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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深圳大鹏半岛保留有大量传统村落，尽管它们构成不复杂、规模小、工艺简单，却颇具研究价值。
这些传统村落是特定人群在特定条件下与环境博弈、角力的物质型成果系统，本书强调对它们的结构
性认知，并在已有的民系区划法、建筑谱系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建立新的村落系统的研究范
式。
    由于地处边陲，毗邻香港，加上“迁界”、“移民”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深圳大鹏半岛传统村
落在体系、构成和建筑上形成了如“多维度联系的村落系统”、“多元文化紧密并置”、“公共设施
的外置化倾向”，形态上的“双重表达体系”、“嵌入式结构”等特征。
这些内涵的揭示，对于我们更加深透地理解中国传统建筑和传统村落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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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鲁民，博士，男，1955年生，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关注中国建筑文化的历史和建筑设计、城市设计理论，出版相关领域专著《中国古典建筑文化探
源》（1997，1999）、《中国古代建筑思想史纲》（2002）等4种，发表论文40余篇，力图在结合考古
资料、古代文献、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形成对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更为合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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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鹏半岛对外的交通联系较为困难。
这一地区距县城约120里，过去有海路和陆路两种走法。
海路，从大鹏半岛东侧的下沙出发到南头乌石渡，两天可以到达，但早在康熙年问，已经无船可渡。
陆路，则走大、小梅沙、横涌一带，但梅山尖、九顿岭一带高山峻岭，轿马难走，必步行登越才可，
且“横涌海港无渡，伺潮退以涉”。
天气好的时候，也需要花费四天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县城o。
　　据统计o，大鹏半岛所在的龙岗区，有海外侨胞约7万人，分布在37个国家和地区；港澳同胞约10
万人，两者之和是本地原籍居民的一倍多。
而大鹏半岛的这一比例更高o。
这主要由于大鹏半岛处在我国北方和东南沿海与东南亚、西方海上交通往来的要道上，当地人从事海
上运输、对外贸易的人员较多。
鸦片战争之后，更有大量沿海破产农民、贫民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成为“契约华工”，在东南亚各
国及中美洲巴拿马、牙买加等地区，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和从事农业生产。
　　自1842年香港割让给英国至1898年以租借为名取得新界地区，香港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下，逐渐
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也是深受西方文明浸染的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与香港空间上的毗邻，使得两地居民有着不间断的人员往来。
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两地本属一区；之后，又有大量移民至香港，成为香港居民的重要来源；即
便是在1949年之后、开放之前的相当长时间里，民间的来往和非法外流活动都没有停止过。
这种状况不仅深刻地影响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并且对于人们形成一种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心态是
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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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营造的智慧：深圳大鹏半岛滨海传统村落研究》共分14个章节，主要对深圳大鹏半岛滨海传统
村落作了介绍，强调对它们的结构性认知，并在已有的民系区划法、建筑谱系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试图建立新的村落系统的研究范式。
具体内容包括大鹏半岛传统村落依托的自然条件、大鹏半岛传统村落依托的社会条件、村落的分布与
自然条件、村落体系的文化分区、村落公共元素的功能与布局等。
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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