国的古建筑，如宏伟壮丽的万里长城、都江堰、南北大运河、北京的故宫、坛庙、陵寝、囿苑，以
及众多的寺观、民间的园林，早已闻名于世。
可是，遍布各地的、与老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而且千变万化、多姿多态的民间宅第建筑及其村
落、村镇却鲜为人知。
在学科研究中，早在20世纪之初就已开始对中国古建筑进行探索研究，而对中国传统民居的研究，直
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至今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时断时续，只是分散地进行，因而，成果不够
明显。
但是，民居建筑是人类最早、最大量、与人类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也是人类最原始又是最持
续发展的一种建筑类型。
民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生存、发展的规律，也反映了当时、当地
的经济、文化、生产、生活、伦理、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哲学、美学等观念和现实状况。
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在建造民居建筑过程中，都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经济能力、民族爱好、审
美观念而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地进行设计和营造，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
因此，我国的传统民居建筑既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又有艺术欣赏价值和技术参考价值，
在今天，还有很好的旅游观赏价值。
它是我国民间传统建筑中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亟须总结、保护、宣传和发扬。
  《中国民居建筑》就是把几十年来的民居研究资料，经过搜集调查研究编撰而成，这是为弘扬我国
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所做的一份贡献。
本书是理论、史料、实地调查并重的专著，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资料较全、成果较新。
由于撰稿者都是长期从事本地民居建筑研究的专家，他们所搜集的资料汇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居研
究的成果，包括最新资料，书中每章节都可单独成文，但又相互联系，综合成为中华民族民居建筑研
究的整个体系。
二是理论与实践并重。
本书的上卷为民居理论综合分析，中卷和下卷为各地区各民族民居介绍。
虽然还不够深广，但仍然可以说是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居建筑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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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居建筑》就是把几十年来的民居研究资料，经过搜集调查研究编撰而成，这是为弘扬我国优
秀的传统建筑文化所做的一份贡献。
 本书是理论、史料、实地调查并重的专著，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资料较全、成果较新。
二是理论与实践并重。
三是图文并茂。
 四是本书附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民居研究方面正式发表的论著索引，可供中国传统民居研究
者和爱好者在今后进行民居研究时查阅和参考。
 　　编撰本书时，编者采用了以建筑学为主，与社会、历史、文化、民族、民俗、语言、气候地理等
学科相结合的观点和方法，希望比较客观地和实事求是地对传统民居进行分析评论。
在具体章节中，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民居历史和发展，抓住其主要特征来进行比较，有的还与
相邻地区和民族进行比较，更便于读者了解各民居建筑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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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上卷 中国民居总论 　中国民居建筑简史 　　原始社会秦汉时期 　　唐宋时期（魏晋南北朝、隋
唐、宋辽金） 　　元明清时期 　中国民居与义化 　中国民居与自然环境 　　中国民居与气候 　　中
国民居与地形地貌 　中国传统村镇 　中国民居的平面类型及特征 　中国民居空间形态 　中国民居的
装饰与装修 　中国民居的营造 　　民居丈竿法 　　民居梁架结构 中卷 中国汉族民居 　北方民居 　
　北京四合院 　　东北长白山地区并干式民居 　　胶东民居 　　山西民居 　　陕西民居 　　窑洞民
居 　　四川民居 　南方民居 　　江南水乡民居 　　江苏苏州民居 　　浙江公溪民居 　　浙江东阳民
居 　　安徽徽州民居 　　江西民居 　　湖南民居 　　福建民居 　　广东民居 　客家民居 　　广东
客家民居 　　福建客家土楼 　　赣南客家围屋 　　四川客家民居 　港澳台民居 　　香港民居 　　澳
门民居 　　台湾民居 下卷　北方少数民族民居　　满族民居　　朝鲜族民居　　蒙古族民居　　回
族民居　　维吾尔族民居　　哈萨克族民居　　塔吉克族民居　　撒拉族民居　南方少数民族民居　
　壮族民居　　瑶族民居　　土家族民居　　黎族民居　　藏族民居　　　西藏藏族民居　　　⋯⋯ 
附录一　编写人员名单附录二　中国民居建筑论著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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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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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传统民居学术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学会建
筑史学分会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发起组织编写的《中国民居建筑》一书，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酝酿
筹备，得到了各地区民族民居建筑专家、学者的支持，从1994年开始收集稿件，至今已经8年了。
根据最后稿件的统计，还没有包括全国所有地区和民族在内，参加撰写文稿的作者有59位，我们对参
加编写的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感谢，也对编写者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感谢。
同时，本书从组稿、编辑到出版为时较长，在此，我们向参加编写的各位作者表示歉意。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华南理工大学领导的重视、鼓励和资助，得到了广东省有关领导的重视和资
助，又得到了上级各学会领导的支持与鼓励，特别是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细组长、中国文物学会罗
哲文会长为本书写了序。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篇幅和时间的关系，我们在正文后面，只辑录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对中国民居建筑研究的著作
和论文索引，提供给中国民居研究者今后研究参考之用。
我们还来不及把我国各地各民族民居建筑的专用名词及其注释列出，这样，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些困
难。
为此.我们准备再编写《中国民居建筑词典》，以满足读者、研究者需要。
通过组织编写《中国民居建筑》一书，深深感到传统民居研究在我国研究的历史不长.还有大量的学术
研究工作要做。
特别是现在，正当我国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如何做好优秀传统建筑文化，包括民居建筑遗产的保护
、发扬、继承、利用和发展是一个很迫切的和现实的问题。
因而，传统民居研究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艰巨性更加显现出来，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年轻研究者
参加到这个行列中来。
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陆琦、唐孝祥、谭刚毅等先生为本书
的编排、校对花费了很多时间，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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