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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聚落是中国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中国的文化瑰宝。
时至今日，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传统聚落和民居，维持其地域特色，已逐渐成为建筑界及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因此，研究我国传统民居，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山西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众多地域特征浓厚的传统民
居。
这些民居不但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各具特色的建筑形态，而且体现着独特的传统文化特质和深厚的
人文内涵。
山西民居是在其特有的自然环境中，受当地社会人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经过长期
发展而形成的。
山西民居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因境而成，功能合理，构造经济，具有较高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
。
所以，研究山西民居，对于揭示我国传统人居环境建设的规律与机制，总结传统聚落的营建经验，合
理保护、传承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位居华北平原西部，因在太行山之西而称“山西”，历史上别称“山右”。
山西东、西、南二面与邻省有天然分界。
东有太行山作天然屏障，与河北省毗邻；西以黄河为堑形成晋陕大峡谷，与陕西省相望；北抵长城脚
下，与内蒙古相隔；南以黄河、中条山与河南省为界。
山西地形复杂，境内有山地、丘陵、高原、盆地、台地等多种地貌类型，是我国黄土高原的组成部分
。
山西地表广布黄土，特殊的地质构造对于山西早期窑洞建筑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及资源
条件。
在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它最容易被先民利用，穿土为窑，就陵阜定居，从而使山西成为
中华文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
文明初期的山西，雨量充沛，自然植被茂盛，是最早学会利用煤炭资源的省份，所以冶金业和建材业
都比较发达，为山西民居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源保证。
早在公元前487年，董安于在为赵简子修建“晋阳城”时，所用的砖瓦及盖宫室所用的铜柱子，都是用
当地开采的煤炭烧制、冶炼而成的，其用铜之多、铸件之大，在当时如没有高超的技术水平，是难以
想象的。
山西的气候分区明显，共有6个区域，受此影响，山西民居形态丰富，呈地域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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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山西的历史地理、农耕区划、语言系统，以及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表现特征，对山西
民居的地域分区进行了科学界定；从聚落研究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山西城乡聚落的构成要素、
类型、结构与空间布局特征；详尽介绍了山西不同地域民居的形态与风格；简要归纳总结了山西民居
建筑的技术与艺术成就；最后对山西民居的保护与传承提出了合理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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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实验中心主任。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学术委员，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山西省城
镇协会常务理事，山西省城市建设专家组副组长。
多年来，一直为太原理工大学建筑系的本科生及研究生讲授“中国建筑历史”、“民用建筑设计”、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建筑空间概论”等课程，主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类研究项
目5项，完成建筑设计任务60余项。
获得各项奖励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有《建筑入口》、《山右匠作辑录》等。
徐强，1970年生，祖籍广东省五华县，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高级工程师。
现任太原理工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建筑设计与理论教研室主任，太原市聚川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
（甲级）总建筑师。
世界华人建筑师学会创会会员，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山西省土木建筑
学会理事。
1992年毕业于太原工业大学建筑学专业，2000年获得天津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
曾先后在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程泰宁建筑工作室，天津华汇建筑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华森建筑与
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广州公司工作，主持完成工程设计项目百余项，其中多项获奖。
2003年执教于太原理工大学建筑系以来，一直致力干建筑设计的实践、教学与理论研究工作，发表论
文十余篇，著有《苗族建筑：延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一书。
韩卫成，1973年生，祖籍山西省繁峙县。
1998年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建筑系，2001年获得硕士学位。
现任职于太原理工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担任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室主任。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教学实践及山西传统民居研究，曾参与编写《山西传统民居》一书，发表研究论
文十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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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东西南北地理环境差异颇大的多民族国家。
不同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直接造成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在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上迥然不同的风格，这种差
异不仅表现在语言、性格和服饰上，而且在居住方式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长期以来，广大乡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和实践，根据自己的生活习俗、生产
需要、经济能力、民族爱好和审美观念，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因
境而成地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居形态和居住文化。
这些民居的建造者集设计、施工和使用二位一体，因而这种建造方式所形成的传统民居，既经济简朴
，又实用美观，并富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征。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民居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具有强烈的人文内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是
一部乡民的建筑史，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重要的学术价值；从生态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与当时
当地的地理环境同态互生的一种建筑形态，具有朴素的生态思想。
因此，开展特定地区传统民居的研究，总结它们的历史经验和营造方式，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全面、更
深入地了解我国博大精深的建筑文化遗产，而且面对今日之全球一体化及文化趋同对建筑领域的冲击
，也有其非常现实的意义。
任何一种民居形态的产生，都不能脱离其周围的环境而存在。
人类是地表系统的组成部分，生存离不开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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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对山西民居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营造学社”时期。
较早关注山西民居的建筑学家有梁思成、刘敦祯、林徽因、龙庆忠、刘致平诸位先生，他们在20世
纪30年代就对山西古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并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第五卷第3期，1935年）一文中对山西民居作了述要“富户均经商別省，发财后回来筑舍显耀宗族。
”龙庆忠先生结合对山西、河南等地的考察调查，写出了“穴居杂考”一文，并刊载于《中国营造学
社汇刊》第5卷第1期。
20世纪50年代，刘致平先生出版《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刘敦祯先生
出版《中国住宅概说》（建筑工程出版社，1957年），二位先生都从民居建筑研究的角度对山西民居
给予了关注。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太原工学院建筑学专业的师生结合毕业设计，对山西民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遗憾的是其调查成果在“文革”期间全部遗失，未能整理出版。
参与此项工作的有芝效林、王显秀、王中文先生等。
70年代末80年代初，董鉴泓、阮仪三先生发表《雁北边防城堡调查简报》（《建筑理论与论文集》
，1979年）、《清代的票号中心城市：平遥、太谷》（《建筑文化》，1981年）等论文，从城市历史
的角度探讨了山西民居对城市聚落建设的影响。
80年代以来，在陆元鼎、朱良文、李先逵、单德启、孙大章、颜纪臣等先生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建筑
学会建筑史学分会民居学术委员会先后出版了大量的民居研究论文集，涉及山西民居研究的论文有数
十篇之多。
此期间，天津大学的黄为隽、张玉坤、杨昌鸣、宋昆、王绚等先生率领该校建筑系的师生，对晋中民
居及晋北边堡建筑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并发表、出版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著作。
此外，在高鈐明先生的指导下，太原理工大学建筑系的硕士研究生朱向东、王金平、赵强、张勇等对
山西民居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学术论文。
这一时期，太原市规划局的郭治明局长也对山西民居研究倾注了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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