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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民族村寨及山地民居的历史渊源：论述了贵州民族
村寨和山地石构建筑、干阑民居的生成背景和影响因素；总结了贵州民族村寨和山地民居类型、建筑
空间形态和民居风貌特色的构成要素。
全书还大量展示了贵州山区至今还保留着的具有独特传统技艺和鲜明山地特征的村寨和民居实例。
对于民族村寨文化何以延续、如何留住村寨的集体记忆，本书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提出了一些保护措施
和再生策略，以寻找民族村寨多元文化发展和保护的途径。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贵州少数民族的居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宗教信仰等及其精神
价值，领略贵州传统山寨民居蕴藏着的历史文脉和多彩的民族文化原生态。
    本套丛书由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学会民居建筑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陆元鼎总主编，各分卷主编为长期从事民居研究的国内专家。
全套丛书精心编撰，集数十年民居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知识性，可供建筑工作者、建筑院
校师生、民族学工作者、历史学者、美术工作者和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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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德启，江苏人，1941年生，196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
现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教授级高
级建筑师。
长期从事建筑规划、设计及管理工作，历任院技术室副主任、副主任建筑师、副总建筑师、副院长、
院长、总建筑师等职，主持参加过规划、工程设计、科研项目计70余项，并有21项工程32次获奖。
其中《花溪迎宾馆》、《贵阳龙洞堡机场候机楼》、《贵州省图书馆》、《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室
内设计》、《织金洞接待厅》、《青岩古镇保护规划》、等工程项目曾先后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铜奖
、省优秀工程设计一、二等奖、省科技进步奖及省科学大会奖等奖项。

　　他主张建筑创作应立意于建筑环境，认为山地建筑的重要属性在于围绕起伏的地貌环境做文章；
主张吸收借鉴民居的思维方式和构思技巧，运用其建筑文化特有的标志性和识别性，作为当代建筑创
作多元化的补充与借鉴；他认为建筑师不仅要能追踪、感应时代气息，还应该不断注意自我修养。
出版的著作存《21世纪贵州城市与建筑》、《石头与人——贵州岩石建筑文化》、《新型住宅设计》
、《贵州侗族干阑建筑》、《老房子——贵州民居》、《中国民族建筑——贵州篇》以及作为《中国
传统民居建筑》、《20世纪中国建筑》、《中国民族建筑艺术全集（第四卷）》、《中国建筑评析与
展望》、《建筑的盛宴——建筑师眼中的欧洲建筑之美》、《建筑百家谈古论今》等书的撰稿人。
在《建筑学报》、《时代建筑》、《新建筑》以及柏林“国际城市文化协会”论文集、日本《住宅建
筑》、《建筑杂志》、《日本住宅财团研究年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5篇。

　　他被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荣膺“全国
优秀勘察设计院院长”、“建设部劳动模范”、“贵州省建设系统优秀建设者”等荣誉。
为“贵州省四化建设标兵”、省“五一”奖章获得者。
被省委、省政府命名表彰的首批省管专家，被建设部授予《全国建设创新工作先进个人》及首批“贵
州设计大师”荣誉称号。

　　《中国百名一级注册建筑师作品选》、《建筑巨匠集——当代中国著名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作品
选》、《中国建筑师》、《中国当代著名建筑师作品选》等书籍专门介绍有他的情况和作品；有关报
刊媒体也专门报道有他的特写和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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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古代贵州及贵州民居的历史渊源　　一、古代贵州和民族　　贵州是
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远古人类化石和远古遗存发现颇多，中国南方主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很多都在贵州境内发现。
这说明贵州各族人民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并在劳动生活中创造了贵州远古文化
。
　贵州不仅有优越的自然条件，而且还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史迹。
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发掘的成果，最早在偏僻的山地居住的人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
据文献记载：有学者把殷朝甲骨文、《竹书纪年》中称为“鬼方”的地方，就认为是殷、周时期的贵
州。
　　春秋时期，贵州被封为“黔中”，设立了大小不同的城市，其中规模最大的土著国家是“戕舸国
”，其政治中心是“夜郎邑”（今贵州安顺一带）。
到春秋末期，样舸国势力开始衰退，位于盘江上游的“濮”人兴起，占领了群舸国领土，建立起新的
国家，其政治中心仍然是夜郎邑，国号改为“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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