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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社会结构等许多方
面千差万别、千姿百态。
不同的地理环境养育了各族儿女，塑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和习惯，形成了风格迥异、色彩斑斓的民情
风俗。
本书讲述了中国民居及民俗，内容广泛，几乎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涵深邃，富于哲理。
　　中国自古就有“入国问禁，入乡问俗”的民间采风传统，民风民俗是历朝历代治国的根本依据。
本书讲述了中国民居及民俗，所选的材料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几乎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类型
，书中穿插了大量精美的图片，立体形象地展示了中华民俗的方方面面，试图再现往昔先民的生活，
回放依稀存在于民族记忆中的故事。
以次纪念我们先民曾经走过的历程，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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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人的理想居住模式，非四合院莫属。
所谓四合院，是指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围合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老北京人称它为四合房，
其中厅堂、正房、院子、私塾、书房、游廊、厨房等一应俱全，大户人家甚至有园林和马车房，关上
大门，自成天地。
四合院的精髓在于“合”字，无论是物质的“合”、精神的“合”，都将所有家庭成员紧紧地“合”
在一起。
让居住在里面的人们，能充分发挥尊老抚幼、晨昏定省的和睦共处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浓厚的
人文色彩。
　　四合院的形态古朴典雅，庄重大方，布局讲究，环境幽静。
“高台阶儿红门楼，青砖灰瓦博风头”，屋脊上高高翘起的马尾脊饰、屋檐下油漆彩绘的山水烟云、
磨砖对缝的墙面、玲珑精巧的花园，无不渗透着中国民居的古貌神韵。
　　庭院深深的北京四合院与皇城棋盘式街道网络格局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正规的北京四合院一般依东西向的胡同而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左右平衡，对外封闭，对内向心，方
方正正。
四合院规模不同，大小相差悬殊。
但无论大小，都是由四面房屋围合起一个庭院，只有一个院落的称为一进四合院；两个院落即为两进
四合院；三个院落为三进四合院；依此类推。
北京大型四合院（如王府）可多达七进、九进院落，除中路主院外，两侧还有东西跨院，可谓“深宅
大院”。
　　北京四合院是北京人世代居住的主要建筑形式，它作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典范，驰名中外，世
人皆知。
一、两千年文化积淀的家园谈及北京四合院，人们往往会想到元代建都北京及其街坊胡同形成的历史
。
其实，在中国，这种四合院式居住建筑形式的形成有十分悠久的历史。
从目前能够见到的史料看，早在商周时代，我们祖先的居住建筑就已采取了四合院的形式。
据现代考古发现，岐山凤雏的西周建筑遗址平面呈矩形，是　　一座相当工整的四合院，这是迄今为
止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四合院。
由此可见，四合院这种居住建筑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了。
特别是元朝建都北京促进了北京四合院的兴盛和发展。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者，以赀高（有钱人）及居职（在朝廷供职）者
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分给迁京之官贾营建住宅，北京传统四合院住宅大规模形成便由此
开始。
整个京城，除了紫禁城、皇家苑囿、寺观庙坛及王府衙署外，大量的建筑便是那数不清的百姓住宅。
元人诗云：“云开闾阖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
”这“百万家”的住宅，便是如今所说的北京四合院。
明清以来，北京四合院虽历经沧桑，但这种基本的居住形式已经形成，经不断完善，形成了留存至今
的这种独具特色的民居形式。
