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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巢湖位于中国安徽省中部，长江淮河之间。
周边物产丰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2世纪开始，宋元战争在江淮长期拉锯，导致巢湖周边人口流失，社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
从14世纪开始，在明朝政府的鼓动下，这里遂成为主要移民地之一。
来自各地的移民者在此建立家园，建立以宗族为纽带的移民村落。
他们的营造一方面有为了适应当时当地实际情况而作的独特移民村落布局，更因移民身上兼具的原居
住地文化的影响，而在建设布局上带有强烈的故园特色。
加之巢湖北岸兼有半岛型地貌特征，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十分有利，因此时至今日，我们得以较为清晰
地观察到这一地区独特的村落规划布局方法——九龙攒珠格局的形态及其依旧充满生机的运转。
　　“九龙攒珠”，是对巢湖北岸村落形态的一个形象描述。
虽然这一规划方法未见正规史籍记载，而是在该地民间口口相传，但从其描述内容与当地移民村落路
网、水系、布局相比照看，二者是十分契合的。
然而究竟这一布局方式起于何时，源于何地？
之前我们不甚了解。
长期以来，建筑学界对巢湖北岸传统村落也缺乏足够的关注，对该地区民居的研究更是不充分的，甚
至可以说有多处空白。
和这种情况相对应的是，作为中国移民史的重要一环，社会学领域对江淮移民对这一地区文化历史形
成的重大影响颇为重视，且多有研究。
但这些研究结论只限于历史学、人口学的范围。
可见，从中国传统建筑聚落研究的角度，对巢湖北岸移民村落规划源流进行研究不仅极具建筑学上的
意义与价值；而且对探讨与论证移民史学的观点也具重要借鉴作用。
有些问题仅从一方面研究而想得到确切的答案往往是十分吃力的，跨学科的交流，往往事半功倍。
因此，研究过程中多学科的交流互证，也为本文的论证提供了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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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6章。
第1章绪论，说明论文研究的背景、状况、研究的方法与意义以及相关空间的界定；第2章分析影响巢
湖北岸村落建筑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第3章以张家疃为例，具体分析了“九龙攒珠”的特点以及
它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应用；第4章通过对洪家疃及其建筑的研究，分析“九龙攒珠”规划方式下的
建筑特征；第5章分析“九龙攒珠”的流传过程；第6章对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提出展望，同时也对学界
的某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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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形成年代又可分为北、中、南三部。
（图4-17）北部是黄麓小学，20世纪30年代张治中倡建，学校建在山坡上。
小学北端是张治中父母陵墓，至今也已修葺。
　　黄麓小学以南至徐家坝北，是村庄中部，张氏和毛氏家族在此定居。
区域形成年代约在清中期以后，巷道5条，容纳50户左右。
片区建筑东西走向，巷道对准清水塘。
塘边有宽3米，长5米的石阶梯，供村人汲水、饮牛。
　　徐家坝以南部分，村庄呈正方形，南北、东西各长180米左右。
是明初徐家坝村基址所在。
按“九龙攒珠”规划建造，东西方向有巷道9-10条，互相平行，略向东南倾斜。
地面略低于清水塘水平面。
不过，和其他“疃”南部的水塘不同，或许是由于后期淤塞的缘故，水塘基本消失，巷道和天井排水
直接流入总渠，再汇入灌溉渠浇灌农田。
　　徐家坝原始状貌印证了上文对“疃”规划原则的某些推测。
它规整平面和唐家疃十分近似，其规模也正合明初“屯”的要求。
（张治中说：“可容纳100户左右。
”）不仅如此，在《洪氏宗谱》第一卷《碑记》中，还发现记载有一些已经消失的地名。
特别是徐家坝进入村庄的道口，族谱中记为“九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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