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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族群、聚落、民族建筑——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专题会议论文集》（
以下简称《论文集》）和读者见面了。
作为这一专题会议的主席，可以说我是论文的第一读者；参会和聆听论文交流，会后协助编辑，又使
我有机会再次接触到这些论文。
借此机会，写几句读后心得，权且作为本书之序言，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学术研究从来离不开社会实践，作为一门与人类各民族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学术研究，更需要深
入社会实践。
本《论文集》所源自的“族群、聚落、民族建筑”，其主题词几乎都是人类各民族社会实践和社会生
活的提炼。
选辑在这本文集里的九十一篇学术论文的作者，几乎都毫无例外身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聚落保护
与更新的规划设计，民族聚落景观与旅游开发工程的第一线。
社会实践是历史进程与地域空间互动的聚焦；即使探究其历史文脉，也必须和必然地要基于其本源的
彼时的社会实践。
本次专题会上备受瞩目的美国育利康基金会主席，四川大学育利康研究所主持人弗雷德里克女士的学
术研究及其成果，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
在《中国西南部落走廊的星型塔楼》论文交流之中，弗雷德里克女士披露了她十多年来在中国四川西
部和西藏东南部地区所进行的十三次田野调查；她记录了150座碉楼，从47座古碉楼，4处民居和一座
寺院上提取了60个木片样本进行碳14检测，从而研究分析它们的年代以及其他技术问题。
弗雷德里克女士还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和访谈了许多当地乡民：没有这些持之以恒的、大量的、多方
面的实践，她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是不可能的。
同样，我们从张先进教授的《横断山系的族群流布与古老聚落遗存》对羌族建筑，王冬教授的《族群
演变与村落传统建造模式分析》对云南众多少数民族建筑和范霄鹏博士的《藏地民居与聚落中的信仰
脉络》对藏族建筑，以及陆琦教授的《岭南水乡聚落形态》等等交流论文的背后，都能看到他们长期
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社会实践的可贵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态度。
　　所谓“学术研究”，通俗一点说就是“做学问”。
“学问”者，学而问之也。
大凡有学术成就的，皆都习于在社会实践中发现乃至寻找本质的，带有“原生态”的问题和矛盾，进
而苦苦思索，追问不止。
不发现和解答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谈何学术研究？
在这本《论文集》里，许多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论文，往往点睛之笔就在于提出了直击本质的问题
。
例如，翟辉教授在《阅读“闪片房”：关键词与建造智慧》的论文中，从“闪片房”这一民居模式中
，归纳和提取了中柱、火塘等八个关键词，概述了其建立在一定气候环境、地区文化和生活方式条件
下的建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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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论文集所源自的“族群、聚落、民族建筑”，其主题词几乎都是人类各民族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的
提炼。
选辑在这本文集里的九十一篇学术论文的作者，几乎都毫无例外身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聚落保护
与更新的规划设计，民族聚落景观与旅游开发工程的第一线。
本论文集共分四个部分，内容包括：族群，聚落和民族建筑；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建筑；聚落的演变—
—保护与更新；聚落的开发——景观与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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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族群，聚落和民族建筑巴蜀聚落民俗探微论干栏式建筑的起源与发展核心家庭血缘传承下的客家围屋(
一)  ——以兴宁大坪坪中周氏树生支派为例中国西南部落走廊的星形塔楼金秀瑶族建筑探访族群演变
与村落传统建造模式分析恩施自治州土家族传统民居研究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民居特色探析湖南
虎形山花瑶古寨的生态适应性考察地区民族建筑的空间言语研究  ——以云南大理民居为例从族群到
社群演化下的四川阿坝藏区住宅形态变迁初探北京桑峪古村落合院式民居空间特征研究徐州户部山传
统民居探究泸沽湖人居环境研究的视野族群，文化与建筑  ——会安建筑文化的特征与识别越南会安
的华人聚落满族传统民居的基本解读横断山系的族群流布与古老聚落遗存云南合院式民居地区传统聚
落形态类型研究河流与聚落的空间形态关系20余年来一个白族聚落从村落向小城镇演变的研多  ——以
大理喜洲为例岭南水乡聚落形态政治与经济背景对沈阳故宫早期建筑布局的影响西北地区多民族聚居
与祭祀建筑城市族群居住形态传承与发展  ——北京四合院居住形态保护与更新探索广府祠堂形制比
较研究初探清代台湾左营旧城“里道”遗址探源内蒙古乌审召镇聚落考察报告文化多样性和民族建筑
上、中阿坝(阿坝县)社会文化与聚落风格独特的土家族建筑艺术在中欧、东欧以及东南欧的吉普赛民
居粤中传统聚落的空间核心和精神原点信仰与空间  ——刍议五溪地区传统民居建筑西藏卡若文化的
居住建筑初探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建筑风格的变迁在分裂中走向融合  ——作为空间策略的桥溪民居分
家析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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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宋代，宋太祖发现了这一问题，《宋史》言开宝元年六月，宋太祖下令“荆蜀民祖父母、父母
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
二年八月丁亥又诏：“川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
”一直到清代，这种别财异居、人大分家俗风仍势头不减。
可见宋代山水画中表现的中原聚落在宋朝皇帝眼中是文化正宗，巴蜀地区分散居住的现象是“小人薄
于情理”，是抛弃父母的不轨行为。
　　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先秦中原居住文化在中原以外地区大规模的传承，后来中原这种民俗文化消
失了，反而在巴蜀地区得到全面系统的传播与承袭。
这确实可以称作是中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叹为观止的奇观，也可说巴蜀地区还在传承着几千年来的中
原居住文化。
三、巴蜀地区一些聚居现象　　我们说村落即聚落是一个意思，即以农业为主的、星罗棋布分散在田
野上的一种物质空间现象。
起初这只是遮风蔽雨、抗御寒暑的基本居住功利要求，而且这种形成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聚族而居
的，在巴蜀以外地区一直沿袭至今，是农村常见的聚居形式。
无论聚落发展到多大规模，无论内部空间组织如何反映宗族结构井然有序的完善，封建伦理仪轨构成
划分如何尊卑分明，谱系层面对应如何在空间错落有致，最终不过是血缘关系空间化的极端而已。
这种现象在巴蜀地区农村和城镇是不多见的。
　　‘如果说有这样的家族结构空间，则追求的是另外一种特殊的空间形态——寨堡。
如隆昌云项寨、自贡三多寨等等，呈现一族、多族组合成松散的聚落。
这种聚落的形成，多为躲避农民战争的威胁，而不是生产生活的肌理性发展。
时过境迁它们必然衰败，何况这些寨堡旁边最终还是形成了场镇。
　　在不少城镇街段，小片区出现的血缘纽带构成的空间现象，如巫山大昌有“温半头”、“篮半边
”，忠县洋渡有古家几弟兄相邻组团的街道民居等等。
此正是本文核心追寻的巴蜀聚落走向的另一个层面——巴蜀场镇，一种以市街形态出现的多元结构聚
落终于凸现。
　　自秦以来，巴蜀地区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直到20世纪中叶的三线建设，移民运动不断进行。
古代移民多地缘加血缘关系的迁徙，两千年来，无论来自全国什么地方的居民，一到四川，便不由自
主地随乡入俗遵循“人大分家”习俗开始分散居住。
自然，他们失去了血缘聚落于田野的机会，但也出现了相邻较近、视听可达的地缘性大聚居现象，如
成都东山五乡、荣昌，隆昌县交界地区，西昌黄连乡的客家人大聚居格局等，但这些终不是传统的聚
落形式，而只是地缘散居较近的一种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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