　　建国初期，从高处放眼嘹望北京城，相形低矮的方方正正的北京四合院，在一个个街区里整齐地
排列着，以大面积的灰色屋顶，烘托着北京中轴线上皇宫建筑的宏伟和金碧辉煌。
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者的理想和要求。
而四合院的内部布局方式。
也十分切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家庭成员因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不同，在使用房间
的分配上有明显区别。
再者，四合院四周都是实墙，冬防严寒，夏避酷暑，也隔绝了尘嚣的干扰，兼具有相当的防御功能，
形成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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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原先遍布北京城的四合院大多消失到历史的尘埃之中，取而代之的是钢筋
水泥的现代化建筑，老四合院也就变成了难得一见的文物了。
二、“天子脚下”别有洞天的建制北京四合院的形制规整，营造考究，所蕴含的浓郁文化气息与繁复
规矩，更是其他地区民居无可比拟的。
在各种各样的四合院当中，北京四合院的突出特点如下：　　其一，北京四合院的中心庭院方方正正
，其他地区的民居有些就不是这样。
譬如山西、陕西一带的四合院民居，院落是一个南北长而东西窄的纵长方形，而四川等地的四合院，
庭院又多为东西长而南北窄的横长方形。
　　其二，北京四合院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房都各自独立，东西厢房与正房的建筑本身并不
连接，连接这些房屋的只是转角处的游廊。
而且所有房屋都为一层，没有楼房。
而其他地方的四合院，庭院的四个拐角处也是房屋相连，四面房屋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整体。
不少的正房多为楼房，建筑装饰有明显的主次之分。
　　其三，北京四合院有名副其实的院，宽敞开阔，阳光充足，视野良好。
而南方习惯将庭院称为“天井”，可见江南庭院之小，有如一口“井”。
　　其四，北京四合院的文化内涵丰富，比如“人心归一”、“四季平和”、“长幼有序”等等，全
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居住观念。
三、人文色彩浓郁的居住格局。
　　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都是坐北朝南而建，一般都有三个院落，中心院落居于核心地位，其前面有倒
座院，后面有后罩院。
中心院落的北侧是四合院里最大、最重要的正房，正房多为三间，中央一间是家庭重大事务的决策之
所，也是家长接待重要客人的场地，供奉着祖先牌位，神圣而庄严；东侧的次间往往住祖父母，西侧
的次间住父母，而且老房子正房东边的次间比右边西边的略大，这是受“左为上”传统习俗影响的结
果。
四合院中，除中轴线上的堂屋外，东屋被认为是次好的房间，所以人们也把主人称为“东家”、“房
东”。
　　正房前的东西厢房是儿子的居所，通常大儿子、三儿子住东厢房，二儿子、四儿子住西厢房。
这种安排是由旧时家庭长幼有序的观念决定的。
中心院落的四个角上都设了抄手游廊，用以连接东西厢房和正房前面的檐廊，人们可以顺着抄手游廊
和檐廊，绕中心院落行走一圈而不被日晒雨淋。
抄手游廊是敞开式附属建筑，不仅具有遮阳避雨的实际作用，又可供人休憩小坐、观赏院内景致，更
增添了北京四合院的文化气息。
　　中心院落正房的两侧都建了耳房，高度和宽度较正房为小。
如果将正房比喻为人的脸，那么耳房就相当于人的双耳，所以称为耳房。
耳房前方正对着东西厢房的北山墙，它与厢房之间形成一个私密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子不铺砖石，因
而被称为“露地”。
通常用来栽植房主人喜爱的花木。
一些文人喜欢将书房设在耳房，日有阳光，夜有月色，轩窗静寂，光影斑驳，是极好的读书环境了。
　　四合院最前面的一排房间称为倒座房，也称南屋。
倒座房的中央正室，是作为日常生活中接待一般客人的客厅；最东面一间为私塾，配有私塾院；从东
数第二间的倒座房为大门；第三间为门房，供男仆居住；倒座房最西面的一间，即院落的最西南角，
往往规划为厕所。
尽管厕所设在院落的最前面，却因为不在人们进出的主要路线上，仍然得以保有隐秘性。
　　四合院最后面的是后罩院，是房主人的女儿及女仆居住的地方。
女儿住在后罩院，进出都要经过父母亲居住的正房，父母亲很容易监视女儿的行动，这是传统的封建
家庭为了教化儿女而设定的理想的居住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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