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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套雅俗共赏、工具书性质的建筑知识系列图书，作者以全面系统、全新的角度解析中国传
统建筑的历史、进程、构架、细节处理、风俗、风水、装饰等。
本书以彩图和照片生动有趣地介绍了中国民间住宅。
读者对象：建筑研究者、建筑工作者。
　　传统居民中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们的先辈在当时以农耕为主的旧时期，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智
慧积累所创造出的，并被人们发挥到了极致。
中国的皇家建筑，一般都是在木构架上使用影画，只有极少数的建筑物使用了木雕。
但是在居民中，不仅木雕随处可见，而且还有极其复杂的砖雕和石雕。
而民居中木雕的内容题材广泛，人物、山水、花鸟应有尽有。
像浙江东阳，安徽歙县、黟县等处居民中的雕刻都极尽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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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其钧教授，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上术系，后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获硕士学位，清华大
学建筑学院获博士学位。
现担任英国格拉斯高美术学院驻中央美术学院合作办学项目英方负责人，并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
学院。
其著作颇丰，曾荣获“国家图书奖”等奖项。
主要著作有：《古今建筑》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中国民居》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
《中国古建筑之美：民间住宅建筑》中国台湾省光复书局，1992年；《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中国台湾
省南天书局，1993年；《中国传统民居建筑》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图说中国文化形象：中华名
居》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古往今来道民居》中国台湾省大地地理文化科技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中国民间住宅建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图说民居》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年；《华夏营造——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永恒的辉煌——外国
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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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德朗上寨位于贵州省雷山县城北17公里处，是一处著名的苗族村寨。
　　德朗上寨的村前是流入丹江的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溪流之上有一座风　　雨桥，两岸的水车一
个接一个。
德朗上寨被群山环抱，村寨中全都是木质的　　传统干栏式住宅。
寨子中，有五条用鹅卵石和青石板铺成的街道通向村寨的　　中央。
寨子的东、西、北三面有寨门，是门楼的形式。
　　寨子中的民居都是歇山屋顶，大都高三层。
底层是高干栏的形式，作为　　饲养家畜的地方。
二层是家庭的主要活动空间和卧室，火塘就设在这里。
屋　　外的栏杆往往做成美人靠的形式，供人们纳凉休息，苗族人称此为“豆安息　　”。
三楼是贮藏空间，有时也安排一两个小型卧室。
　　寨子中有两个小广场，村民们称此为“铜鼓芦笙场”。
广场用鹅卵石和　　青石铺地，并组成纹样，中心是古代的铜鼓太阳纹面的图案，青褐色调的十　　
二道“光芒”，向四周伸展。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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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间住宅，积累了普通老百姓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内涵。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我看来，一方水土，也能蕴涵出一方建筑。
本书就对我国各地民间住宅作了个图文并茂地介绍，其中，主要介绍的是少数民族的特色住宅。
值得建筑艺术爱好者们一一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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