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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又一本研究中国民居的书出版了。
民居这颗璀璨的明珠总是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使人爱不释手，引发遐想”⋯⋯看完这本书，我眼前呈
现着一幅绚丽的画卷：中华的原始生态，中华聚落，市镇和村落景观，人居环境的构成模式、生成机
制、形态演化⋯⋯无论是北方的深沉厚重，还是江南民居的洒脱秀丽，都富于诗的韵律和画的意境；
传统民居风格各异，无不体现了天人合一、以人为中心的思想。
西藏的石屋、东北井干式的木房、云南的竹楼、西北的窑洞、内蒙的帐篷，等等，它们就地取材、适
应当地气候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天然材料所特有的纹理质感和色彩激发人们的心理感应。
中国民居是充满生态精神的瑰宝，可为我们今天开发生态建筑提供借鉴。
我欣喜地看到，本书作者——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刘森林教授认真研读了大量文献资料，深入访问了大
量城镇、庄园、府第、宅院和堡寨，在此基础上，探索了民居与生态、民居与人、民居与社会、民居
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结成了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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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居研究中重视图像的价值，强调文本的阅读、理解、体验和比较过程中视觉的独特功效，具有不容
忽视的意义。
一方面，图像在“传既往之踪”诸方面，比文字直接、有效；另一方面，图像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一
可凸现图像证史的功能和价值，二可成为专业读者探究民居相关问题的依据之一。
《中华民罟——传统住宅建筑分析》中的图像由彩色影像、文物、制图和线描四种构成，覆盖民居建
筑的众多方面：彩色影像系现场调查考察时拍摄、精选而成；文物图像含出土文物、传世绘画和模型
三类；建筑制图概略由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大样图、轴测图、地图和分析图组成；线描有示意
图、说明图、透视图等，共计870余幅图像。
企图建构起一种直观、现势、真实和文献式的阅读和观看方式，尝试超越图随文移、以文配图形式的
表面化——图像具备独立文献意义，凸现出如文字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就构成了本书双核系统
中的一元，也映射着作者对民居研究的理解、思考、分析和研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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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居与自然生态　　第一节　民居与自然气候　　在气候、地貌、陆地水、植物、动物
和土壤等地理环境诸要素中，多样化的气候类型和分布对民居与聚落的影响和制约最为明显。
各地民居建筑的形式、形制、结构和特征与地区性的气候条件往往符合若契。
　　从自然区域分异中纬经度地带性规律看，纬度地带性规律是指受太阳辐射热量分布的影响，植被
、土壤等随之相应发生有规律性的带状分布，其形成受热量条件影响为主；纬度地带性中的每个地带
大致与纬度平行延展，沿经线方向有序更替变化。
中国地域辽阔，疆土横跨北半球的寒温带、温带和亚热带，若按热量带划分，则分为热带、亚热带、
暖温带、中温带和亚寒带（寒温带）以及青藏高原区。
不同的热量带，最冷、最热月份的气温、积温和无霜期等的指标都有很大区别。
　　在长期的营建实践活动中，人们掌握并积累了许多技术和经验以裨适应不同的气候类型，努力使
居住建筑和环境尽可能达到宜居的要求和目标。
　　基于气候温度寒暖的差异与区别，南、北传统民居建筑的平面布置、空间组合、构造工艺、内外
空间和造型特征等均有明显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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