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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秦以前，相传中华大地上主要生存着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最终华
夏集团取得了胜利，上古三大文化集团基本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强大的部族，历史上称为夏族或华夏
族。
春秋战国时期，在东南地区还有一个古老的部族称为“越”或“於越”，以后，越族逐渐为夏族兼并
而融入华夏族之中。
秦统一各国后，到汉代，我国都用汉人、汉民的称呼，当时，它还不是作为一个民族的称呼。
直到隋唐，汉族这个名称才基本固定下来。
历史上的汉族与我国现代的汉族的含义不尽相同。
历史上的汉族，实际上从大部族来说它是综合了华夏、东夷、苗蛮、百越各部族而以中原地区华夏文
化为主的一个民族。
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带又出现乌桓、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南方又有山越、蛮、
俚、僚、爨等族，各民族之间经过不断的战争和迁徙、交往达到了大融合，成为统一的汉民族。
  汉族地区的发展与分布  汉族祖先长时间来一直居住在以长安京都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即今陕、甘、
晋、豫地区。
东汉一两晋时期，黄河流域地区长期战乱和自然灾害，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永嘉之乱后，大批汉人纷纷南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徙。
当时大量人口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他们以宗族、部落、宾客和乡里等关系结队迁移。
大部分东移到江准地区，因为当时秦岭以南、淮河和汉水流域的一片土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
也有部分人民南迁到太湖以南的吴、吴兴、会稽三郡，也有一些迁入金衢盆地和抚河流域。
再有部分则沿汉水流域西迁到四川盆地。
隋唐统一中原，人民生活渐趋稳定和改善，但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和交往仍较频繁。
周边民族人民不断迁入中原，与中原汉人杂居、融合，如北方的一些民族迁入长安、洛阳和开封、太
原等地。
也有少部分迁入陕北、甘肃、晋北、冀北等地。
在西域的民族则东迁到长安、洛阳，东北的民族则向南入迁关内。
通过移民、杂居、通婚，汉族和周边民族之间加强了经济、文化，包括农业、手工业、生活习俗、语
言、服饰的交往，可以说已经融合在汉民族文化之内而没有什么区别。
到北宋时期，中原文献中已没有突厥、胡人、吐蕃、沙陀等周边民族成员的记载了。
北方汉族人民，以农为本，大多安定本土，不愿轻易离开家乡。
但是到了唐中叶，北方战乱频繁，土地荒芜，民不聊生。
安史之乱后，北方出现了比西晋末年更大规模的汉民南迁。
当时，在迁移的人群中，不但有大量的老百姓，还有官员和士大夫，而且大多是举家举族南迁。
他们的迁移路线，根据史籍记载，当时南迁大致有东中西三条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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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西北(陕、甘、宁、青)地区的自然条件与民居类型，论述了西北严峻的生存背景下，各地
民居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环境的适应。
总结了西北民居以生土材料为主体的共性特征，以及以不同民族文化为底蕴的装饰形态特征。
全书展示了窑洞民居、回族民居、撒拉族民居、青海庄廓民居、以及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关中、陕南
、天水民居的风貌特色。
对西北经典民居案例也作了较详尽的介绍。
本书以生态文明的视角，对西北民居的营建智慧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如何使西北乡土民居、生土建
筑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以及为此而作的一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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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重点学科“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学科带头人
之一。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学会生土建筑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城
市规划学会城市生态规划建设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绿色建筑与节能专业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曾于l998年赴意大利罗马大学作为访问学者交流讲学，2001年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讲学，2006年
赴台湾朝阳科技大学交流讲学，2008年赴日本东京首都大学交流讲学。

    长期以来从事地域文化与乡土建筑、窑洞与生土建筑、西北绿洲聚落、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等方面的
科研与教学。
近十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三项：“土地零支出型窑居村落可持续发展研究”(1998年)
；“下沉式窑洞改善天然采光与太阳能利用一体化研究”(2005年)；“生态安全视野下的西北绿洲聚
落营造体系研究”(2007年)。
2008年丰持“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子课题：“陕南灾后绿色乡村社区建设技术集成与
示范”；2009年主持“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西北旱作农业区新农村建设关键技术集成
与示范”。

