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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打开中国文化的地图，按图索骥有关中国民居的丝缕踪迹，结果总是令人惊喜的。
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在高山平川，在江河湖海之畔，在任何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散落着溢满
各种文化元素的民居景观。
　　那些刻着年轮记忆的旧时民居，披挂着历史的风霜，穿过时空的烟霭，依然完好地伫立在喧嚣的
世间，安然地静守光阴的荏苒，似乎任何风雨都不能洗去由岁月浸染的那一份凝重的沧桑。
它们是斑驳的历史的见证，在昏黄的光影中静穆无声；它们是清晰的旧日的缩影，沉淀着深深浅浅的
尘封往事；它们是心隅的怀想，唱着一首古老而又不衰的歌谣，触发人类心底一丝柔软的感动；它们
是正在悄然逝去的风景，告别的同时，在人类文明的墙壁上刻下了永恒的印痕。
而一些随着社会变迁不断衍生的新民居，嬗变中带着时代的个性和特征，以纷繁的姿态演绎着万千的
风情。
它们犹如美丽的星子，镶嵌在民居文化的天幕上，闪着民族和地域的斑斓而又奇异的光。
　　“民居”一词最早来自于《周礼》一书，当时是相对于皇宫的居室而言，把平民百姓的住宅称为
“民居”。
现在来说，我们把中国各地的居住建筑统称“民居”。
民居是最基本的建筑类型，出现的时间最早，分布的地区最广泛，留存的数量最多。
由于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各地民居也显现出异彩纷呈的多元格局。
　　翻开中国民居的履历，其实就是一部人类自我成长的历史。
从蛮荒的洞穴时代开始，我们的先民就表现出超强的建筑智慧，以至于其中的精华部分至今还在沿用
。
在初具社会形态的夏商周时期，那些稚拙朴素的房屋，已显露出中国民居最初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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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仿佛是一份中国民居文化的履历表，从历史、类型、工艺、风俗等方面记录了人类在建造家园的
路途中自我成长的光辉历程。
中国民居经过历代王朝和时代的轮番演绎后，从在洞穴时期初露端倪的稚拙朴素到风格造诣步入规范
统一、创新完善的斑斓奇异，在一路蜕变和成熟中逐渐攀上了建筑艺术的巅峰。
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特征、材料资源等自然因素，对民居的风格和形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
社会意识、民族差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艺术风尚等社会因素，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民居的许多细
节中，构建了中国民居文化的精神内核。
因此，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你会体验到民居建筑在嬗变中带有的时代个性和特征，感受到它在纷
繁姿态中演绎的万千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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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的早更新世中期，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已经升腾着原始人类的袅袅炊烟，我
们把这一个极其漫长的时期称为“旧石器时代”。
那些原始人居住过的多不胜数的洞穴，至今还残留在神州大地的版图上。
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洞穴的选址竞有一定的规律，具体地说是必须具备一些适合生存的基本条件，体
现着人类居住意识的萌芽状态。
比如，洞穴一般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而且大都比邻河流，是为了生活的便利以及从事狩猎、捕鱼的
需要。
但是洞穴要高出河面，因为当时的先民已经学会使用火和粗制石器，选择这样的山洞，可以较好的藏
身和保存火种。
此外，洞穴的方位一般朝南或朝东，位于阳坡，这样可以阻挡寒风的侵袭（这一选址观念从远古一直
沿袭至今），同时还要进出自如，利于防范野兽的进攻。
一般的洞穴，洞前比较开阔，洞内的空间比较宽敞，洞内的泥土都比较干燥，而这样的洞不会轻易坍
塌。
如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四周三面是山，东临平原，洞前是一条奔流的峙峪河，一看便知是属于适合人
类居住的环境。
再如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其位于中条山主峰——历山山腰的山间盆地，也是一处冬暖夏凉的宜人之
地。
　　在原始民居的话题中，自古就有“北方人住洞，南方人住巢”，即“北穴南巢”的说法，其中的
根本原因是各自的居住环境不同。
但似乎这种论调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因为考古已发现，南方人的祖先也曾在洞中住过。
如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的一个小山丘发现一些加工过的石器，考古测定这里是170万年前
元谋猿人生活的遗址，当时的猿人已定居在山洞中。
再如1964年到1973年间在贵州黔西县沙井发现的观音洞文化遗址，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一座旧石器
时代早期的大型洞穴遗址。
据大量的实地勘测证实，20万年前已有人在洞中住过。
这个洞深约90米，洞中先后发现3000多件石制品，有刮削器、砍砸器等。
另外考古还发现，距今7000多年前，在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中就有人居住，他们以渔猎和采集为生，
自制了锥、针、凿、刀、镞等工具，当时已能烧制陶器。
人们群居在洞内，在篝火旁取暖或进餐。
　　种种迹象表明，在人类居住的年轮上，洞穴不仅是北方人居住的专利，南方也曾有过穴居时代。
只是南方的地气偏湿，能够适宜居住的山洞较少，所以穴居的时间没有北方那样普遍和长久。
　　后来，原始人学会了使用石器、棍棒等简单工具，便模仿天然岩洞的样子，掏挖洞穴作为栖身之
所。
这种洞穴主要有横穴与竖穴两种形式。
横穴（后来发展为窑洞）一般就土崖开挖，洞穴的上部挖成半圆拱形，拱上土重和其他荷载沿拱趾传
递于基土。
这种土窑洞适用于西北地区的黄土地带，至今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仍在使用，是民居的形
式之一。
洞穴小的只有几平方米，大的可达几十平方米。
规模大小，主要取决于土质和使用的要求，即拱的跨度大小随土的性质而不同。
竖穴是由地面向下开挖而成，口小下大，也称袋状穴，穴边土的侧压力沿环状穴壁分布于周围土层。
在使用中，穴口覆以遮盖物，以防雨雪侵入。
竖穴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步演变成半穴，继而成浅穴，最后完全上升到地面，形成了各种地上建筑的原
