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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而对 多 冗 又化交错 区 的传统民 居建 筑研究 不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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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状 ， 对理论上 的 传 统 民 居建筑研免 、 传统 村 ａ ｒ ｅ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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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 （ｌｉ 落研究 以及实践上 的传统 民居发 展研究现状进行ｐ ｒ ａ ｃ ｔ ｉ ｃ ｅ ｏ ｆ  ｔ ｒａ ｄ ｉ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ｄｗｅ ｌ ｌ ｉ ｎ ｇ ｓ ａ ｎ ｄ  ｔ ｒ ａ ｄ ｉ ｔ ｉ ｏ ｎ ａ ｌ ｖ ｉ ｌ ｌ ａ ｇ ｅ ｓ ，

反 思 ， 提 出 相关部 门应该对 多元文化交错 区 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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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项 目 统 民居建筑的完整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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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４ 年夏季 ， 笔者在调研陇 南地 区传统村落 的过程之 中 ， 发现存在 的 区划裂隙 ， 而是应该将 区划界线理解成 以线性 向 周边辐射 的 多

按照现有 的 民 居建筑谱系对陇南地 区 的 传统 民居 （ 图 １ ￣３ ） 归 类是 元文化交错地带
， 是几个典型 区划之 间 的 交集 。 这样 个区域 内所囊

件十分 困难 的 事情 ， 因 为 找不 出 非 常准确 的 、 已 经存在 的学术称谓 。括的 文化 内容更加 多元 、 更 加丰富 ， 以致于 以某种特定 的 文化 因素无

如果按照甘肃省域对传统 民 居冠名
， 在学术研究上会有失偏颇 ， 根本法将其进行准确 区分 。 因此 ， 只有在 以典型文化分布区域划分 的基础

原 因在于甘肃省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交错区 ， 在学术研究之 中并不上对其进行亚类再划分 ， 将 多 元文化交错区 的传统民居进行再深入研

具有典型性 。 而陇南地处陕 、 甘 、 川三省交界 ， 历史上更是受到川 蜀 、究 ， 方能厘清其周边 以传统文化形成权 力 支配下 的谱系演进机理 。

荆楚与 中 原文化的 多重影响
，
建筑风貌表现 出 叠加式与拼贴式的折衷

性 。 因此 ． 陇南地 区则变成 了边缘之 中 的边缘 。 １ 民居建筑研究思辨

反观 中 国 传统 民居建筑研究的现状 ， 发现对于 中 国宏观上 的 区划 １ ． １ 民居建筑研究现状

已经较 为成熟 ， 有行政边界 区划 、 自 然地理 区 划 、 文化景观 区划等 。有学者对于传统 民 居从 １ ９３０ 年代开始至今近 ８０ 余年 的研究进

而传统民居建筑作为人与 自 然之 间 的连接体 ， 受到各种 区划分界的影行了 综述 。 陆元鼎先生在 ２００７ 年发表 的 《 中 国 民居研究五十年 》
【

３
】

，

响 。 早在 ２０ 年前就有学者提 出 人文背景区划 以及构筑形态 的 自 然 区对前期传统民居的研究给予 了全方位的概括 以及对未来研究趋势发展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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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 传统 民居建筑是人类基于 自 身生产与生活实践 ， 体的展望 ， 同 时也提 出 了 研究的不足 ： 民 居理论研究 中存在 比较艰 巨和

现在时 间 与空 间上 的 ， 人类文 明与 自 然相结合的 复杂客观事物 。 按照困难的是 民居史的研究 。 中 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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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 曾经

图 谱 的方式 以 区域在地 图上进行线性划分都是一个概率 问题 ， 二维 （ 区组织 出 版 了 １ ８ 本 以 省域 为单位 的地方 民居丛 书 （ 以行政 区划 为背景

划 图 面 ） 与 多 维 （ 真正在大地上生活的人类建筑空 间 ） 之 间叠加 只是的传统 民居研究 ） 。 然而在现今研究不断深化 的情况下 ， 对于建筑本

存在大概率的 交集罢 了 ，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区划分界线理解成 为客观体共性特征的研究成果 已经无法支撑一个
“

文化 区
”

为背景 的
＂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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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賊南康县岸 门 口镇朱家沟民居 ２ 陇南礼县 白 关 乡 太塘村民居 ３ 陇南宕 昌县王院村民居

性
”

