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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各地区，各民族的传统民居聚落和乡土民居建筑，异彩纷呈，群星灿烂；已越来越为海
内外瞩目。
从一楼一穴到“99道门36天井”的深宅大院，从木干栏到土楼群，从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到世界级的遗
产地乃至图腾水口、深巷重门等，中国民居从表象到内涵，从本体到外延，都是独树一帜，是博大精
深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本书冀图从人文视角解读安徽徽州民居。
“人文”有许多层面的理解，一般来说就是“文、史、哲”。
人文视角的本质就是发现人和事物的相互关系。
万事万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也是不断变化的，而人和事物的相互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
“人与居住环境”的视角，我们理解其本质上就是人文视角。
本书共分八章，从徽州聚落和徽州民居建筑的发生、发展和演变，从它的往昔、它的现存和未来走向
，研究生活在徽州民居里的人、人们营建聚落和建筑以及这些活动所赖以进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而不是仅仅罗列一些图片和片段说明。
当然，图片和相关文字说明，是不会也不可能减少的。
　　所谓人文视角，首先是文学的解读。
关于“文学”，台湾学者龙应台女士有一句精彩的话，她说文学的解读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你看
见了”。
可以说是一种“真、善、美”的顿悟，人们从这种顿悟之中获得了对自己，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以
及人与人之间美好关系的体验。
人们生活在徽州民居里，或者外来人参观访问徽州聚落，那青山绿水、水口村墟，那粉墙青瓦、嫣红
姹紫，油然触景生情。
这就是乡土情、家族情、同胞情。
“深巷重门人不见，道旁犹自说程朱”即是。
哲学的解读其实就是理性的思考，从形成聚落，“聚”而“落”之、“落”而“聚”之，到“相地置
屋”，从“四水归堂”（天井），到“粉墙黛瓦”，无论是营建理念，还是技术策略，我们在解读之
中，都能领悟到深藏在乡土建筑里的唯物辩证法。
徽州民居，更是一部人与居住环境互动的历史见证。
以世界遗产地黟县宏村为例，从“散漫而无结束”的奇墅迁移至雷岗，从西溪水改道，开发月沼到南
湖的兴建，前后四五百年，脉络清晰。
脱离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是很难正确认识和评判事物的。
“人文”很重要，但“人文”又往往容易被忽视；因为它是“硬件”背后的“软件”，它无形而又无
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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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量的调研图片、工程实践、相关论文及著作为基础，对安徽徽州民居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全书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介绍了安徽徽州民居的文化背景、变迁、发展和完善。
第二章介绍了安徽徽州民居聚落的缘起和发展演变及聚落的特征、构成和空间序列。
第三、四章以建筑为主，分宅居和公共建筑两部分阐述了建筑的主要特征、平面类型、构成元素和单
元组合。
第五、六、七章以建筑装修装饰为主，论述了建筑的装修装饰构件、色彩及三雕艺术。
第八章提出了当代徽州新民居的探索思路和存在的问题，如徽州传统民居面临现代社会生活的挑战；
与时俱进的徽州农村新民居；“徽而新”与“新而徽”的探索；走出徽州民居“保护”与“更新改造
”的误区等等，希望能供读者参考、借鉴，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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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单德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建设部城镇化专家委员会
委员，1937年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6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六年制本科），留校
任教至今。
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设计教研室主任、建筑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单德启教授长期从事建筑学的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建筑创作和工程实践，曾主持多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他主持的《人与居住环境——中国民居》重要成果之一——融水“苗寨改建”获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
作为主要设计人，他和他领衔的团队“地区建筑和聚落规划工作室”曾先后完成黄山云谷山庄、玉屏
楼改建、狮林大酒店、恩施机场改扩建、芜湖徽派建筑艺术博物馆、黄山风景区行政中心等建筑项目
，还完成了绍兴“鲁迅故里”保护与发展规划、威海城市设计和巢湖中庙、绍兴东浦小城镇规划设计
，其中黄山云谷山庄已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获中国建筑学会创作奖，国家旅游总局环境与艺术
金奖。
　　主要著作有：《中国民居图说》（徽州篇、越都篇、桂北篇、五邑篇）、《中国民居》、《从传
统民居到地区建筑》、《小城镇住区和公共建筑设计》以及国家建筑标准图集《地方传统建筑（徽州
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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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追溯徽州民居的发生和发展，当然离不开历史上该地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背景因素。
　　史料记载，古徽州的先民乃是当地的山越土著居民和来自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移民在漫长的历史
上融合而成。
　　古徽州，本为古越人（亦称“山越”，为我国所谓“南蛮”的“百越”之分支）天下，传为禹之
苗裔。
其初，文化特征以鸟为图腾，习水便舟，巢居，纹身断发，同水而浴，凿齿贯耳，善铸铜，并以印纹
陶为其文化表征。
1959年在屯溪发掘的西周墓和汉墓，出土了品类众多的釉陶和刻有鸟兽纹的青铜器，证明这一地区两
千多年以前就有比较发达的越文化。
　　导致中原地区大规模移民于此的主要原因是中原的战乱。
史载进入徽州的中原汉人最早始于汉代，为吴、方、汪三族。
高峰期则在南北朝、唐末和五代以及宋代，从“八王之乱”到“康王南渡”，前后三次高峰。
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名门望族，仕宦人家、家丁人奴、平民百姓无不渴望一方太平之地。
选择古徽州，古人有记载：“徽州，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
”历数今徽州地区大姓，除前述三族外，尚有戴、鲍、李、程、江、朱、胡等，均谱源晋、豫、鲁等
中原地区。
大规模移民不仅改变了徽州人口的数量结构，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巨大的财富、广博的文化、显赫的
地位和精湛的技艺，也就是说极大地促进了徽州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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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冀图从人文视角解读安徽徽州民居。
“人文”有许多层面的理解，一般来说就是“文、史、哲”。
人文视角的本质就是发现人和事物的相互关系。
万事万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也是不断变化的，而人和事物的相互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
“人与居住环境”的视角，我们理解其本质上就是人文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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