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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户部山民居》梳理了户部山民居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对户部山民居群的空间形态、形制特征、
细部构造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对其中的经典案例作了较详尽的介绍。
同时结合户部山崔家大院修复的实际工程，跟踪调研了传统民居的修复过程、修复方法，对户部山民
居保护过程中所采用的修缮技术进行了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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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黄河泛滥淤塞河道，致使运河改道，从而动摇了徐州商业都会的地位。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黄河决沛县飞云桥，徐沛间运河淤断，遂在昭阳湖东开凿新河道。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黄河在山东单县、曹县间决口，灌昭阳湖，冲人改道后的新河道，明廷于
第二年开凿洳河运河，运河开始南下邳州直河口入黄河，这条河道成为后来清代漕运河道，徐州城下
的运道逐渐废弃，商业也开始走向衰落。
 清朝时由于黄、淮决溢频繁，运道弊坏，漕运时通时阻。
为维护航道，清政府每年都要花银数百万两，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道光四年（1824年），淮河又决于高家堰。
运河干涸，漕运不通，海运又起，河运至此衰落。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北徙山东人海，徐州水运交通枢纽的地位大大衰落，经济地位降低。
户部山也渐渐衰落下来，但依然是徐州地区的经济中心。
 民国期间（1912～1949年），户部山地区基本维持原状，称为南关晓市。
南关晓市破晓开始交易，天明即告结束，故称晓市。
晓市成为商品交易的主要市场，经常设摊的有300余家。
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1915年陇海铁路通车达徐州，徐州铁路枢纽的地位正式确定，由此徐州恢复了
交通和商业贸易的优势（图1—8）。
民国17年（1928年），北伐军进入徐州，城墙被拆除，徐州内外城连接起来，户部山地区得到了扩张
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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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户部山民居》囊括了“徐州民俗博物馆、崔家大院、李蟠状元府”等徐州明清民居遗址，是徐州建
筑规模较大的历史建筑群。
其依山而建，兼容南北建筑文化，特色鲜明。
《户部山民居》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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