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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居历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本书选取两宋时期这个历史阶段，在整理大量文献、绘画、考古
资料的基础上，以民居的构筑行为和居住行为为主线，“缀合”各种研究方法对两宋时期的民居和居
住形态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研究，并对该时期民居的形式空间和聚落形态结构作出了全景式的描述和多
角度的分析。
    本书总结了两宋及辽、金、西夏的住居形制、材料选择、构造技术和审美意向，勾勒出宋代民居的
营建过程和仪式，阐释了两宋时期居住生活的变化及其影响。
不仅从自然环境、技术和工具的角度分析了两宋时期民居和聚落的演进，还论述了两宋时期的国野制
度、宗法制度、人口模式和宗教信仰等社会因素对民居的影响，并以丰富的例证阐明了宋代民居和居
住形态转变和定型的背后经济生产和技术、商业革命所起的推动作用。
    本书信息量大，图文并茂，不仅适合于建筑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学生、建筑师和建筑历史研究工作
者，也适用于从事两宋、辽、金、西夏历史和相关民俗历史等研究的工作人员和爱好者，还适合于对
民居、绘画、传统文化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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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宋时期，环境的变迁较其他朝代更为显著。
其中气候方面，据研究，970～1000年期间，气候急剧转寒，干旱时期长，湿润时期短；13世纪初转暖
，14世纪开始又转入严寒。
其中的一些移民现象便与气候的恶劣转变有关。
　　此外，山体的过度开发也造成自然植被的破坏等。
北宋庆历年间的黄河第三次大改道，标示着黄河生态的全线崩溃，此后的黄河以更高的频率向湿地上
的人们宣战。
黄河的每一次改道使多少滨河湿地的城市遭受灭顶之灾？
开封、大梁、汴梁、汴州、东京、东都、开封府⋯⋯这些曾经在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名城，在距黄河
仅7km的今日开封市地下，被黄河的泥沙一层一层地无情地掩埋。
　　《汉书·沟洫志》中说：“（黄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
或久无害，稍筑宫室，遂成聚落⋯⋯”唐安史之乱前统一王朝的基本经济区域只限于黄河流域，再度
统一后的北宋则具有两大经济区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且后者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前者。
“自古江淮多战事”，宋金在江淮地区展开较大规模的战争，造成更大的破坏，北方环境加速向不良
方向转化，使南北人口增长速率差异扩大。
黄河流域的生态崩溃和北方环境的恶化是促使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由于地形平坦，河川分流而呈蛇行，到了下游，更是横向分流，若干
段自然河道与微高地交相错杂，自然形成斑驳状纵横交叉的地形，成为其一大特色。
自然河道也被用做供交通和供水及排水的于渠，微高地及河畔孤丘被选定为定居之地。
　　环境的变化对聚落的空间形态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环境也是建筑形式自然抉择的一个
因素。
　　从宏观的自然条件来看，南方木材丰富，住居建筑自然会沿着这一自然优势所提供的可能性萌芽
、发展。
我们从宋代仅有的一些关于干栏（甚至巢居）和穴居的文献，可以发现“南巢北穴”的分布特点。
“南巢北穴”之论，形成早，影响大，但在先秦以及史前时期是否符合事实，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追根溯源，巢居是从事林居生活的类人猿最早发明的，从出土化石的情况来看，北方黄河流域是类人
猿和古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
所谓“北方少林”的观点，完全没有考虑自然环境的古今变迁，将自然植被简单地以今例古，是有待
商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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