型。
但用作贮藏物品的竖穴（井窖），至今依旧作为中国北方农村家中的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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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始的丛林中跋涉了很久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逐渐走出了山洞，萌生了营造的观念，
为自己建起了更加舒适的居住场所。
在1日石器时代结束、新石器时代伊始的时候，半穴式民居出现了。
半穴式民居是掘土为凹地，然后在上面立柱搭棚。
房屋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
这种房屋不高，但很能节省材料，并且坚实稳固，经得起风吹雨打。
北方曾广泛采用这种形式，在关中、晋南、豫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很多这样的建筑，代表着先民最
初的建筑智慧。
　　尽管半穴式民居代表着一种社会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穴居被完全淘汰。
中国的华北、西北一直流行穴居，即窑洞。
由于当地气候干燥，土质坚实，地下水位低，更适宜人们掏洞为穴，窑洞也成为黄土高原最佳的一种
居住模式。
另外，据考古发现，长江流域也存在着半穴式民居。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四川巫山大溪、湖北秭归、湖南澧县发现了大溪文化的若干遗址。
其中，在宜都的红花套、枝江的关庙山发现了房屋遗址，有半穴式，也有地面式。
在房基取土一尺或数尺深，然后在地上打洞立柱，柱间编扎竹片，里外抹泥，砌为编竹夹泥墙。
地上铺垫红烧土块，室内有灶。
据有关资料显示，迄今为止，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有半穴式民居的存在。
 在若干万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像鸟一样在树上栖息，这种居住现象叫作“巢居”。
其是与穴居同时并存的一种居住形式，特指在树上筑巢而居。
古文献中关于上古时期巢居的记述很多，如《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
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有巢氏’。
”《孟子·滕文公》：“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庄子·盗跖》：“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人皆巢居以避之。
”《战国策·赵策一》：“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
”《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
”杜甫《五盘》：“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
”这些古老的文字不仅记录了人类巢居的情景，同时也帮我们回溯了那一个奇特的居住时光。
　　早期的人类住在树上（巢居），造就了一个构木为巢的时代，也被称为有巢氏时代。
在这里，巢氏也许是一个部落、一个时期的代名词。
起初，先民们直接缘树而栖，后来才发展为“构木为巢”，利用树枝搭建起简单的树屋，用来躲避自
然的风雨和野兽的侵害。
　　巢居在南方很流行。
据晋代《博物志》记载：“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
”南方的气候和地气迫使人们构木为巢，来躲避潮湿的威胁。
因此，构木为巢是长江流域民居的早期特征之一，可以说，巢居是南方气候中滋生出来的产物。
另外，在云贵、百越等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湿热多雨的气候特点和深山密林的自然地理条件诞生了“
构木为巢”的居住模式。
如此便可以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的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
可以说“巢居”是祖先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创造的一个奇迹，同时也深受社会、自然、文化等多种条
件的制约与影响。
　　考古工作者已在长江流域发现了多处巢居的遗痕。
如1989年，在湖南澧县澧水北岸发现一处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地处低洼的湖区，
没有洞穴。
虽然考古未发现房屋的实物或痕迹，但人们推测当时已有了木构建筑。
在澧县的彭山头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居住区内有24个残留的柱洞和2个灶台，考古工作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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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14测定，这个遗址距今有8000—9000年的历史，是迄今为止长江流域最早的居住遗址之一。
　　在某些地区，巢居和穴居轮番使用。
如在低洼潮湿而多虫蛇的地区采用巢居，而在地势高的地区则营造穴居。
还有的是冬天住洞穴，夏天住槽巢。
值得注意的是，构木为巢不局限于南方，北方也曾流行。
在五六千年前到三四千年前，北方的气候比现在要湿润得多，水资源、植被要丰富得多，完全具备构
木为巢的条件。
　　巢居的形式出现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
传说尧时的隐士巢父和许由曾在树上筑巢而居。
尧是一位贤君，他发现巢父是个人才，就要把天下让给巢父治理，巢父不愿接受，就让给许由，许由
也不接受，他们俩索性隐居巢上。
民间传说他们夏天住在树上，冬天住在洞里，饿了吃山果，渴了饮河水，最后竟然成了仙。
在唐代的时候，竟还流传着巢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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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居文化是班驳的历史的见证，在昏黄的光影中静穆无声　　民居文化是清晰的旧日的缩影，沉
淀着深深浅浅的尘封往事　　民居文化是心隅里的无尽怀想，触发人类心底一丝柔软的感动　　民居
文化是正在悄然逝去的风景，告别的同时刻下了永恒的印痕　　中国民居文化是一处传统与现代、理
念与应用交替上演的魅力风景，驻扎着中国古老文化的根系，纳藏着世代中国人诗意栖居的梦想。
并在一路行进的路途中不断地将梦想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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