    结合科研课题项目，研制的“手动生土砖机”获国家专利一项；出版专著《中国窑洞》一书。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黄土高原沟壑区传统山地聚落“生态基因探索”》，《甘肃陇东地区生土民居
回归与新型聚落营建研究》，《关于中国西部地区民居建筑的研究与思考》，《生态安全视野下的绿
洲民居聚落研究》，《绿洲建筑学若干关键问题研究——西北绿洲地区生土聚落变迁研究与生态技术
优化对策》，《地域建筑与乡土建筑研究的三种基本路径及其评述》，《天水传统民居聚落与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陕南古镇青木川》，《机遇与挑战一陕南灾后绿色乡村社区营建策略》，《任震
英先生乡土建筑研究思想解读与启示》等。

    多年来结合研究课题，指导的毕业设计曾获台湾洪四川财团法人基金优秀设计一等奖，六次获陕西
省优秀毕业设计一、二、三等奖项。
指导的研究生在全国生态住区设计大赛、太阳能建筑设计大赛及全国经济适用房大赛中多次获奖，并
在2004年国际生态住宅设计大赛中获二等奖，2008年“中国美丽乡村绿色建筑设计大赛”获优秀奖。
并多次获校教学改革成果奖、优秀研究生导师奖励；荣获校师德标兵、教学名师称号；2009年获宝钢
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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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陇东地貌复杂，是关中文化、陕北文化、塞外文化的结合部，因此在建筑风格、特征的形成过
程中也受到其双重影响。
首先，由于地处典型的黄土高原区域，建筑受陕北文化圈影响较为深刻，保留了完整的传统黄土窑洞
的居住形式，因此在建筑外形和内部形态上都与甘肃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陇东北部与
宁夏南部固原回族聚居区相邻，又受到了回族建筑的一定影响，使得其又产生了新的补充与变化。
（一）窑洞陇东窑洞在北部沟壑区以靠山窑为主，南部台塬区有下沉式窑洞，在台塬的边缘处也建有
靠山窑与土坯房结合的院落。
近年来还有村民在建新窑洞，崖面以砖护砌，窑脸抛开传统的圆拱形砌成方形窑脸，构成陇东特有的
地域风貌（图7-71）。
（二）土坯房陇东土坯房大多是土木结构，硬山搁檩，双坡瓦屋面，墙体以夯土或土坯砌筑，近年来
多以红砖砌墙体。
也有的土坯房不用木料，仅以土坯砌拱，在圆拱上覆土铺瓦外观与木屋架房不相上下（参见本书第三
章）（图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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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西北民居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的一批建筑设计课与美术课教师深入
陕西境内的关中、陕南、陕北进行乡土民居测绘与写生。
待到20世纪80年代由侯继尧、刘振亚、张壁田、李树涛、郑士奇、刘舜芳、周若祁等一批教授们，带
领青年教师有计划地对陕西及周边的宁夏、甘肃、豫西等地区传统民居进行了广泛的测绘调研。
这些成果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陕西民居》、《窑洞民居》两书。
当时我作为青年教师参加了陕南、关中、陕北部分典型民居的测绘与资料整理工作。
在前辈们的言传身教中，使我学到了不少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加上我在上大学之前作为下乡知青曾
有过6年住窑洞、吃窖水的乡村生活经历，与乡土建筑的结缘，从而奠定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与执着
追求。
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下，我与我的老师侯继尧教授出版了《中国窑洞》
一书。
在其后的年代里我指导的研究生论文、申请到的国家级科研课题大多选题是西北乡土建筑，这也为今
天《西北民居》的编写奠定了基础。
西北民居涉及陕、甘、宁、青三省一区，其地域广阔，民族多，民居类型更是丰富多彩，单是陕西、
甘肃两地民居就足以各自单独成书。
《西北民居》篇幅有限，许多民居内容未能编入，期待以后有机会将更完美的西北民居风貌及研究成
果呈献给读者。
在本书编写中参考了众多书籍与研究生论文，也得到许多单位与热心人士的支持帮助。
书中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作者本人及作者的研究生所拍摄。
参加本书资料与测绘图整理工作有作者08、09级的硕士研究生，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编写中正值5·12汶川大地震，作者随即参加了陕南灾后重建任务，奔波于陕南山区一年多，致使
本书的调研与编写时间紧迫，不足之处敬请各方批评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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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北民居》：中国民居建筑丛书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北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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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