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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甘肃古代民居建筑与居住文化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甘肃境内现存的各类古代民居建筑
。全书分九章：第一章对甘肃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以及民居建筑的基本特征予以论述：第二章主
要论述了民居建筑的起源、发展变化及居住文化内涵；第三章对传统民居建筑的形制、等级制度以及
汉族传统合院式住宅建筑形态的确立予以系统论述；第四章结合建筑实例．对甘肃各地现存合院式民
居建筑的布局形态、建筑艺术以及当地的居住文化特色进行了论述；第五章主要研究甘肃境内独特的
生土建筑形态——堡寨式民居建筑；第六章重点研究窑洞式民居建筑，对窑洞建筑的形成、发展及窑
居文化、窑居建筑的形制予以全面论述：第七章主要论述了流行于陇南、甘南等地的板屋式民居建筑
及其现存建筑形态；第八章主要介绍了甘肃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庄窠院、回族四合院、藏族碉房等建筑
形态及居住文化；第九章对甘肃传统民居建筑的工艺体系、艺术风格、建筑材料和装饰等进行了比较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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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晓军，1966年出生于甘肃省会宁县。1990年大学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2002年研究生毕业干
兰州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2006年博士毕业于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主
要从事文化遗产学及古建筑、石刻文献的保护与研究工作。1990年以来，主持及参与了十多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石窟寺的勘察测绘及保护规划工作，主持完成了
由日本东京财团资助的“甘肃古代石刻文献调查研究”、“甘肃古代建筑调查研究”项目，由甘肃省
文物局资助的“甘肃古代民居研究”项目。已经出版的相关专著有：《甘肃省文物保护研究文集》（
合著）、《遥望星宿——甘肃考古文化丛书·古代建筑》（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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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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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居建筑的文化内涵第一节 古代住宅建筑的种种称谓第二节 居家行为与住宅文化第三节 古代民居
建筑的类属问题第三章 古代民居建筑的形制和等级制度第一节 史前住宅建筑形态第二节 传统民居建
筑形制的发展和完善第三节 民居建筑的等级制度第四章 传统合院式民居建筑第一节 合院式民居建筑
的基本特征第二节 河西走廊地区合院式民居建筑第三节 陇中、陇东地区合院式民居建筑第四节 天水
地区合院式民居建筑第五章 独具地域文化特征的堡寨式民居第一节 堡寨式民居院建筑艺术第二节 各
地现存堡寨式民居建筑实例第六章 甘肃窑洞民居第一节 黄土窑洞与窑居文化第二节 甘肃窑洞民居建
筑形制及其特征第三节 现存窑洞民居建筑实例第七章 陇南地区的板屋式民居第一节 陇南地区的多元
民族文化第二节 板屋式民居建筑第三节 其他民居建筑形态第八章 少数民族民居建筑第一节 河西走廊
地区少数民族民居第二节 独具民族地域文化风情的庄窠院第三节 回族合院式民居建筑第四节 藏族民
居建筑第九章 甘肃民居建筑工艺第一节 民居建筑工艺体系第二节 房屋建筑形制第三节 民居建筑的装
饰语言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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