研究 ， 因此省域之 间传统民居的 关 系研其 实更 加注重 的 是 传统 民 居 的研究如何 为随后又通过对具体的地域案例 的剖析与实践

究应该是细致化研究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民居当 代社会服务的 问题 ： ①基于 国 内所处 的生对于
＂

地域性如何 阐释 ？
”

这个 问题做了 思

的地方实践活动 ： 传统民居理论研究如何 为态环境恶化的背景 ， 建筑学科注重运用人居考
１

７
１

。 同 时 ， 昆明理工大学王冬组稿的 ２０ １ ４

现代化 、 少数 民族和地方特色 的新建筑服务 ；环境科学理论总结传统 民居 的生态智慧 以及年 第 ６ 期 《 西部 人 居 环境 学刊 》 对于 这 个

如何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 这个 问题是现在仍对传统 民居进行生态改造 （ 绿色建筑技术 的问题进行 了 充分的诠释 ， 并且将营建实践的

在 困扰学界的重要研究 问题 ， 很 多都是理论运用 ②基于 国 内所处 的快速城镇化背景 ，经验上升至方法论 的研究层面 。 西安建筑科

研究滞后于实践建设 。 因 此 陆先生在 ２０ １ １建筑学科对于传统 民居面临消亡的境地 ， 从技大学 的 王军几＋年来 ， 坚持在西部 乡 村人

年又强调 了 民居建筑研究的重要性 ， 建议有传统民居保护 以及传统民居更新改造等多途居环境研究的第
一

线 ， 洞察 中 国 乡村 ． 乡 土

办学能 力 的 大专院校设置 民居建筑学科 ， 并径探讨 多元文化组成的 中 国 乡 土建筑 ； ③基建筑面临 的诸 多变革和发展 ， 探讨出 系列

且给 出 了该学科设置 的意义及研究的具体方于 中华文化传承 的背景 ， 以农耕文 明下 的传符合 当地 乡 村发展 的 传统 民居营建模式

向 ， 以加大对传统 民居建筑的研究
Ｗ
， 力 图统 乡村 为基点 ， 力 求探寻 出符合 中 华文 明可穆钧在基于对生土这
一

乡 土材料的再认识与

从最大量的传统 民居建筑宝库之 中获得解决持续发展的途径 。研究基础上的 改 良对贫 困地 区 的 乡村与灾 民

以上各种 问题的 智 慧 。 １ ． ３ 民居建筑研究的不足与拓展进行 了 适宜性建筑设计的营建 ， 促使业 内对

１ ． ２ 民居建筑研究的发展趋势在 民居谱 系研究方面 ． 既有 的 中 国 民居本土营造的重新认识
｜

９
１

。 这些学者对地方 民

事实上 ， 理论界也逐渐开始注重 民居研研究体系 中 ， 以建筑特征 、 地域文化特征为居建筑 的研究从不同视角 进行再理解 以及对

究的 发展趋势及对现今社会的作用 ，
＿

年
一基础建构的 民居建筑谱系和研究框架已较为设计与方法的运用 、 尝试都在 为传统 民居的

度的 民居学术会议就是 民居专家 与学者对过成熟 。 第二十届 中 国 民居学术会议 （２０ １ ４ ） 之整体呈现与外延发展做 出 了 贡献 。 并且也都

去
＿

年 中 民居建筑研究的 总结与评判
”

。 研中 着重提 出 了 同济大学李浈 团 队从营造技术在积极呈现理论如何与实践进行充分结合的

究这 些综述文献进行 归 纳可 总 结 出 如 下 特层面切入 ， 以 用 尺制度 为 出 发点展开探 索 。方式方法上进行不懈的 努 力 。

征 ： １ ） 从研究的范围上来说 ， 民居建筑单体研究通过构建营造
＂

尺 系
”

， 建立 营造体 系

的研究向 两极发展 ：
一

方面在宏观上 ， 由村基本框架 ， 以厘清 匠派体系 ， 实现谱系建构２ 传统村落研究思辨

落向 区域聚落整体进行拓展 ； 另
一方面在微与区域划分的研究 目 标 ＇ ２ ． １ 传统村落谱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观上 ， 从建筑本体特征深化到组成 因 素的分其实更 大 的 改变是面对原本理论研究滞纵 观 近 年 国 内 乡 村 建 设 的 历 程 ， 从

