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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秦以前，相传中华大地上主要生存着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最
终华夏集团取得了胜利，上古三大文化集团基本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强大的部族，历史上称为夏族或
华夏族。
　　春秋战国时期，在东南地区还有一个古老的部族称为“越”或“於越”，以后，越族逐渐为夏族
兼并而融入华夏族之中。
　　秦统一各国后，到汉代，我国都用汉人、汉民的称呼，当时，它还不是作为一个民族的称呼。
直到隋唐，汉族这个名称才基本固定下来。
　　历史上的汉族与我国现代的汉族的含义不尽相同。
历史上的汉族，实际上从大部族来说它是综合了华夏、东夷、苗蛮、百越各部族而以中原地区华夏文
化为主的一个民族。
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带又出现乌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南方又有山越、蛮、
俚、僚、爨等族，各民族之间经过不断的战争和迁徙、交往达到了大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民族。
　　汉族地区的发展与分布　　汉族祖先长时间来一直居住在以长安京都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即今陕
、甘、晋、豫地区。
东汉一两晋时期，黄河流域地区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永嘉之乱后，大批汉人纷纷南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
当时大量人口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他们以宗族、部落、宾客和乡里等关系结队迁移。
大部分东移到江准地区，因为当时秦岭以南、淮河和汉水流域的一片土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也有部分人民南迁到太湖以南的吴、吴兴、会稽三郡，也有一些迁入金衢盆地和抚河流域。
再有部分则沿汉水流域西迁到四川盆地。
　　隋唐统一中原，人民生活渐趋稳定和改善，但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和交往仍较频繁。
周边民族人民不断迁入中原，与中原汉人杂居、融合，如北方的一些民族迁入长安、洛阳和开封、太
原等地。
也有少部分迁入陕北、甘肃、晋北、冀北等地。
在西域的民族则东迁到长安、洛阳，东北的民族则向南入迁关内。
通过移民、杂居、通婚，汉族和周边民族之间加强了经济、文化，包括农业、手工业、生活习俗、语
言、服饰的交往，可以说已经融合在汉民族文化之内而没有什么区别。
到北宋时期，中原文献中已没有突厥、胡人、吐蕃、沙陀等周边民族成员的记载了。
　　北方汉族人民，以农为本，大多安定本土，不愿轻易离开家乡。
但是到了唐中叶，北方战乱频繁，土地荒芜，民不聊生。
安史之乱后，北方出现了比西晋末年更大规模的汉民南迁。
当时，在迁移的人群中，不但有大量的老百姓，还有官员和士大夫，而且大多是举家举族南迁。
他们的迁移路线，根据史籍记载，当时南迁大致有东中西三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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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疆，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域，既有多样的地貌和气候特点，更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新疆的民居因为各民族的差异以及各地区的实际建筑条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
本书作者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新疆民居的研究、考察和测量工作，对于新疆民居的历史沿革、建筑形
态、布局特征、独特的民族性等都有深入的研究。
本书结合大量的平立剖面图、实体照片，分析了新疆民居的独特特征，作者自己所做的新疆民居绘画
也使本书独具特色。
    本书做到了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适合建筑学专业人士、民居研究者以及对建筑文化感兴趣的广
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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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工作者并口广大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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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震东，1936年出生于上海市，1961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同年进疆。
高级规划师、国家特许注册规划师。
曾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建设局局长，自治区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自治区建设厅厅长、自治区政
协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理事、中国建筑师学会正会员、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民居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新疆建筑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新疆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
现任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自治区专家顾问团专家，自治区城市规划管理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专
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乌鲁木齐市、伊宁市、奎屯市、鄯善县等城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新疆大学
客座教授，新疆美术家协会会员，新疆佳联城建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曾主持阿克苏市多浪民俗文化馆、多浪人家农家乐建筑群、疏勒县张骞纪念馆、科技文化馆、特克
斯县党委人民政府办公楼、特克斯县文化中心、市中心观光塔、农七师医院门诊所、奎屯市体育场主
席台等工程项M建筑设计。

    曾主持奎屯市、伊宁市、巩留、昭苏、伊宁、察布查尔、和布克赛尔等县城市总体规划，河北省高
邑县城市总体规划及城市设计、特克斯县八卦城城市风貌设计、塔城市城市设计、克拉玛依市穿城河
滨河绿地规划、尼勒克县乌增乡牧民定居点规划、霍城县惠远镇总体规划等城市总规、详规、城市设
计。
并为此获省、部级一、二、三等奖多次，以及1999年昆明世博会新疆园“西域情”设计获国际金奖
，2004年获中国城市规划协会颁发的城市规划行业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成就奖。
  
    曾参编出版《新疆民居》（1995版）、《中国传统民居》、《中国民居建筑》、《新疆21世纪初的
城镇住宅发展研究》以及专著《鄯善民居》等书。
并撰写论文《对城市三要素的再认识》、《西部建筑断想》、《传统建筑与城市环境的人性哲理思考
》、《清后叶新疆库车王府雏议》、《民居与城市特色》、《新疆小城镇传统民居和住宅设计研究》
、《新疆特克斯县八卦城城市风貌探索》、《寻找达坂城的姑娘》等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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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结语参考书目后记作者简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疆民居>>

章节摘录

　　在新疆山区，水流经过之处或是丛林草甸之地，都还有不少分散的居民在那里生活，他们都是世
居在那里从事牧业的牧民和少量兼事农业生产的居民。
他们行政上从属于当地的某个乡某个村，但生产方式还停留在自然放牧的阶段。
草场有春、夏和冬窝子之分，为了适应四季运转的需要，他们有的居住得相对集中，有的则分散在沿
沟谷的零星坡地或台地上。
山区的植被情况差别很大。
有的在草场附近有茂密的森林，居民搭建居屋时就可以砍伐较多的木材就地建起木屋；有的则是少树
或无树的岩石裸露区，居民只能从远处运来少量的木材和泥土而大部采用就地收集的石块或挖凿现场
的岩石作为砌筑墙体的材料。
因此山区的民居便显　　一、山区有树木林地的民——木屋　　在新疆北部阿尔泰地区临近中俄边境
的喀纳斯湖旅游风景区一带，自布尔津县或哈巴河县北行40～50公里后便能见到浓浓郁郁、连片延伸
的西伯利亚落叶松林——云杉混交林的壮美景观，它们包括白桦、落叶松和雪岭云杉等各种高大乔木
。
这里冬天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开春较晚，5月底6月初才开始返青；7月份便山花烂漫，树木葱郁，一
片深绿色弥漫山岭，林风习习，阴凉宜人；进入秋日，松树绿中带赭，白桦树由白色树干托起一片金
黄，犹如浓重的金云浮动在山腰，流水潺潺，点石垒垒，如同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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