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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一看便知，“围城”一词我们取自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此词小说中的愿意是形容人徘徊、挣
扎于前景不明的选择之间的生存状态——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生活中种现象确实觉，特别是在社会动荡和转型时期。
客家民居以“围”为最突出特点，具体形式有围屋、围村、围楼等，当我们想为各种围找个统称时，
我们于是想起了围城。
当年，客家人为了维护宗族，为了安全；为了实现颠沛流离中。
对家的梦想住进了各种围中心事有欣喜，苛能也有无奈，几百几千人居住在一个封闭的围楼中并不舒
适*。
后劳一他们可以从围中走出来了，然而他们的记忆、文化、心灵中许多美好的部分必留在历史中一也
就必然留在了各种围中，现在，客家人无需再住回圈中，许多围已人去围空，但客家人的一心离不开
围，围是他们的历史！
是他们的骄傲。
我们总在想，客家人与围的这种关系是不是有那么一丝围城情结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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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客家人是古代中国人口南迁历，史中形成的南方汉族诸程中的特殊经历，使客家人创造出并至今保持
着大量独特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
现在遗存的客家传统建筑多为民居，在中国各种传统民居类、历史文化内涵、所反映的设计匠心等诸
多方面，誉其首屈自然有大量学者对其进行过记录、研究，成果丰硕，然而由于客闰人未识者。
另外客家的历史文化广博而深厚，其中自然包括建绸大量的问题留给后人挖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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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daluchaotian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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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笔者去过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依个人之见，客家人整体上是最好客、最朴实的一群人，但时下
商品社会有些过分的物质化也使他们感到茫然。
陌生人来时，他们照常会用淳朴的笑容迎接你，问你从哪里来，到这里干什么，你答看老房子，这时
，许多人就会收住笑，或带苦涩、或带怨恼地说：“这破房子有什么好看”。
然尽管如此，他们仍会保持客气地让你慢慢看，有的还会放下手中的活儿，主动为你打开本是锁着的
院门（这使我们有时不愿意太打扰他们，绘图时不重要的内部隔问部分就省去了）。
客家人勤劳，客地也靠近沿海发达地区，不少人家有能力盖新居，有的新居还极华丽，老房子中多剩
老人和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许多老房子已空置或变成仓库、畜舍，这样房子便坏得更快，更需及时
记录。
客家人的朴实好客也督促着笔者让记录成果能有些有益的作用，让客家的好房子、好风俗、好文化能
更多地保存下来。
笔者在江西省寻乌县周田村中的古驿道上拍照片时，一位老人走过来问我：“你到我们这里拍照对我
们有什么好处？
，我顺口答了句：“帮你们做宣传”。
老人顿时笑得极为开心，张大嘴露出仅剩的一颗牙齿，但吐字极为清晰地对笔者说：“辛苦了”。
听见这句“辛苦了”，当时真有一股暖流涌上笔者心头。
客家先人为我们这些爱好古民居者留下这么好的素材，客家今人又让人不时感到更为珍贵的人问真情
，自己能力太有限，反过来为客家人真是做不了什么事，那就至少尽力去兑现自己那句回答吧。
综合我们得到的文字、图纸、照片等资料，我们将《客家民居记录》全部内容分成两个分册，但这些
仍远不能涵盖客居的全部遗存，我们只求对之有所记录，有所补充。
本册的主要内容是先远距离、整体地观察客居，通过客居与其他民居的比较，和客居内部各类型的比
较，全面地对客居的特征有所认知，并结合客家人的历史、文化内容，试图在历史人文与建筑之间寻
找到一种互动关系，其中建筑设计过程中的诸多必然逻辑与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逻辑之间的互通关系，
可能对我们认识民居建筑及认识民间历史和田野文化都有特殊的帮助。
然后，我们大致沿着客家的母亲河汀江和梅江记录沿线的客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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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客家民居记录:从边缘到中心》是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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