项研究 ， 如营建技艺专项的研究 。 ２ ） 从研究后于实践建设 的现状 ， 理论研究更加关注传２００５ 年 的
＂

新农村建设
”

到 ２０ １ ４ 年的
＂

美

运用 的方法上来说 ， 建筑学科的研究方 向 越统 民 居建筑地 区性 的 特征与 生成机理研究 ，丽 乡村
”

， 在这 １ 〇 年 间传统 乡村的数量在不

来越重视 多学科 、 多维度 的 交叉与综合研究 ．注重现代建筑学设计理论与传统地区营建理断减少 ， 缺 乏传统文化认知 的 ． 讲究建设时

在 当 下生态安全的背景下重视人居环境科学论 的 结合 。 学院派也逐渐走 出
一

条理论联系效 的新农村遍布着祖国 的大好河 山 。 在此背

的综合方法 的应用 ， 在人文传承背景下体现实际的道路 ： 如华 中科技大学李晓峰在其博景下 ， 由住建部 、 文化部 ． 财政部和 国家 文

在民居建筑研究的进化论 、 传播论 以及社会士论文 中分别从社会学 、 人文地理学 ． 传播物局发起并组织的 中 国传统村落评选 ， 分别

关系等方法的运用 。 ３ ） 从研究的背景上来说 ，学以及生态学探讨乡土建筑研究的方式方法
［

６
］

。于 ２０ １ ２ 年 １ ０ 月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和 ２０ １ ４ 年

Ａ ＵＣ Ｉ Ｉ ＩＴ Ｈ ＣＴ Ｕ ＲＡ Ｉ
Ｉ

Ｏ Ｕ Ｒ Ｎ Ａ Ｉ ０ ７ １



、 ｊｇ建议基于文化作为第
＿重要 因素建立 中 国传统民居 受到典型文化影 响有限 ， 很难有所谓

＾统 乡村聚落谱系 ， 并把全国划分 为 ４ 个大 的典型的 名 门 望族 的宅院存在 。 在那里 ． 原住
片 区 ： 汉族 、 民族 、 民 系 以及混合片 区 。 这 民 多是传承祖先 的传统营建技艺 ． 以农耕 为

：
种谱系 的建立对全国传统 乡 村数量不断的增其生活根本 ． 所居住的住宅更加接近于原住

加有极 为现实 的意义 ． 会形成
一

个较 为清晰民生产 与 生活的住居原型 ． 而 由这些住居原

的传统 乡村文化知识理论框架 ， 让科学研究型所组成的传统村落则体现着原生态 的传统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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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以及政策规划者有据可查 ． 做到对症下药 。 Ｓ居社会之构 也正是 因 为 普遍存在 的原

１１是罗 也提 出 了 这套 划分方式 的 不足之处 ， 因致使这些地 区 的传统民居建筑无法得到 ｆｉｚ

比如在每个片 区 的交界地带 ， 都会存在 些 有 的重视 ， 处于
“

散落 乡 间 无人识
”

的尴尬

难以麵 归类 的传统村落 。 对于这些传统村賴 （ 图 ４￣ ６ ） 。

落 ， 我们 需 要加强 它们 与 两边腹地的典型村

？卜 落的对比研究
？这不但会使各 自 的特点都３ 传统民居现实发展思辦

更 为 凸 显 ， 也将会使中 国传统村落的谱系更３ ． １ 传统民居可持续发展现状

？

 力 完 善
ｍ ｉ
。 同 济 大 学 常青在基于快速城镇保存较好的传统 民居建筑多 数 以某某大

化背景下对于风土建筑进行研究之后建议厘 ｐ完儿的博物馆陈列 方式存在 ， 彰显 着 某个历

關土魏祕地蘭 分ｕ神麵 ． 找 人 或 个 帛齡
－

彳醜 的 辉煌 历

．

． 并 强调只有做好前期 的 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 史 ， 而像平遥 、 面江等保 留整体风貌的风土

才能把握鮮 与再生觸鼓 向 和 工作重 民居聚細健 了
－

个地ｅ人民历史创造经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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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传统村落还是风土聚落 的 可 久不衰 的生命力 。 虽然 以整体保存下細传

持续发展 ， 学者们都强调 了理论基础研究的统 民居与聚落越来越 少 ， 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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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侧面则

