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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羌族建筑》

内容概要

《中国羌族建筑(精装)》为第一部系统研究羌族建筑的专门著作。作者以近十年之巨，从数十个村寨
、数百个碉楼与民居中提取典型，凡村寨、官寨、碉楼、民居、桥梁、栈道等皆有科学而详尽生动的
论述。并辅以大量实地测绘图，偕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生态学、神话学等方面知识，
从面到点，个例分析；由点到面，归以类别，全面、准确地、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了羌族建筑的发
生和发展。史诗般地概括了羌族悠久而悲壮的历史，是无声的生命画卷。
该书个性鲜明、论扰充分、形象直观、震撼力强，文笔洗练、文字干净清新、结构紧凑、详略得当、
可读性趣味性都很强，是一部能经受时间考验的传世佳作。特别是值得建筑学、历史学、民俗学、影
视学及广大旅游专业人士和爱好者阅读。同时又是高等建筑教学在乡土建筑方面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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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羌族建筑》

作者简介

季富政，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乡土建筑研究学者。行程数万里，足迹遍巴蜀，进行巴蜀乡土建筑调查
，推出《中国羌族建筑》、《四川民居散论》、《四川小镇民居精选》、《中国传统建筑钢笔画技法
》、《季富政乡土建筑钢笔画》六部著作，发表论文100多篇和建筑画100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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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羌族建筑》

书籍目录

总论羌族建筑历史村寨  一 村寨选址  二 村寨内部组织及规模    （附）过街楼  三 村寨道路  四 村寨水系
   （附）磨房  五 材寨空间   （一）中心空间    1 以碉楼为中心的空间    2 以水渠为中心的空间    3 以道路
和过街楼为中心的空间    4 以官寨为中心的空间   （二）空间实例    1 以碉楼为中心的空间及寨内景点   
2 以水渠为中心的空间及寨内景点    3 以道路和过街楼为中心的空间及寨内景点    4 其他材寨空间实例
官寨  一 官寨概论  二 官寨空间  三 官寨与村寨  四 官寨实例    1 王泰昌官寨    2 瓦寺土司官寨    3 桑梓侯
官寨碉楼  一 碉楼概论    二 碉楼空间  三 碉楼与村寨  四 碉楼与民居  五 碉楼结构、构造  六 碉楼实例   
1 茂县地区    2 杂谷脑河下游地区    3 草坡地区碉楼民居  一 民居概论  二 民居空间  三 民居结构  四 民居
习俗  ⋯⋯桥梁、栈道主要参考文献、资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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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羌族建筑》

精彩短评

1、写书思路很一般，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建筑画？
2、关于羌族建筑比较详尽的资料。
3、可当资料，研究不足
4、图书内容很好。快递也很给力。不错
5、真心是一本用了心的诚意之作，近十年的画稿，每张都很美，在图书馆偶然间翻到，翻了几下就
坐下来一口气看下来了，羌族建筑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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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羌族建筑》

章节试读

1、《中国羌族建筑》的笔记-第14页

            —、石砌民居
    为羌族民居中所占比例最大一类．即“鸡笼”，“邛笼”者。—般分为三层．有类似的空间和特征
。—层畜养，柴火堆放。：二层主室．卧室。：三层晒台，罩楼。依山而建者、—层或至二层后墙利
用原生岩作墙．其余四周或有的中间隔墙全用石片材叠砌。从底部至屋顶、墒体有收分．因而亦构成
整体下大上小的收分状态，呈貌似梯形的稳定感、外形变化有致，空间形态十分优美。   二、土夯民
居（土屋）
    土夯民居和石砌民居区别主要是材料．即用泥土夯筑墙体形成居所：至于形态特征、内部空间等方
面和石砌民居无区别。它主要分布于汶川县布瓦等寨、数量少，分布范围亦不
大。此类从形态特征可归于石砌民居类。三、板屋
四、碉楼民居
有的碉楼一层改作畜养。二层作卧室．三层储藏。再上诸层作防御，已为纯粹私家性质居住与防御的
统一体，而杂谷脑河下游诸寨碉楼民居是：碉楼和住宅之间有—定距离．虽然靠得很近．确是相互独
立的两个空间体．二空间没有达成共同受力的空间亲和状态；虽然这里的碉楼民居也是私家性质的，
但它远没有茂县境内的纯粹。所以也可说碉楼民居仍有类中之类之分。

2、《中国羌族建筑》的笔记-第2页

            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民族之—。现在主要聚居在四川省西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境内的茂县、汶川、理县以及松潘县和绵阳北川县部分地区。    白石神“雪山顶上捧白石，白石
供在房屋顶正中间。”(《羌戈大战》)。白石神羌语叫阿爸木比塔，为天神、天爷之意，是羌人诸神
中的神中之神．以白石为象征供于屋顶
塔子上。苦供5块则意喻天、地、山神娘娘、山、树5神。虔诚者谷的陶罐。不少羌宅内神龛上、门上
、石檐、女儿墙角也堆立白石。因此，给屋顶外观造成起伏变化的轮廓线，使得平顶屋造型丰富起来
。由于白石体量不甚巨大，不会给墙体产生超重荷载，有的碉楼顶端也垒砌塔了．上供白石．或临近
顶端砌白石围绕碉楼一圈，亦有审美情趣蕴含其中。角角神为每家必供奉之家神．神位设在主屋的屋
角神龛上．故称“角角神”。它是家神的泛称，包括祖先神、牡畜神等，是镇邪的保护神、有的还供
汉族的‘天地君亲
师”位、“角角神”形似摆在屋角的一个木构三角柜，下半部分为有门的木柜，约60—80厘米．上半
部分空敞．用精致的小木性和柜顶构成，一个神位空间，中间即为各自愿供奉的祖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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