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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民居建筑丛书之一册。
全书内容包括两湖民居概述、两湖聚落形态与文化传承、两湖各区域民居、民居类型与空间分析、营
建技术与材料构造等。
本书资料翔实，图片精美，可供广大建筑师、建筑院校师生、民族学工作者、历史学者、美术工作者
等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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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湖民居》现时的两湖地区，还能搜寻到能够代表本地特点的传统村落和单体民居建筑。
现存的老村旧屋还能够让我们勾勒出两湖民居的历史轮廓。
而遗憾的是，在两湖大部分地区，完整保存传统风貌的聚落已经相当少，大多单体建筑正面临损毁弃
置的境地，这使得我们在调查、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更觉得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
传统民居作为人类建筑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处理更新与保护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显然，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两湖民居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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