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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古城的历史记忆：起源·功能·象征，ISBN：9787030085726，作者：蒋高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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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城市以及城市记忆需要好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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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主题比内容要醒目，关于城市的历史记忆有多种写法，而本书提出的若干个问题十分有趣。导论 
从现在发现历史，从历史发现现在——云南聚落研究起步第一章 一个秀美昌明的地方——古城所在地
域的文化地理透视1.1古城所在地域的历史归属与区位概念1.1.1关于“步头”1.1.2关于“东爨”1.1.3关
于“滇南”（或“迤南”）1.2民族迁徙的通道、文化传播的走廊1.2.1天然的通道：哀牢山脉和红河河
谷1.2.2马帮的贡献：色彩斑斓步头路1.2.3穿山越涧的轨道车：滇越铁路1.3建水地域空间中的文化分
布1.3.1羌、越两系文化龛：建水地域文化的根基1.3.2文化的二元对立与融通：建水地域文化的历史流
变第二章 城市前的村落底蕴——哈尼山地村落模式诞生的传说2.1迁徙：从虎尼虎那到红河谷地2.1.1漫
长的迁徙之路2.1.2几点说明和分析2.1.3哈尼人在各居留地的大事记2.2若干判断和结论2.2.1关于迁徙与
人类的生存2.2.2关于迁徙与文化的缔造2.2.3关于迁徙与家园化过程2.3古规：哈尼山地村落的惹罗模
式2.3.1亲情·发展·互助：为什么需要一个村落？2.3.2劳动·能人·神灵：兴建村落靠什么？2.3.3分
化·尊崇·程序：怎样兴建一个村落？2.4@圣化·磁极·结构：惹罗村落模式的文化意象2.4.1聚居地
的圣化和聚居活动中的神性渗透2.4.2三位一体的村社组织和它的“磁极”作用2.4.3空间的分化与村落
的结构第三章 建水古城生长的千载轨迹——影响古代城市起源、演变的生态因子和外在动力3.1南诏的
贡献——集中的新动力和王权的新支点3.1.1为扩张势力服务的南诏城建活动和城建指导思想3.1.2突破
村落局限的动力因素3.1.3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城市及其生态因子分析3.2发展的阶梯——从军事前哨据
点到滇南第一大城3.2.1服务南诏的军事据点3.2.2元代新政治的新角色3.2.3雄踞南滇第一城3.3西洋的来
风——冲击与牵引第四章 建水古城的空间构成——物质与精神的双向互渗4.1建水古城空间的中心化意
象和秩序化结构4.1.1建水古城的地理位置和空间划分4.1.2建水古城空间的中心化意象4.1.3建水古城空
间的秩序化结构4.2体验宗教和拓展人生4.2.1作为圣坛与祭坛的寺庙4.2.2作为游冶与节庆中心的寺
庙4.2.3作为开发自然与创造名胜的寺庙4.3“市”和“井”的景观形象4.3.1井和井台的功能与景观意
义4.3.2地区集市制度与古城传统商业街道模式4.3.3热闹的大街与清静的小巷第五章 建水古代建筑的历
史纪念5.1纪念性——古代建筑的新定位5.1.1时代地演进、功能的转变5.1.2纪念性建筑的分类5.2圣坛与
兰若——朝拜性建筑5.2.1建水东城清真寺：回民的圣坛5.2.2燃灯寺：僧、俗的兰若5.3可读的石头史书
——历史标志性建筑5.3.1朝阳楼：雄滇南滇第一城的辉煌见证5.3.2崇正书院：走向儒学的标志5.3.3崇
文塔与文笔塔：文化的嬗变、形成的独创5.3.4纳楼土司署：失落的昨日威严5.4民间建筑匠师的意匠—
—具有建筑学价值的建筑5.4.1宏大的建构、匠师的智慧：指林寺5.4.2实用的满足、精神的追求：双龙
桥·天缘桥·乡会桥5.4.3景致的优美、情感的深邃：福东寺5.4.4永远的人格、永远的高扬：文庙第六
章 建水传统民居的文化理性6.1历史向我们的宣告6.1.1建水民居的异质与住屋文化的二元结构6.1.2传统
的惰性与土掌房的魅力6.1.3土掌房居民的主要类型6.2建水的吸纳与合院式居民的机理6.2.1维系合院式
居民的生态因子分析6.2.2家庭生活方式的凝固化是合院式居民生命长久的社会性因子6.2.3审美理念的
空间化是合院式居民生命长久的文化性因子6.2.4木构技术的程式化是合院式居民生命长久的技术性因
子6.3建水合院式居民的有机平面体系6.3.1建水合院式居民平面的基本组合6.3.2建水合院式居民平面的
扩大组合6.3.3建水合院式居民平面的特殊组合6.4建水合院式居民的木构架体系6.4.1建水合院式居民木
构架施工要诀6.4.2建水合院式居民木构架常用剖面尺寸6.5建水合院式居民空间的人本定位6.5.1建水合
院式居民的功能分析6.5.2建水合院式居民空间的流线分析6.5.3建水合院式居民空间的环境分析6.6建水
合院式居民的识别系统6.6.1建水合院式居民的风格6.6.2建水合院式居民的门楼6.6.3建水合院式居民的
装饰与装修6.7结束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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