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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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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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加之特殊的地域和地貌特征，造就了形式众多的民居形式。
本书作者从云南民居生存环境的独特性、发展演变的根源性、建筑形式的地域性、材料使用的本土性
、建造技术的适应性、建筑文化的多元性等层面对于云南民居作了系统的研究，写法新颖，对于研究
云南民居有很强的参考性。
同时作者还加入了云南民居价值保护持续性的研究，总结了云南民居的保护、持续利用和更新发展，
对于当今云南民居的保护和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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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数十民居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知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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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大禹，博士，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1988年参加工作以来，在完成本科专业和研究生教学工作之余，长期致力于云南地方民族建筑与人
居环境，云南历史文化城镇、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云南地方宗教建筑的相关研究。
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并参与完成国家级、省级各
类基金项目研究7项。
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云南少数民族住屋形式与文化研究》、《历史和顺势》、《环境和顺》
、《人居和顺》和《云南佛教寺院建筑研究》等专著，参编5部建筑学专业著作；结合课题研究积极
为云南地方的建设发展服务，主持完成10余项工程设计项目。
两次获得云南省政府颁发自然科学“三等奖”，2004年获“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称号
；2005年被聘为云南民族博物馆特约研究员；2006年成为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第2批)
；2008年获“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带头人”称号；2008年任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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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般来说，在不同民族相互杂居的地区，往往是较为先进的民族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不同程度
地影响着周围的其他民族，如在云南本土传统民居建筑形式上，往往出现有“傣化”、“白化”的现
象。
正是这样，各民族民居建筑才得以不断发展、更新。
在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方面，因受到儒、道、佛三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各民族文化兼收并蓄地纳入了
偶像到观念等因子；在生产技术方面，随着铁器、农耕劳作工具的输入传播，不同的文化也注入了新
的因子。
如哈尼族在山区借鉴坝区的稻作农耕技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梯田文化；佤族在自己狩猎文化的基础
上，引入农耕生产，创造了狩猎农耕文化。
同样，在民居建筑方面，云南本土的传统民居建筑，也在汉文化的影响和交融过程中，派生出了一个
“汉式”合院民居建筑体系，即云南民族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借鉴中原传统建筑的先进经验，有效
地移植、嫁接所创造出的具有本民族乡土特质的另外一类民居建筑形式和居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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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重新编著的这本新版《云南民居》，终于在多方的鼓励与催促下得以交稿。
总体而言，云南地方传统民居类型丰富多彩，建筑形式变化万端，包融的文化内涵深厚多样，所选材
料和建筑技艺千差万别，反映的居住生活方式也复杂多样，要想在区区60多万字的一本书里完全反映
出来或表述清楚，实难做到。
说实在的，即便在完稿之后，自己对文中一些内容的分析论述，仍然感到有许多不充分、不完善、不
满意的地方，甚或似乎有些以点代面、浮光掠影，整体上难免会有失偏颇之处。
君不见，即便从中提取任何一个部分，不论是针对云南具体的一个地方，或是一个民族，或以其中的
一种民居类型、一种聚落形态，还是以材料的选择运用、建筑构架特点、建筑装饰技艺、居住空间形
态比较及其各种文化表现，甚至是以传统民居中的一些构成部分，如墙面、地面、照壁、门楼、门窗
纹理图案等等，都可以单独成文撰写出一本内容同样丰富的著作。
当然，从研究者的认识角度来看，对传统民居的关注和研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最全面、最完整的
。
因为，这研究本身也是处于不断的提高认识和不断推陈出新的变化过程之中。
对于本书的撰写，实际上也是在借鉴前辈们对云南传统民居研究所取得的诸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
了一点有限的总结和补充。
从本书内容和章节构成的整体性来看，主要是基于云南传统民居所反映的共有特性来系统论述，书中
内容除了表述笔者现阶段粗浅的体验认识外，以期通过各种图片资料，提供更多的信息内容，力求把
一个客观真实的云南民居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寄希望予读者对云南多民族、多元化、多层次的传统
民居能有一个总体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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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云南民居》：中国民居建筑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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