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画说王家大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画说王家大院>>

13位ISBN编号：9787806369364

10位ISBN编号：7806369368

出版时间：2007-7

出版时间：山西经济出版社

作者：张昕，陈捷著

页数：2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画说王家大院>>

前言

中国农耕文明的建筑文化可以粗分为两大形态，一种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各级官式建筑文化，以北京
的紫禁城为巅峰；另一种是民间聚族而居的风土建筑文化，山西灵石的静升村堪称典型。
相比之下，官式建筑文化随着封建体制的铲除早已是终结了的历史；而风土建筑文化的历史，却因聚
居风俗的残存依然“活着”。
比如静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整体格局和延续至今的生活形态，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其中扬名中外的王家大院，虽然已是一个空置的村落躯壳，但是其蛰伏于黄土高坡上的严整聚落形态
及其历史场景，却展现出了一个活生生的风土生活画卷。
《画说王家大院》一书，初步理清了静升古村在元、明、清三代七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以王家大院
为线索，从人类学角度描述了当地风土建筑的简史，归纳出了窑一巷一堡的居住演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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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初步理清了静升古村在元、明、清三代七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以王家大院为线索，从人类学角
度探讨了当地风土建筑的发展规律，归纳出窑一巷一堡的居住建筑演化模式。
至于在静升住宅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火炕与窑洞体系，则作了专门的介绍。
书中通过大量实例，以“趣谈、图说”等方式多角度地对王家大院建筑群进行了剖析。
除常见的空间布局、装饰艺术之外，还增添了生活形态分析、建筑技术分析等内容。
与此同时，笔者还系统研究了村内二十余座各具特色的庙宇和宗祠，其中在罕见的乡村文庙和王氏宗
祠等处着墨尤多。
目前，静升村内保存至今的传统商业建筑为数众多，如防御性突出的堡垒式商宅、集居住与买卖活动
于一身的临街铺面和隐入村落次级道路系统的当铺等。
有鉴于此，本书亦详细介绍了村内的商业建筑。
文章最后，还以权力中心的变迁为线索，分析了村落结构的嬗变，并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进行了一番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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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昕，女，1975年生，同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现为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
师。
作为主要成员，完成有《杭州市滨江区历史地段保护性改造设计》、《台州市黄岩区历史地段保护与
利用设计》等研究项目的整体规划与单体设计。
与先生陈捷合作完成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课程中，教案课件的制作(木构殿堂
的生成)。
现与导师常青合译有阿摩斯·拉普卜特所著的《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参编《山右匠作辑录山西传
统建筑文化散论》。
并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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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风水与禁忌对彼时的静升村民而言，阴阳宅第的风水关乎家族的兴衰，不可以等闲视之。
故而宅院与茔地的建造总少不了阴阳先生的指点。
就阳宅来讲，静升常用的相宅法乃是大游年法，亦称九星飞宫法。
这种方法以天之九星对应地之九宫，并通过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法来推断吉凶。
具体相法如下：首先将合院与后天(文王)八卦对应起来，接着以入口所在方向为“伏位”，并以伏位
为起点，按照相宅口诀将诸星顺时针排布于各个宫位。
由于八卦仅八个方位，而伏位又占据了一位，所以九星中其实只有七星参与其中。
七星依次为生气贪狼木星、延年武曲金星、天乙巨门土星、祸害禄存土星、六煞文曲水星、五鬼廉贞
火星及绝命破军金星，其中前三星为吉星，后四星为凶星。
八卦中的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也有各自的五行属性。
根据诸星与所处宫位在五行中的生克关系，就明确了合院不同方位的吉凶。
在推演时还需注意，吉星临宫又遇五行相生则为上吉，遇五行相克则弥补了不祥。
凶星临宫遇五行相生会有损吉祥，遇五行相克则为大凶。
比方说，南北朝向的宅院门开东南时，则以巽位为伏位。
在《阳宅十书》中，与之相应的口诀为“巽天五六祸生绝延”。
头一个巽字代表伏位的宫位，其后则是星名的简写，如“天”代表“天乙巨门土星”。
诸星依次排好后，就可以判断各个朝向的吉凶了(图3－19)。
经推断可知，这种坎宅巽门的合院仅东向震位有金木相克，却受到了延年武曲金星的保护，诚可谓如
意吉祥，难怪村里人说“坎宅巽门，不用问人”。
