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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侗族聚居区有着富于民族特色的建筑；侗族的传统村落在自然景观、环境意象、精神空问等方面也有
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村落与建筑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
如何在对整个侗族聚居区建筑与村落进行全面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建筑文化的地理分异与建筑发展紧
密相关的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本文力图构建出从建筑、村落到文化区域三个层次，自下而上的研究框架。
建筑层面包含载体空间、事件和建造过程的研究；村落层面从村落形态、村落空间营造和村落历史方
面展开；文化区域层面的研究则是探讨侗族聚居区的建筑文化分布规律，并研究侗族纵向的历史和动
态的社会发展与建筑、村落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阐述了侗族文化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侗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
进而，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取了在村落形成与发展的机制具有地域代表性的5个村落，进行典型
村落及其建筑的分析。
    居住建筑的研究主要从干栏式住宅和地面式住宅的平面构成要素和空问序列展开，并将其划分为若
干类型。
干栏式住宅存在着从较原始的“前堂后室”向“一明两暗”过渡的递进关系。
而地面式住宅在总体特征上与南方汉族住宅大同小异。
各类型的干栏式住宅和地面式住宅在地域分布上有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逐渐接近汉族住宅的趋势，并
因为地理空间的关系而具有了历时性特征。
    鼓楼是重要的公共建筑类型。
从大木作结构体系和屋面构造做法的角度将鼓楼进行分类，其类型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东、西的地理
差异。
代表着受汉族官式建筑影响的抬梁穿斗混合式鼓楼集中分布于聚居区的东部，而穿斗式鼓楼则集中分
布于西部，体现了建筑技术传播的渐进过程。
    村落的形态除了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若从社会组织结构的角度去考察，大致有团聚和均质两
种空间图式。
相似的社会组织结构会导致村落空间图式上的一致。
除此之外，相同的村落空间图式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村落中心的类型与性质，这也是由社会组织结构所
决定的。
    通过上述的研究，村落构成元素、住宅平面形制、公共建筑构建技术和村落空间图式这几个方面在
地域上有重合和同构的关系。
建筑文化区域分布的规律研究即以此为基本依据，确定建筑文化与地理格局的关系，它的建筑文化区
域体现出南北的分异与东西方向的渐进规律。
    本文拓展了研究的领域，将侗族聚居区传统村落及建筑的史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收集与全新视角的
诠释。
为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作了探索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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