首要性 。 然而这些基本构成之 中都离不开传反 映 了 普通 的传统 民 居建筑发展不能脱离 实

‘舉 贩雖腿
－ｓ麵鮮元 剛专舰 Ｐ示纪纪舌關麵雜 。 敝腫专贼

邊， 严 Ｍ建筑的再深入研究是大前提 ， 而在类型与 ｇ建筑在现实社会之 中 的发展就显得十分重
｜
谱細廳钟 ， 默齡点轩 乡紋化 要 ， 并且雜作於鋪普雖贩居与其

交错区 的划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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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之 间 的依存关系会在更长久 的 时 间 内体

２ ． ２ 多元文化交错 区传统村落风貌的主体 现其价值与意义 。 麵现今却存在几种现象 ：

涵 个 乡概不能ａ选驗蹄 ， 要 １ ） 注難舰居麵与改造的體之下 ， 越
６ 陇南宕昌县两河口 乡王院村

从聚落 、 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 ３ 个 因素来越 多 的 乡 村聚落整体被改造成
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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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城

来考察 ＇ 反观传统村落遴选 的标准 ， 发现市社区
”

的现象 ， 简单地将城市化发展模式

９ 月 各进行了
一

次 。 三批入选 的村落 ， 分 别前两项指标之 中传统 民居 的 留存数量与质量套用在 乡村建设之 中 ． 不但漠视 了 作为 中 国

为 ６４６ 个 、 ９ １ ５ 个 和 ９９４ 个 ， 总 数 为 ２ ５５５对是否能够成为传统村落起到 了 关键性 的作农耕文 明体 系 下 乡村文化 的 多元性 ， 而且实

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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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遴选 的 数量可 以 看 出 ， 国 家 对传用 。 而对于 多元文化交错 区来说 ， 相 比较已际 上对原有 乡 土聚落文化确 实造成 了破坏 。

统 乡村面临消亡 的担忧 ， 最急切 的 目 的是先经入选 的传统村落而言其传统典型建筑的 留２ ） 保护下来的传统 民居不知道如何发展与利

把
一些有传统风貌的村落 以 国家保护对象 的存量更少 ， 留下 的是更加大量 的保持传统风用 ， 多 方参与者持有不同 的意见 。 作为政府

名 义保 留 下来 。貌的普通 民居 。 如在陇南地区 ， 大 多数 乡村部 门对传统 民居进行价值评判认定 的予 以保

然而 ， 大 量的 乡村在保 留下来 的 同 时又聚 落 的 民 居 大 多 为 １ ９７ ０ － １ ９８０ 年代所 建 ，护 ， 但是 同 时居住者觉得舒适度不够或者 由

面临下
＿

个 问题 ， 就是如何对待 。 有没有适谈不上
＂

古
＂

，
更谈不上
“

典型
”

。 这也提 出于经济实 力 有限 而不能进行有效地维修与保

合这些传统村落统 发展 的模式存在 ？ 从 中了 对下
一

步传统村落 遴 选标准再 完善 的 要护 。 这样 的状况可谓现今普遍存在于传统民

国不 同地域与不同 文化下的传统 乡村各异 的求 ， 是否对这种看似不典型但是传统风貌较居建筑保护 与发 展之 中 ， 也是 直 以来 困扰

现实情况来看 ， 这样 个 问题的提 出可能首好的村落加 以关注 ？ 因此 ， 可 以发现在 多元学界的
一

个复杂的社会 问题 ？

先就是错的 。 现在能被接受的看法是在研究文化交错区之中 ， 传统民 居是形成其传统风３ ． ２ 传统民居建筑
“

地区性
”

研究的重要

各地 区传统 乡 村发展模式之前应该首先对这貌的主体 因 素 。 由于 多元文化交错区 多 半是性

些传统 乡村进行深入认知 。 清华大学 罗德胤处于历史上交通不便 的地 区 ， 因此那里 的传能 否将林林总 总 的试错行为 归结 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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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区域 内 的 传统 民居建筑
＂

地 区性
”

特征研区 与 周 边典型 文化地 区 之 间 的 发展脉络 关注释
１
） 从第十五届 中 国 民居学术会议到 第 二十届 民居

究 的缺失 以及对于理论模式指导意义 的漠视系 ， 则在更深 的理论层次上能够 明确 民居建会议 都有学者将当年会议研究进行成果综述 ．

呢 ？ 这个答案 未必肯定 ． 但最起码接近 。
－

筑发展与演变 的机制 ； 其次在于传统村＿

个地域之 中 的传统民 居
“

地区性
”