不言而喻，大游年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合院，靠崖窑内的贫民阶层自然无缘享用。
静升的“中产阶级”则既有趋吉避凶的渴望，也有考虑风水的条件。
然而，沟内住户仍然难以摆脱特定地形的影响，因此无法采取最佳的风水格局。
在朝向较好的沟西合院中，一般门开东北，以西向靠崖窑为正房，在南北构筑两厢，有时还在东向添
建倒座。
这种艮门兑宅的布局不仅无碍于通行，且依照“艮六绝祸生延天五”的口诀，正房所处的兑位乃是上
吉。
然而南北两厢就不那么幸运了，其中北向更是凶星临宫，水火相克。
《阳宅十书》中称“水火交战灾竞起，重重寡妇闹峥嵘”，如此显然不如巽门坎宅的格局有利。
根据风水之说，吉位应作正房、厅堂、灶台之用，凶位则可安排仓房和厕所等。
因此，北厢往往用于储物，东南向同为凶位处乃建为厕所。
事实上，沟西合院的布局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因为若以南向震位为伏位，则正房所处的兑位凶多吉少；以东南向巽位为伏位时正房也并非上吉。
宅院的主人当然不希望住在凶房，因此就部分牺牲了厢房的利益。
至于建在沟东的合院，则无论朝向还是风水都不似沟西有利，大门的位置也各不相同(图3－20)。
有条件的住户往往将宅门开于南向，成离门震宅，则正房与厢房均在吉位，但出人家门必须另开一条
小道。
在面向冲沟的西南、西、西北方向开门时，虽然解决了交通问题，但不仅正房不吉，全宅也凶多吉少
。
此处人家为禳解凶气，便于吉位添加吉星楼，或在院内各处埋藏“镇物”。
在正对路口的一些院墙上，也被住户嵌入了石敢当、石狮一类阻挡“邪气”的镇物(图3－21)。
总之，沟内合院受制较多，因此也不拘一格，具有浓郁的自然气息。
富足的农户在自己的一方院落中晾晒谷物，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然而诸多功能的叠加显然打乱了院落的秩序和礼法的要求。
于是乎，实力更强的村民便移至村北缓坡一带择基立宅。
由于选址较沟内合院受限为少，这里的院落莫不采取最有利的坎宅巽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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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些人家还通过正房上的吉星楼来强调吉位(图3－22)。
事实上，在宅址的选择中，倚坡向阳乃是争取日照、躲避寒风的一种经验。
但当“风水”介入其中，吉凶祸福的观念随之产生后，经验就成了教条。
所谓“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也就化为选址的金科玉律。
在静升的实例中，村民之所以不愿在村南建宅还另有缘故。
因为古村在清朝初年的发展使人口日益增加，所以带来了对耕地的进一步需求。
所谓民以食为天，当住与吃发生矛盾时，住也就自然让位于吃了。
除选址和布局之外，合院住民还密切关注着五花八门的禁忌，如建宅时的开工、上梁以及房间的大小
、高度等。
静升建房忌讳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正位，村民传言正位唯帝王与神灵方能使用，普通百姓绝不可与之比
肩。
究其原因，乃在于庶民在等级制度影响下的畏惧心理。
再如窑内砌筑火炕时，断不可将灶台置于梁担的正下方，理由就是梁下有火会令主人断子绝孙。
此说初闻令人咋舌，但稍加琢磨就会发现，灶火正对木构梁架时容易将其烧毁，祸及主人。
此法不过是室内防火的一种经验而已。
其他类似的禁忌不胜枚举，斟酌之下大都能察觉其所出。
合院的阴阳之说充满了正房宜高大、厢房宜卑下之类的等级意识。
从中不难看出，风水与礼制结合甚妙，甚至可以说风水最终促成了合院的定型，使之古往今来变化甚
微。
二者的吻合其实并非出于巧合，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
礼制的章程要利用风水来渗透民心，使冷若冰霜的教条为民众所自觉遵从；风水的诡辩也必定需要通
过礼制来显示其权威。
更何况，如若二者背道而驰，那么所谓的风水之术，恐怕早已被统治阶级销毁殆尽了。
在封建小农的生活中，风水对合院的制约一如教化对民众的束缚，桎梏虽然尚在，却在春耕、夏种、
秋收、冬藏的循环里幻化为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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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初识王家大院是在1998年的金秋。
其时秋高气爽，碧空如洗。
方人古村便远见一片气势恢宏的宅院雄踞于黄土高坡之上。
虽仅惊鸿一瞥，却已为其风姿所倾倒。
静升淳朴的民风、古韵犹存的自然人文环境也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仰俯之间，不禁萌生了详加研究的念头。
从初识至今凡八载问，笔者多次深入当地调研，得到王家大院民居艺术馆馆长侯廷亮先生的鼎力支持
。
拙作撰写期间，笔者的博士生导师常青教授与硕士生导师朱向东教授均给予了诸多宝贵指导。
王家大院居民艺术馆顾问仇晓风、温述光、张佰仟、王儒杰四位先生十余年间潜心研究静升，他们不
仅带笔者遍访古村，而且将多年积累的宝贵资料毫无保留地赠与笔者。
凡此种种，令人感怀至深。
值此文煞笔之际，特向诸位前辈学人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画说王家大院>>

编辑推荐

《画说王家大院》初步理清了静升古村在元、明、清三代七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以王家大院为线索
，从人类学角度描述了当地风土建筑的简史，归纳出了窑一巷一堡的居住演化模式。
书中以大量的历史和现状图像来叙述聚落的古风遗俗，特别是以各种生动的三维图像对风土建筑进行
解析和复原，使其中的一些细部特征得以一览无余的展示，从而增加了《画说王家大院》的学术性和
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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