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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谷英村位于岳阳县以东的渭洞笔架山下，专家认为，张谷英村建筑规模之大，建筑风格之奇，建筑
艺术之美，堪称“天下第一村”，至今已存在500多年。
　　500多年前，风水先生张谷英为了谋生，携一家老小从江西一路西行来到这里，看到这个地方四面
环山、层峦叠嶂、茂林修竹、流水潺潺，是一个适宜居住的乐土，便在这里兴建住宅安了家。
后来子孙繁衍生息，便形成了这样一片楼阁参差、路道纵横、屋脊连着屋脊、天井接着天井的大屋场
。
张家的后世子孙便以其始迁祖的名字命名他们的住地为张谷英村。
　　张谷英村呈半月形分布在山脚下，以主屋为大门，背靠青山，门前的渭溪河成了天然的护庄河。
大门门楣上有一幅太极图，为全族人保平安、佑富贵之意。
大门里的坪上有两口大塘，分列左右。
它们寓意龙的两只眼睛，既用来防火，又壮观瞻。
屋场内渭溪河迂回曲折，穿村而过，河上大小石桥47座。
屋宇墙檀相接，参差在溪流之上，形成“溪自阶下淌，门朝水中开”的格局。
傍溪建有一条长廊，廊里用青石板铺路，沿途可以通达各家门户，连接着各个巷道，巷道两旁由青砖
垒墙，高达10余米。
墙高且厚，宜于防火，称为风火墙。
　　大屋场里像这样的巷道一共有60条，它们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最长的巷道有153米，所有的巷道
加在一起，总长度达1459米。
居民们在此起居可以“天睛不曝晒，雨雪不湿鞋”。
檐内，浑圆的梁柱上刻有太极图，屋下镂雕的是精巧的小鹿。
窗棂、间壁以及隔屏大多以雕花板相嵌，图案有喜鹊、梅花、猛曾之类，栩栩如生。
　　张谷英村比较完整的门庭有“上新层”、“石大门”、“潘家冲”三栋，三栋门庭各自分东、西
、南方向设置，主庭高壁厚檐，围屋层层相因，分则自成系统，合则浑然一体，总建筑面积1.08万平
方米。
规格不等而又相连的每栋门庭都由过厅、会面堂层、祖宗堂屋、后厅等“四进”及其与厢房、耳房等
形成的三个天井组成，可以说，张谷英村整个建筑由无数个“井”字组成。
厅堂里廊栉比，天井棋布，工整严谨，格局对称，形式、尺度和粉饰色调都趋于和谐统一，体现出高
超的建筑技艺。
建筑材料以木为主，青砖花岗岩为辅。
　　大屋场中最大的一个天井，大约有22平方米，既可以采光，又可以通风。
天井内有一座花岗岩砌成的花坛。
天井一角的地下有下水道，雨水可以从下水道一直流到渭溪河里去。
一般天井的左右两侧房屋对称。
正面的会客堂屋比较高，常达10米左右，屋里冬暖夏凉。
正屋后面是偏房，用来作牛栏、猪圈、柴房、谷仓和堆放农具，老人和孩子在屋前的天井里乘凉和嬉
戏。
　　张谷英村人世世代代一直尊奉孔孟之教，重礼仪、教育，孝敬父母，尊老爱幼。
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族内人团结和睦，而且不以族大而欺压附近异姓邻居，与邻村人关系友善
，互相帮助，许多老人主动帮助年轻人照看孩子，享受天伦之乐。
白天劳力出工后，屋场里也没有关门闭户的现象。
　　张谷英村人以读书为光荣，以不识字为可耻，喜好读书的风气代代相传。
科举时代曾有40多人取得过功名。
近年来则有85人从大专院校毕业，还有博士生和留学生。
张谷英村人不但爱读诗书，也精武术，不少人还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上海同济大学王绍周教授说：张谷英村可以作为汉民族聚族而居的代表，它集中国传统文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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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识、建筑艺术、审美情趣之精华于一体，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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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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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外观平淡朴素，是张谷英大屋建筑风格的特点之三。
张谷英大屋建筑外观平淡朴素，立面统一又有变化的山墙面，反映了内部之间的组合形式，又融合了
湖南民居与江西民居的特点。
墙面青砖砌成，不加粉饰，仅沿滴水下缘作几层凹入线脚，并在线脚下沿粉白灰一道。
外墙色调呈白色，灰色小青瓦，引人注目的是封火山墙采用形似岳阳楼盔顶的双曲线弓字形，具有深
厚的地方特色。
房屋用打磨过的青砖平砌清水墙身，粟色的门窗装修，杉木脊檩(当地称正梁)为菱形或圆断面，中问
大而两头小，用料硕大，梁柱多为木料本色或黑色，与灰色墙体、深灰色屋顶相配合，给人以朴素宁
静的印象。
    余振东先生说：“如果没有那保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的社会政治，没有那殷实强大的经济实力，没有
那较高的文化技术工艺是不可能造出来的。
我们弄不清楚那合围粗大、重达千斤的大石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怎样采集、开凿、运输和竖起来
的。
我们也弄不清楚那巧妙合理的建筑型制和协调统一的建筑风格，其设计图纸出自何人之手?我们还弄不
清楚渭洞山区就是到了现今也连温饱问题都有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却早在六百年前建起如此宽大的民
居建筑，那浩大的建筑费用哪能开销得了?”应该说张谷英大屋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
经济状况。
也可以推想，十四世纪的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
历史上张谷英大屋建筑是完整的，社会功能是明确的。
它与全国各地汉民族的乡土建筑热必有着天然的共性，主要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
从它的个性魅力来看，张谷英大屋有别于富贵大气的北方四合院，有别于小巧精致的江南水乡庭院，
有别于大家风范的徽派建筑，比其更具有开放的内部流动性，又有别于个性鲜明的岭南古村寨，比其
更具有鲜明的传统继承性。
然而，它不失北方大院的宏大气概，又具有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特质和韵味。
就大屋建筑而言，其主要特点是外拙内秀。
从外部看似普通的民居，而走进内部却随处可见精美的雕梁画栋，错落有致的天井，气势恢宏的多进
厅堂，步入其中，使人感到像进入了古朴而典雅的艺术殿堂。
中国建筑史学会高级规划师郑孝燮先生到张谷英大屋考察后，颇有感慨地说：“张谷英为我国湘楚、
明清民居之活化石。
”    站在龙形山上，欣赏呈半圆形展开的张谷英大屋，数着那数不清的大小天井，人们不仅会问：张
谷英为何许人也?他哪里有这么多的钱来兴建如此大屋?这个古老的村落何以用他的名字命名呢?   
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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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人说：“黄山归来不看山”；有人说：“九寨沟归来不看水”；有人说：“王家大院归来不看院”
；本书作者说：“张谷英大屋归来不看屋。
”张谷英大屋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看青山绿水、院落村居、幽长深巷、石刻木雕，听遥远传说、沧桑
变迁、传统文化，这里是神秘的，总能撩动我们的遐想和沉思。
它不愧为一曲童话、一卷史书、一幅画卷，演绎着神奇，讲述着历史，展示着古老文化的魅力。
现在请你随着本书走进张谷英村庄，深入张谷英大屋，感受它的人文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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