特征是在究 的层面上 ， 传统 民居建筑作 为传统村落 的科与 学者开展深入研究的 内容 ． 方 向 与方法上

对
一

个区域传统 民居长期研究的 基础上进行 重要组成单元 ， 其 留存数量 的 多寡 、 留存质 系 理解都是 个基本概
的 客观总结 ， 这些成果是对民居建筑群体特 量的优劣都直接影响到是否能够准确 建构传 率 问题 。 应该注重的是区 划线性分隔区域 为核

心的 发展与 演 变机理 。 而不是精确给 出
一

个地

征形成 、 发展机理研究的基础之上而形成 的 。 统村落谱系 的 关键 。 最后在于研究万法论 的 区到底属于哪 种文化 （ 基于权重的理解 ）

只 有对 个地 区 的 传统 民居 的
“

地 区性
’
’

进 麵上 ， 辩证唯物主义提供 了 诸如
“

大 历史
’ ’ ３

）

行 多维度的 系统认知 ， 才能够对这个地 区 的与
“

小历史
”

以及
“

大传统
”

与
＂

小传统 以传统技 术 建造 的 ：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 的 是 ：

可持续发展做 出较 为正确 的答案 。 而对于＊
＇

沿 着这个思路可 以看到
＂

文化核心地带
”

与ＳＳ分＝ 种
人

观Ｓ５Ｈ
元文化交错地带 的
“

地区性
， ，

的研究理论可
＂

文化边缘地带
”

， 有 了
“

典型文化 区
”

也就方式 、 知识 、 技能 ， 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 、 实物 ．

、＿＾—Ｉｍ 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 ３ 项都过关的就通过 ． ２

谓凤毛麟 角 ， 因 为在理论研究之 中 ， 很难 以形成 了
“

多 兀文化交错区
”

的 旻杂地市 。 缺项过关的要讨论决定 ， 低于 ２ 项过关的就不通

定性 的说 明 阐释方法将其混沌性 、 模糊性描少哪 个方面 的研究 ， 对于整个系统的建构
４
） 美国人类学家 Ｒｏ ｒｂｅ ｒ ｔ Ｒｅｄ ｆ ｉｅ ｌｄ 在 《农民社会与

述清楚 ， 并 以折衷性 的概况言论加 以简单总就形成 了缺环 。 文化 》 之 中 首次提 出 大传统 （Ｇ ｒｅａ ｔＴｒａｄ ｉ ｔ ｉｏ ｎ ）

结 。 因此在传统民居
“

地区性
”

的研究之 中 ．在实践层面上 ， 现在 的传统 民居面对着 性１
过 多地注重 了地域之 中 的典型建筑个体的研城镇化 、 传统文化复兴 以及生态发展等诸 多 书 的 ２６２ 页 ， 对其针对 中 国地区 性建筑创作

＿而言进行 了 阐释 。 对于不同语境下的意义则有

究 ， 缺少普通 民 居建筑群体 以及其与典型民现头发展压力 与机遇 。 而 中 华文 明疋 以农耕所不 同 。 笔者将这 对概念则相对应于典型文

居建筑之 间 关 系 、 甚至是演化与转 变 的脉络经济 为背景 的文化系统 ， 与西方 国 家发展历
建造形式 。

的研究 。 在学术界 ． 现在对于传统民居建筑史不 同 ， 中 国无法走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路线 ，

的研究 已 经基本完成 了典型性 民居谱 系 的 建也就无法简单仿效 国外的成功发展与转型经 中 国传统民居构筑形态的 自 然区划 丨４
构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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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则应该对于这些 以典型性 民居谱验 。 众 多 的传统村落在传统文化受到城镇化 建筑学报 ． １ ９９２ （４ ） ： １ ２ １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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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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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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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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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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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间 的形成发展 巨 大冲击 的背景下得 以保 留 ， 但是保 留 建筑学报 ． １ ９９４ （ ７ １ ４２ ４ ７

机理进行深入的剖析 。 在这 方面 ， 相对于的 目 的不可能是将这些传统村落束之高 阁 ，

其它学科对
“

地域
”

持续不断 的探讨以及多以博物馆 的形式供后人瞻仰 ， 而是让这些传 ［４ ］ 陆 元鼎 民 居 建筑学科的 形成与今后发展 丨 Ｊ ］ ．

样全麵认知 ， 建筑学界对
“

±也域
”

