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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不妨驻足问一问它所经历的风雨，深情注视一眼它身上的斑驳年华。
古民居是值得一读的大书。
    有数据表明，民居府第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数量最大的一种类型。
福建的民居建筑是中国民居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
闽式民居以其鲜明的特色丰富了我国民居建筑的艺术宝库。
本套丛书的出版，我想，她很自然地会再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福建古民居上来。
事实上我们也有必要对八闽大地上历代民居建筑做一次庄重的巡礼。
    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认识福建的古民居，认识它的沧桑与美丽，认识它的恒久价值。
我更希望本套丛书有助于提醒人们保护古民居的意识。
福建古民居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属于福建属于中华民族，它也属于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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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言一个国家：闽越王城的黄昏一位伟人：朱熹的背影一座府第：尚书第和它的主人一处生存方式
：栖居在大地上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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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大埠岗 去大埠岗很方便，就在邵武至泰宁的路边。
空旷的河谷盆地中间，从大山边延伸出一条低缓的山冈，仿佛长长的象鼻。
整个乡镇就坐落在象鼻形山岗上，距离盆地的平面二三十米高，最外面地势陡降，于是建了些吊脚楼
。
一眼望去，像是装载在一长列火车上的村落。
 我同福州的漆画家沈克龙谈起大埠岗，他说：“大埠岗，我去过。
大埠岗的建筑太有特色了，可以写成一本书。
村庄的选址，风水，还有水道，都典型体现了古代的堪舆学观念。
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条水渠？
为了水渠的引水，许多房子改变了朝向。
房子建在高地上。
也是农业社会的观念，不与田争地⋯⋯” 大埠岗的鼻形高岗，中间是一条长街，沿斜坡而下，两旁是
房屋。
高岗上用水不方便，于是古人完成了一项杰出的引水工程，沿斜坡而下，曲曲折折，绕进人家的房前
屋后。
我说它杰出。
是因为这条水渠至今仍在使用，水量大，流得十分欢畅。
从前没有自来水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完全依赖这条水渠，整个村子，不同的时段，限定不同的用水。
比如早晨是饮用水，白天是洗衣洗菜用水，傍晚就刷马桶洗脚盆用水了。
乡规民约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大埠岗的老房子，剩下得不多。
最好的一幢是傅家大院，水渠从屋前流过，精细的青砖雕花门楼，门前竖起两根高高的石旌表，门环
是铁的，纹饰考究，乌黑发亮。
大厅里，连墙裙的方砖也没有放过，镂空雕刻着动植物的图案。
屋主人，一个中年妇女见惯了来拍照的摄影记者，说：“你们一直来看，你们要，就把房子买去。
” “这可是宝贝，我们买不起。
” “老房子换你们城里的新房子好不好？
” 我并不真的喜欢住这种老房子，没有卫生间，没有浴室，漏雨，隔音差，没有隐私。
我了解它的一切缺陷，我就是在一幢老房子中长大的。
古代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今天毕竟不同，人人都想迁新居。
我喜欢老房子，只因为它承载了一种悠久的生活样式，我欣赏的，是其中蕴涵的文化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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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阳光下的雕花门楼:武夷古民居的记忆》有助于提醒人们保护古民居的意识。
福建古民居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属于福建属于中华民族，它也属于整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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