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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用第一人称讲述了记忆与现实中的江南水乡，将诗意的“小桥流水人家”还原真实。
濒水而居的江南水乡人，世代相传，凭借勤劳的双手和无穷的智慧建造了石桥、石街、石岸、石埠头
，在白墙灰瓦的衬映下已成千古绝唱。
世上何处没有小桥流水，但有小桥流水的地方，未必是江南，这便是江南水乡之妙。
水乡虽美妙，古镇存世少，人家更何在？
图文并茂的叙事方式，既是往事的记忆，也是今天的实录。
将理性的思考化作通俗的文字，可作为业内外人士饭后茶余的消遣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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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峰，1956年生。
下过乡，当过工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副教授，上海交大安地建筑设计公司建筑师。
主业从事教学，副业做建筑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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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有人家一进门是天井，中偏一侧设一过道，通向后部房屋，过道之上二层架空，类似过街楼，
别具一格。
　　民居建筑进深都很大，有时沿进深方向会出现三四家人家（可能是过去大户人家的多进院落），
为了中间人家的出行，就必须开出弄堂，有的弄堂穿过河街与后街，就形成了城镇街巷。
有人称江南窄窄的弄堂为避弄、火弄，为了隔绝建筑火灾，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为了弄
堂深处人家的日常出行。
贴着河岸修的建筑通常正门开向后街，后门濒水，有的人家在此设一河埠头。
临河建筑一般不设天井，进深较浅，一户占据一到两个开间，也会隔十户左右人家开出一条通向河边
的短弄，短弄的端头一般是河埠头，这里是各家主妇们用水的地方，也是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处。
　　楼梯间是江南民居中最不舒服的地方，主要用来做通行过道，堆放杂物。
由于空间紧凑，直跑木楼梯做得又陡又窄，上下必须当心。
儿时我最害怕上别人家的楼梯，猛一到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摸索着木楼梯高高的踏步，嘎吱嘎吱响
，下楼梯就更困难了，紧拉着扶手，探着踏步走。
到了楼上，豁然开朗，楼上是江南人的私密处，外人通常不能上去。
楼层是卧室，临街的卧室最亮堂，靠天井的卧室次之，中部又是昏暗的楼梯间，通常人家将此处作为
通道和储藏之用，角落处放上一只马桶就是卫生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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