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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窑洞民居》

内容概要

《陕北窑洞民居》一书，共分四章，两大部分内容，(即理论与研究部分和实例介绍部分)第一章为陕
西窑洞概述。其中介绍陕北窑洞民居的自然地理环境及窑洞民居的形成，历史与现状，美学特征等。
第二章为陕北窑洞民居的聚落形态，窑洞民居的类型，四合院的形态特征，以及对米脂窑洞古城现状
的考证，结构分析等具体介绍与测绘实践。第三章为陕北窑洞民居与建筑装饰艺术，窑洞村落的人文
和窑洞民居民俗风情。具有典型黄土特色的石雕、砖雕、木雕以及窑睑成为这一章的重点。第四章介
绍评析陕北典型耕读文明的窑居状况，展示其村落结构、规模、建筑风格及四合院的不同形式，其中
最为精彩的部分是颇具影响的窑洞庄园：米脂刘家峁，姜氏庄园，杨家沟，常家庄园，扶凤古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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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昊
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安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l984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工艺美术设计系，现
任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主任，学科带头人。陕西省装饰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建筑学会会员，中国建筑装饰协会设计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副会长，中国有成就资深室内建筑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雕塑
学会会员，中国美术研究院艺术设计教育环境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商美A级景观规划师，西安市
装饰协会副会长，西安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建筑美术教材编委会委员，全国环境艺术教材编委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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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陕北窑洞民居概述
一、陕北窑洞民居的自然地理环境
（一）窑洞民居形成的自然条件
（二）黄土高原与窑洞民居
二、陕北窑洞民居的缘起
（一）窑洞民居的历史与现状
（二）窑洞民居类型及其特点
（三）陕北窑洞民居的美学特征
第二章 陕北窑洞民居聚落形态
一、陕北窑洞村落的形态
（一）窑洞村落的类型
（二）单体窑洞的平立面形式
（三）组合式窑洞的平面布局与空间处理
二、陕北窑洞四合院的形态特征
（一）窑洞四合院的形制特征
（二）窑洞四合院的构成形式与功能分析
（三）窑洞四合院的空间形态特征
三、典型窑洞四合院聚落——米脂窑洞古城
（一）米脂窑洞古城研究现状
（二）米脂窑洞古城民居聚落的形态特征
（三）米脂窑洞古城民居聚落的保护
四、陕北窑洞民居的结构与构造特征
（一）生土窑洞
（二）独立式窑洞
第三章 陕北窑洞民居与建筑装饰艺术
一、陕北民俗民风与建筑环境
二、陕北窑洞民居建筑装饰
（一）陕北窑洞民居石雕
（二）陕北窑洞民居木雕
（三）陕北窑洞民居砖雕
（四）陕北窑洞民居家具
（五）陕北剪纸与农民画
三、陕北窑洞民居建筑装饰艺术中的纹饰图案与民俗
（一）图案纹样的民俗观
（二）文字纹样的民俗观
（三）数字意义的民俗观
四、陕北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文化形态
（一）形象的象征
（二）谐音的指代
（三）数字的寄意
（四）程式化的继承
（五）情节内容的展现
第四章 陕北民居实例
（一）米脂窑洞古城
（二）陕北吴堡窑洞古城遗址
（三）米脂高庙山常氏庄园
（四）米脂刘家峁姜氏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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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米脂杨家沟马氏庄园
（六）米脂窑洞古城西大街高家院
（七）神木城关白家大院
（八）神木窑洞民居聚落——沙峁村
（九）延川窑洞民居聚落——碾畔村
（十）延川窑洞民居聚落——寺村
附录
后记
课题组成员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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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陕北窑洞民居概述　　二、陕北窑洞民居的缘起　　陕北地区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区
，26个县市，是我国历代王朝的战略要地，北部诸县更是如此。由于历史上的长期战乱等因素的影响
，十分完整的古建留存至今的比较少，现存的民居基本上都是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建筑，其分布比较散
。　　（一）窑洞民居的历史与现状　　受陕北黄土高原的地形、地貌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陕北民居主要以窑洞民居为主。由于窑洞民居具有冬暖夏凉、节能节地、便于施工操作等特点，为广
大陕北居民所接受，并沿用至今。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居住方式经历了原始穴居、人工
穴居与半穴居时期，依据中国历史发展时期，窑洞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的发展：　　1.距今50万
年前，出现了各种供挖掘的石器，可以推断，从那时起古人类就能用石器人工挖掘黄土洞穴了。　
　2.距今8000年前，出现了半穴居形式。　　3.夏、商、西周时期，木构房屋大量出现，但穴居仍是众
多奴隶的居住方式。　　4.秦汉时期，出现砖瓦，在古籍中首次出现以“窑”字称横尢“张宗和，中
山人也。永嘉之乱隐于泰山⋯⋯依崇山幽谷，凿地为窑，弟子亦窑居”（《前秦录十六国春秋》）。
　　5.魏晋南北朝时期，凿石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时凿窑造石窑之风遍及各地。山西大同云冈
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典型的案例。　　6.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成熟时期，黄土窑洞
建筑已在民间使用。　　7.元代时期，出现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窑洞是陕西宝鸡市金台观张三风元代窑
洞遣址，建于元代延祐元年（公元13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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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很好 没有问题
2、书很好 书很好 书很好 书很好
3、今天下午刚拿到手，初略翻一下，感觉此书很专业，图文并茂，对陕北窑洞的地理环境、形成历
史、装饰艺术介绍的很专业，略有不足之处，有些地方还显粗略，读后感觉还不能透彻地了解本书所
介绍的陕北窑洞民居。
4、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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