的认识補落根据 自 身 的特性寻 求符合 自 身发展要 【５ １￡咒焕＝＾孝＾ 传统民居研究的新动
则显得局部 ． 片段 、 单
一

和混乱
１

１ ３
１

。 因此建求 的模式 。 对于 多元文化交错区 的传统民居 向 第二十届 中 国 民居学术会议综述 Ｍ ． 南

方建筑 ． ２０ １ ５ （ １ ）  ． ４ ７ ．

筑学科应该拓宽 自 己 的视野 ， 面对区域 内 以与聚落而言 ， 首先对其进行正确 的评价就非问 李晓峰 ． 多维视野 中 的 中 国 乡 土建筑研究 当

及 区域之 间 的 复杂性给予关注 ， 应该基于对易 事 ； 其次对其形成机理的研判 则更加扑朔
东南大学 ， ２００４ ： １ ２ ．

—

个域 内 的 传统 民 居形成机理 的 系统研究 ，迷离 。 迄今 为止对于这些传统文化交错地带 ［７ ］ 李晓峰 谢 超 ． 地域 性 如 何塑造 以 汉江

而非简单地分析其域 内传统民居应对 自 然与没有
一

个适 用 的评判 系统 ， 这也是
一直 以来 ＋ Ｈ

２ （３ １ ５
（

１ １

人文 的单
一

应答设计原理 ， 要从 多学科综合对 多元文化交错区缺少系统研究造成 的 。 ［８ ］ 李钰 王琪 ． 胡春霞 西部 乡 土践行 ： 王军教

授访谈手记 ［４ 建筑与文化 ， ２０ １ ４ （６ ） ＿６８
－

７０ ．

研究的 角度出 发 ， 反复 比较域 内 传统 民居建诚然 ， 多元文化交错区相较典型文化 区 ｐ ｉ 穆钩 ： 周 铁钢 万丽 ． 等 授 之 以 渔 本土 营

筑 的相 同 点与差异点 ， 反推普通传统民居如显得特色不足 ， 然而二者就如 同 国 画 山 水 当 造
四 川 凉 山 马鞍桥村震后重建研究 ［ ｊ ｉ ． 建

 筑学报 ２０ １ ３ （ １ ２ ）  ： １ ０
－

１ ５ ．

何转变 、 演进到典型 民居 的机理所在 ， 从而中 淡彩与重彩 的 关系 ， 重彩起到 Ｓ龙点睛的 ［ １ ０ ］ 抢救 中 国 传统村 落 ［ ＥＢ ／０ Ｌ ］ ． 瞭 望观 察 网 ．

形成传统 民居建筑研究的标方法论 。＿ ， 而淡彩让整个 画面显得更有层次与 内＾：ｉ＊ｉ＾＾〇ｒ
ｃｗ ＇ ｃ ｏ ｍ ／

涵 。 如果只 用重彩 ， 画面会变得不和谐 ； 如 Ｉ １ １ ］ 罗德胤 中 国传统村落谱 系 建立 刍议 ［４ 世界

４ 结语 果只有淡彩 ， 哩 Ｊ面则显得无主题 。 一者相互 ［ １ ２ ］ 常 青 ． 风土观与建筑本土化 风土建筑谱系研
作 为 多 元文化交错 区 的传统 民居研 究 ，依存 ， 相 得益彰 。 因 此 ， 对于 国 内典型区域究纲

要
［４ 时代建筑 ２〇 １ ３ （３ ）  １ 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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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冬 ． 乡 土

？ 地域 ［Ｊ ］ ？ 西 部人 居 环 境 学 刊 ．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其特传统民居谱系建构 已经十分成熟 的现状 ， 学 ２０ １ ４
（

６
）
： 卷首语

殊 的价值 。 界应该对多 元文化交错区传统民居建筑＿

在理论层面上 ， 首先在完善传统 民居建究加大关注 力 度 ， 只有如此方能还原 中华传工业出版社 ． ２〇 １ 〇 ： ２６２ ．

筑研究层面上 ． 多元文化交错地区 的传统 民统 民居之全貌 ， 衬托 出 中 华建筑文化之博大图片来 丨原
居建筑类型更加 复杂 ， 如 果能够厘清这些地精深 。 文 中 图 片 均为作者拍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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