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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泉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是我国公布的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泉州传统建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以其独特的地方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建筑技术，鲜明的地域文化
和建筑文化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建筑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建筑设计中的延续与发展》一书是“闽南（泉州）传统建筑文化在新
区建设中的延续和发展研究”系列研究课题中的专项研究成果之一。
该系列研究课题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发展全局为指导，对泉州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
公共环境艺术等方面进行前瞻性与战略性的探索，是以国家批准成立“闽南文化生态区”大目标为前
提，为泉州市未来城市建设远景的逐步实现提供了方向性和指导性的依据。
这是一项对泉州市的未来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研究工作，对于泉州城市特色的营造和城市魅力的提升
、城市传统建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大都市圈内文化差异性的维护与整合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现
实意义。
此外，泉州与我国宝岛台湾一衣带水，2007年6月，国家正式批准成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使得
闽南文化的保护、研究拥有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这不仅有利于对闽南文化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保护，而且有利于联系海峡两岸，形成海峡两岸同根
同祖的文化圈，进一步增强台湾同胞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感。
　　2006年3月，泉州市城乡规划局按照泉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成立了“闽南（泉州）传统建
筑文化在新区建设中的延续和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组进行专项课题研究。
课题组以创建一个延续和发展泉州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框架体系和技术适用而可行的操作平台，使泉
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泉州传统建筑文化得到弘扬和保护，并在地域空间上向城市新区有
效延伸，推动台海、闽南地域文化和经济的联动，实施海峡西岸地域文化战略，构建两岸文化交流对
接平台，构建和谐的两岸关系为目标，开展专题研究。
2007年6月，国家正式批准成立“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进一步鼓舞和促进了课题的研究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课题研究系列成果，为今后对泉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提供相应技术支持奠定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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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建筑设计中的延续与发展》一书是“闽南(泉州)传统建筑文化在新区建设
中的延续和发展研究”系列研究课题中的专项研究成果之一。
该书通过对泉州古城传统建筑进行实地调查，借鉴国内外，尤其是闽南地区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和实
践成果，以及泉州古城保护整治的经验，采用系统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上进行了深
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着眼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对泉州传统建筑文化和城市风貌产生的影响以及地
理环境、气候和地方建筑材料对泉州传统建筑特色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对泉州传统
民居类型、建筑形式、传统建筑元素着重进行了研究，并对传统建筑元素中的特色要素、工艺形式等
进行了初步的归纳，为在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如何与泉州传统建筑文化相结合，使泉州传统建筑
文化在新区建设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奠定相应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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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从乡土材料自身的发展来看，材料的更替是必然的趋势　　正如泉州民居自身也在不停演变一
样，乡土材料也处于积极的更换之中。
例如泉州石构建筑均有明显的仿木结构现象，这说明了石材在建筑上的大量使用是在木材之后的。
而黏土砖的普及应用，以“秦砖汉瓦”代替“全身是木”的楼居和“全身是土”的“穴居”，又是民
居的一大飞跃，既丰富了民居模式，又奠定了泉州民居的风格。
到了近现代，以钢筋混凝土和水泥砌块代替秦砖汉瓦，应该说也是一次新的更大的飞跃，这也是人类
文明史的进步，同时也丰富了泉州的建筑形象。
纵观历史，材料的更替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
因此，我们必须对此抱有积极的态度。
　　5.3 泉州传统乡土材料的局限性和现阶段更换的必然性　　尽管这些乡土材料构成了泉州民居传统
特色的基础，但是这些材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不得不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例如石材，由于泉州地处强烈地震区，而石结构房屋无法满足现阶段的抗震需求，因而这种结构的消
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现阶段我们只能保留石材饰面的做法，但是石构房屋的许多传统细部做法就
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延续，例如崇武古城中水平向的石板楼面出挑，从而形成了罕见的一层挑檐（
图5-19），这种做法与气候无关，只是施工技艺使然。
同样，石材的各种砌法在当代建筑中也就失去了原先的结构意义（图5-20）。
同样，对于烟炙砖而言，由于实心黏土砖的禁用，它也只能转变成面砖，由于厚度的缺失，从而也丧
失了原先的结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外墙特色也就流变成了装饰，而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作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闽南传统建筑文化在当代建筑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