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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乡土建筑初探》讲述乡土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最朴实、最真率、最生活化、最富有人情味的一
部分。它们不仅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的认识价值，对建筑工作者来说，还可能有一些直接的借鉴价值。
《中国乡土建筑初探》由陈志华，李秋香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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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西省蔚县的重泰寺，整体型制比较规范。第一进为山门，第二进为天王殿，第三进为千佛殿（
面向前）和观音殿（面向后），第四进为地藏殿，第五进为大雄宝殿。但第六进比较特殊，是合并供
奉释、道、儒的“三教楼”，释迦牟尼居中，老子居左，孔夫子居右。楼台很高而阶梯陡峻，有十九
级，高六米，很有气势。楼后一溜是禅房。　　四川省合江县尧坝街的东岳庙，第一进为山门连戏台
，面对广阔的前院和第二进前的大台阶，第二进为灵官殿，第三进为东皇殿（供东岳大帝，今称天王
殿），第四进为观音殿，最后为地方神的川主庙。庙随山坡层层升高，前后高差达十五米。东皇殿前
大台阶大约有六米高，在前面宽阔大院的衬托下，十分庄严。　　稍大一点的庙宇，供奉的会有释、
道、儒三教再加上大量的地方杂神。例如甘肃省宁县的宇村庙，大致在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建
成，自西向东，进深一百米左右。它有正殿、献殿各三间，左右分别为圣母宫和药王祠。前有戏楼，
后有菩萨殿和钟、鼓楼。前门外崖下还有几孔窑洞，叫三教洞。它后殿供文殊菩萨、真武祖师和雷祖
。显圣王庙供子孙娘娘，孙真人祠供药王、“三清”、释迦牟尼、孔子，还有“天、地、君、亲、师
”神位。它非常清晰地表现出中国人功利主义的杂神崇拜。　　大型的寺观，有许多是长时期里陆续
建成的，殿堂常常不能都串在一条轴线上，就依几条轴线、几所院落安排。例如陕西省葭芦堡（今佳
县）的白云观，从正东的山门进去，沿东西向轴线经石牌坊、木牌楼，进入五龙宫大院，出院再经头
天门、二天门，来到长长的“点墨廊”院落。廊之北有两条南北向轴线。东侧的依次排列着七圣楼、
真人洞、三圣楼、娘娘庙和东岳庙，每个院子都有厢房陪伴着。西侧的排列着影壁、三天门、四天门
、乐楼（即戏台）、真武大殿、三官殿、藏经阁、超然阁。每个院子也都有厢房。超然阁后面偏西又
有南北向的短轴线，东侧的前后为玉皇楼、五老庙和圣母庙，西侧是一所大四合院，正殿为三清殿，
院门向南正对着养真楼。在这些殿堂之外，零散着的有水神庙、财神庙、关帝庙、佛殿、文昌阁、元
辰殿、玉皇庙和魁星楼，一共五十多座殿堂楼阁。　　这座白云观始建于宋代，扩建于明代万历年间
（1573-1620）。它前临黄河、背倚白云山，经七百多级石阶，把建筑一直牵引上山巅。自然景观和建
筑景观都十分丰富、雄伟。不过它已经不是纯粹乡土性的道观，虽然孤独地造在野山上，却是陕西的
道教中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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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尚未来得及看。
2、对这脚下的土地爱得深沉
3、可以看看，挺好的书，里边的插图也不错
4、看到了梦中的老家，要多关心身边的变迁
5、乡土建筑必读书目，非常棒
6、内容通俗易懂，绝非专业性的书籍，还涉及文化和风土人情，细细的读来，如同一个老者讲述他
的生活
7、非常值得对乡土建筑有兴趣的学者
8、乡土的中国才是真实的中国。
9、怀着浓浓的乡情，怀着崇敬的心情来阅读此书，感谢陈志华先生和李秋香女士。更希望各地政府
部门重视对乡土建筑的保护，而不是纯粹作为发展旅游目的开发。
10、很系统，图文并茂，原创为主，经典书！
11、本来以为是工具书，可是翻阅后才发现这是部有关我们这个民族土地的饱含深情的故事书。从建
筑设计要素的深度来讲，这饱含深情的故事书确实对得起“初探”二字。
12、前辈们的心血，涉及内容较广，阅读时需具有一定专业水平。
13、陈先生、李女士集二十多年田野调查、测绘研究的心得，汇聚成此一册，真是精彩之至！
14、书中很重视建筑与民生的关系，什么样的民生会有什么样的建筑。村落是如何逐步发展的，会如
何形成建筑群，风水的作用，村落建筑与经济和地理的关系，都是我有兴趣的内容。照片印刷的质量
也很好。注注说他曾和本书合著人摄影者李秋香一起考察过民居，李对民居非常熟悉，任何部件随口
就能说出名称功用。注注听我推荐，京东已经无货，在孔夫子花了120元买了一本。
15、感动，中国的乡土不能亡
16、厚厚一本，村子并不多。南永嘉，北临县，西南还有个合江。地名不规范，比直接看常青好，先
看基础资料，再看研究议论。风水堪舆。
17、心血之作，非常精美
18、包装不催，就是贵了点
19、内容混杂，重复之处很多。难怪老师上课讲乡土建筑这么学科还“很不成熟”。三星给辛苦的编
书者们
20、只有买了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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