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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子》

内容概要

《中国房子》主要内容包括：有多少人真正仔细地观察过那些遍布在都市、县城或者乡镇的中国房子?
它们数量庞大，它们没有任何新闻亮点，它们没有历史赋予的特殊的纪念陛，它们没有伟大的设计思
想可供争议，但是，这些中国房子却代表了中国人最本质的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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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公共空间天下民宅群居社区门窗壁墙　户外庭院非常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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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子》

章节摘录

　　公共空间　　几乎每一所房子，都似乎被贴上了表明身份的标签。除了人们生活起居的住房之外
，城市乡镇建筑的大多数都是公共空间，精致豪华的有之，简陋粗糙的也有之，人们就在这些公共空
间里工作、生活以及娱乐。不同功能、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房子，往往有着各自独特的造型结构和
外观特色。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房子，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经济水平以及人们的品位趣味的直接反映，
更包容着当代中国社会的百态人生。　　政府机关是每个地方最为主流的工作单位，当一名公务员是
当下中国社会理想的职业之一。即使没有看到单位门牌，要辨认政府机关的办公场所也不是一件难事
，在一些地区，政府机关是当地最气派的建筑之一。确实，一些地方的政府大楼，都是极尽豪华，繁
复的传统建筑风格很受欢迎：也有一些观念较为开放的地区，大胆借鉴西方的建筑风格，“罗马柱”
便被应用得很广，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有个镇政府机关大楼几乎完全照抄白宫的外观而建，受到坊间非
议。各地大多数的政府机关建筑还是朴素平凡的，不少乡政府都是一室多用，老百姓进门也没有那么
多繁琐的手续。在一些闭塞的山区，甚至还有流动的政府机关，在空地上支两张桌子、挂起国徽就是
法庭了，很简陋但很感人。　　在各种各样背景的工厂取代国企的一枝独秀之后，中国现在拥有的工
厂数量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及，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商图，大大小小的工厂遍布这些地
区的每一个城镇街区。从中国一所所工厂大门流出去的产品，几乎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那
些与人们生活紧密相连的物荚价廉的小商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代雷形象，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这个世界。新兴的工厂与传统的国企从外观上便有很大的不同，其造型更加简洁，材料更加轻便
。企业家可能很快就建起一家工厂的厂房，然后迅速投入生产。中国在世界上著名品牌的比例仍然很
小，更多的是无数默默无名的工厂，日夜开工生产着默默无名的产品或代工做贴牌产品。在迅速发展
的经济环境中，中国的工厂尚未积累起一个有历史沉淀的企业文化体系，厂房的设计语雷很难顾及建
筑美学的定义，大多数的工厂建筑简单而实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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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子》

精彩短评

1、记录当代中国民间审美。书很好，很真实。只是民间审美不怎么样，丢掉了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
。
2、不错。。。
3、基本上来讲比较鸡肋
4、全是普普通通遍布中国的房子，附的三五句文字很到位，很温暖。作者和这些房子是有感情的
5、没有那么独特，但是很真诚。
6、注意生活细节的好作者，对作者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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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子》

精彩书评

1、人们常说的“回家”二字，不止是踩在家乡的土地上而已，总归是要回到一所房子里面去，那里
才是家的核心场所。每一个人的成长记忆和生活细节，总会被一所所房子记录下来。城市里盖房子的
事情，早已划归给房产开发商，人们只能从一幢幢盖好的楼房货没盖好的楼花里寻找属于自己的家，
六六的小说《蜗居》里的主人公海萍和苏淳，凑钱付首期买小套间，人间比比皆是。而在广阔的乡村
天地里，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新房，仍旧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我们也总能在高速公路的两旁，看到矗
立起的一幢幢造型雷同的豪华新房或简单复制的欧式别墅。这样的景观，即使暴露了盖房者的审美水
平和炫耀心态，但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中国房子的常态，折射出民间的真实质感。城市改造运动风起
云涌，能够被保留下来的老房子是何等幸运，它们的确有不一样的建筑风格，能够记录曾有的风华。
但更多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房子，实在普通，没有任何特色而已，它们总在不长的时间内被建起又被
推倒，它们是你父辈们最初的老屋，蜂窝煤的印记还留在墙角；它们是高楼大厦旁临时的工棚，曾有
过一群灰头土脸的建筑工人进进出出；它们是六口之家三十平米的筒子楼“豪宅”，那里还有你幼年
的哭声和呼吸⋯⋯除却那些吸引了众多游人的古镇们，我们大多数人日常生活的空间，就混迹在那些
普普通通的房子里，你能感到周遭的房子们，和书里记录的如出一辙，草根的逻辑和混搭风格表露无
疑，几乎被忽视却有异常的亲切感。那些房子的图片摄于大江南北，即带有每个地域的特色，又反映
了时代变迁的风貌，但关注的是最平常的房子。谁也没有为它们立过传，但它们却真实的存在过。即
使在我不长的生活年限里，我也能记起这样的画面：我那时候上小学的学校礼堂就是共用村里的祠堂
，虽然晦暗，却是那时候的游戏天地，“抢柱子”风靡一时。习惯称呼为“合作社”的国营商店里，
布匹摆放的整整齐齐，营业员的脸却不是那么春风拂面。村旁的国营企业里包罗万象，几步之遥的电
影院里播放着《上海滩》的悲壮，学校里年年的元旦文艺汇演，就在那里上演。但如今，这些建筑早
已不在了。即使只是二三十年间的事，留在记忆中的这些建筑，在风格上与今天的建筑也能很好的区
分开来，带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美学风格，而它们，不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亦需要写进历史，供我们的
后代感叹。今天中国的每个城市，似乎都在孜孜不倦地矗立新的城市地标和广场，但其实，那些真实
的生活并不只属于城市街头的亮丽和谐，而是要从两旁的狭窄小巷里穿过，躲过人家门口的拖把和垃
圾，绕过老人们的小板凳和蒲扇，再走进一两个街区看一看。当夜深人静，城市里的商铺和广场上，
人群散去，他们回到了家，或是直入云霄的高楼，或是静谧奢华的别墅，或是低矮的小屋檐，但灯光
照亮的每一个窗口后面，都会藏着一段细节丰富的人生。
2、汇集了各地的房子 看到各地的地方特色其实有些根本算不上特色 当地比比皆是成书的视角很有意
思各地似乎有一个共同点：到处都有工地 建造成所谓各种洋式房屋很美的房子也有 可惜所占比例很
低另 P159上的中河路 注释为上海 应为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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