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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少年来，岳麓书院在我的心头永远那样富有生机灵气，永远那样年轻，差不多每完成一件手头较大
的工作，或每隔一段时日，我都要来这座庭院看一看。
远离躁动和喧嚣，徜徉在每座院落，每一间讲堂，每一个书斋，每一块石碑，每一株古木，每一丛翠
竹幽兰与花草之间。
沿山泉而上，又沿山泉而下，坐在书院后院那似碧似玉，似镜似砚的清池边，品一杯清茶，神清心静
，顿党泰然。
如能偶聚三五好友，天南海北，吐纳胸襟，拓展怀抱，那更是一份幽雅的清福了。
我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在不断吸引着我，在不断感染着我，也同样吸引着和感动着千百万年来来
自国内乃至海外的人们呢！
这不正是隐藏在这座千年学府身上的中国文化之美吗！
秀美而宁静，散淡而雅致。
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富于文化意蕴的庭院，恐怕还是不多见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面对碧水青山，面对前贤古人，我们得到自省和精神的洗涤。
我们从容领略先人严谨和闲适的读书生活，欣赏他们的审美情怀和文化理想。
我在这里沉思，中华文化之脉不正是由这样一个个各种形式的文化驿站和这样的文化传递者传承至今
的吗！
我所在的美术学院，就在离这座千年学府不远的地方，这里会聚了一批影响全国的著名艺术家，他们
在这里辛勤耕耘，播撒着艺术的种子。
我常说，学院，应该是读书、思考、探索、做学问的地方。
在学院中间将酿造一种东西，一种于无声处滋润万物，养化心灵，开启智慧，引导未来的东西。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美术学院既是社会美术教育、美术创作与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基地，又是国
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智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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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南传统人居文化特征》是省教育厅的一个科研课题，已经做了三年。
其间我带着几个研究生几次深入永州、郴州的古人居村落实地考察研究，收集了一些原始素材，尤其
是具体的形象素材。
并非常荣幸地得到了湘南学院唐凤鸣教授、范迎春副教授、以及胡功田先生（时任永州市文联主席）
、张官妹女士的极大帮助与悉心教诲，在此深表谢意。
对湘南这块土地我是情有独钟，而对充分包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居古村落景观又极感兴趣，所以选
择了这一课题开展一些研究，从中深受古村落人居外在形象美的感染与内在精神风范的教育。
　　可以说，研究湘南古村落人居的过程，既是对中国传统重新审视、学习的过程，更是对中国古村
落人居文化景观敬仰、羡慕、审美、把玩、陶醉的一次文化享受。
所以，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亲近、学习、熏陶、受教育、受启发、受鼓舞、受感动于中国传统文
化及古村落人居的美。
其中的收获与感叹颇多。
在具体撰写过程中，几个研究生出力颇丰。
有的帮我收集整理素材，有的帮我查阅文献资料，对我帮助很大。
他们还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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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瑶族文化瑶族是一个古老的世居民族。
永州境内瑶族人口达四十余万，约占全国瑶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其先民早在秦汉时期，进入长江流域的湖广一带。
永州地区的瑶族，秦汉时期称零陵蛮夷，三国时称“蛮瑶”，晋称“湘州蛮”。
唐宋以来，永州境内的山丘地带成为瑶民的聚居之地。
元、明、清时期，大批瑶民自南岭南麓等地不断徙入永州。
明清时期，永州地区的江华、永明、道县、宁远、蓝山的许多山地成为瑶民的聚居地。
瑶族在历史长河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瑶族文化，并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长鼓舞、盘王节、吊脚楼、瓜箪酒⋯⋯它的古老和神秘，吸引着每一个探寻它的人。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人类生活追求的目标，也是瑶族文化的精髓所在。
因此也可以说瑶族文化也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山居文化。
同时，瑶族民间艺术独特，民俗风情如诗如画，瑶家腊肉、十八酿、瑶族服饰、婚俗节庆，古朴的依
山而筑的吊脚楼，这些底蕴丰厚灿烂辉煌的瑶族文化构成了湘南丰富的人文资源，而雄峻的大龙山，
绮丽的潇水，瑰奇的秦岩等美丽神奇的山川则为湘南带来了绝美的自然资源。
这些带着民族色彩的生活和悠久厚重的历史与文明让湘南充斥着深邃、神秘和悠远，而这里的这一切
也都在影响着湘南人的生活。
（4）贬谪文化贬谪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在古代，湘南曾是莽莽丛林、重重瘴雾、人烟稀少、猛兽横行的地方，正因为此，湘南成了古代权贵
们打击政敌异己，并进行进一步政治迫害的“好场所”。
于是，湘南——当时的蛮荒之地，就成了迫害、放逐的首选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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