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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两处人造景观(博物馆和主题公园)的研究，提供一个以空间视角看待文化展演研究的地
方性个案，展示了观众、演员、文化脚本在空间实践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结论大致为以下几点：一是两处案例——主题公园和博物馆的文化展演，都呈现出对“家国同构”价
值观的当代解读和结构性移植。
二是观众和演员的二分法可以用更灵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概念进行替换。
三是所有参与主体都具有能动性，他们用各自的行动(编码/解码)积极地参与到空间的实践当中。
本书由潘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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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峰，1978年6月出生，浙江温州人。
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获得法学博士。
现为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原民政部干部管理学院)社区服务系物业管理教研室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人类学研究方法、建筑艺术文化、物业管理社会学。
曾参与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家谱总日》编录工作、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人类学研究方法》教材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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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建筑文化”博士后课题的调研等，奔赴香港参加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组织的社会工作培
训。
在《台湾研究集刊》等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级、省部级刊物上发表等学术论文10篇以上。
学术成果获得中央民族大学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文史哲类二等奖、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民族学与
社会学奖一等奖，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征文大赛省级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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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曲与翘：屋顶的造型符号　　正如黄庄巍所说的的那样，“燕尾屋脊”和“马背山墙”所
构成的屋顶形象，是闽南系建筑的标志性符号之一。
红砖厝的造型最能出屋脊的修饰中得以体现。
民间工匠使用主要使用红料装饰屋顶：红瓦铺面；而红砖主用于构造屋脊。
红砖厝的屋脊可分为燕尾脊和马鞍脊两种，呈现飞翘和弯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屋顶造型。
红砖厝的聚落空间中，居于中的主厝（祖厝）通常在主屋脊上修饰飞翘的燕尾脊；而相邻横向的大房
、二房之主脊上使用低一级的燕尾修饰；两旁的护厝（护龙），即附属房屋，使用弯曲的马鞍脊的屋
顶造型。
这样高低错落、首尾相连的“飞燕”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形成了红砖厝建筑特有的轮廓线。
　　燕尾屋脊原是庙宇建筑的特有装饰，代表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
刚开始，汉人民间用燕尾造屋脊，也是做官或中举人家显示社会等级的标志，到了后来，有钱人家纷
纷效法，再没什么讲究和限制可言。
除了采用燕尾屋脊的建筑，其余闽南系建筑的山墙而因形如马背弓起，故通称为“马背山墙”。
马背形式多样，造型依风水五行分为：金（形圆）、木（形直）、水（形曲）、火（形锐）、土（形
方）。
既然各种马背细部根据地域差异而略不同，也是可以归到在这五行的变化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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