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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民居》

前言

　　2008年的一天，王贵祥教授告知有一项大合作正在谈判之中。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准
备资助清华开展中国建筑研究与普及，资助总经费达1000万元之巨！这对于像中国传统建筑研究这样
的纯理论领域而言，无异于天文数字。身为院长的我不敢怠慢，随即跟着王教授奔赴雪花总部，在公
司的大会议室见到了王群总经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始终面带微笑。　　从知道这项合作
那天起，我就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中国传统建筑还能与源自西方的啤酒产生关联？王总的微笑似乎
给出了答案：建筑与啤酒之间似乎并无关联，但在雪花与清华联手之后，情况将会发生改变，中国传
统建筑研究领域将会带有雪花啤酒深深的印记。　　其后不久，签约仪式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我有
机会再次见到王总。有一个场景令我记忆至今，王总在象征合作的揭幕牌上按下印章后，发现印上的
墨色较浅，当即遗憾地一声叹息。我刹那问感悟到王总的性格。这是一位做事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
人。　　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代表的是一个锐意进取的企业。这样一个企业，必然对合作者有同
样严格的要求。而他的合作者也是这样的一个集体。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这个不大的
集体，其背后的积累却可以一直追溯到80年前，在爱国志士朱启钤先生资助下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
”。60年前，梁思成先生把这份事业带到清华，第一次系统地写出了中国人自己的建筑史。而今天，
在王贵祥教授和他的年长或年轻的同事们，以及整个建筑史界的同仁们的辛勤耕耘下，中国传统建筑
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又一股强大的力量！强强联合一定能出精品！　　王群总经理与王贵祥教授，企
业家与建筑家十指紧扣，成就了一次企业与文化的成功联姻，一次企业与教育的无间合作。今天这次
联手，一定能开创中国传统建筑研究与普及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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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阶段：到第八、九代以后，吴氏家族人口增多，子弟们经商有成，多数把钱带回老家兴建住宅，
因为老家才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永久基业，当然也不乏炫耀张扬的成分。为改善拥挤的居住条件，
住宅规模比早期明显增大，不再是简单的三开问或五开间，多是前后两进院落，左右带横屋。大型的
可有四五进院，左右横屋各有两排，如双善堂一幢住宅占地6800平方米。另有吴日炎所建的一栋住宅
，占地6900多平方米，被村人称为“大屋”。
土楼不再建造，而多采用四点金、前后两进式的建筑形式。但建筑的围护墙体仍采用夯土，建筑内部
多用木构架、木板壁等材料。为了美观结实，不少住宅已开始部分使用青砖筑墙体，或卵石墙体，里
面为木构架、木板壁。
建筑形制已逐渐丰富成熟。大型聚居式建筑有七八幢，如双善堂、上业屋、下业屋、溪垅屋等，属围
龙屋式样；寨岭下、学堂下、横楼屋等均属方楼、圆楼形式。还有中轴对称的前堂后楼的“九厅十八
井”式住宅。
第三阶段：清中叶至民国年问，大型住宅依旧以“九厅十八井”式大住宅为主，此外仅建有一栋围龙
屋式住宅。
此时住宅已不再用夯土墙，而全部使用砖木结构，或石、砖、木结构。建筑质量及品位也越来越高，
建筑上的装饰日渐繁复，雕梁画栋异常华丽，尤其是各种砖制门楼，砖雕、灰塑、彩饰格外华丽，多
显示出商人趣味，而且规模很大。。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培田吴氏家族经商发财者较多，家
族房派之间相互攀比，加之住宅多有房祠合一的形式，一幢住宅实际是一房人共同建造，共同居住，
共同在此祭祖，因此只有规模较大的住宅，宽敞的庭院，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如继述堂大宅，建造
时间达几十年，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如松堂、双灼堂、灼其堂、济美堂、敦朴堂等占地面积也
在3000～5000平方米上下。
在靠近商业街或村落周边还出现了一些花园式小住宅，这大多是大宅的主人为清闲安逸而另辟的宅园
。
目前，培田村保存较好的住宅有30余幢，其中明代始建的住宅约10幢，清代所建住宅约201幢。基本是
大中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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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杂文集《北窗集》。1989年起从事中国乡土建筑调查和研究，近二十年来主持了十多个古聚落的
记录和测绘，培育出热爱传统建筑的新生代，并出版相关著作数十种，发行海内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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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阶段：到第八、九代以后，吴氏家族人口增多，子弟们经商有成，多数把钱带回老家兴建住
宅，因为老家才是他们的根，是他们的永久基业，当然也不乏炫耀张扬的成分。为改善拥挤的居住条
件，住宅规模比早期明显增大，不再是简单的三开问或五开间，多是前后两进院落，左右带横屋。大
型的可有四五进院，左右横屋各有两排，如双善堂一幢住宅占地6800平方米。另有吴日炎所建的一栋
住宅，占地6900多平方米，被村人称为“大屋”。　　土楼不再建造，而多采用四点金、前后两进式
的建筑形式。但建筑的围护墙体仍采用夯土，建筑内部多用木构架、木板壁等材料。为了美观结实，
不少住宅已开始部分使用青砖筑墙体，或卵石墙体，里面为木构架、木板壁。　　建筑形制已逐渐丰
富成熟。大型聚居式建筑有七八幢，如双善堂、上业屋、下业屋、溪垅屋等，属围龙屋式样；寨岭下
、学堂下、横楼屋等均属方楼、圆楼形式。还有中轴对称的前堂后楼的“九厅十八井”式住宅。　　
第三阶段：清中叶至民国年问，大型住宅依旧以“九厅十八井”式大住宅为主，此外仅建有一栋围龙
屋式住宅。　　此时住宅已不再用夯土墙，而全部使用砖木结构，或石、砖、木结构。建筑质量及品
位也越来越高，建筑上的装饰日渐繁复，雕梁画栋异常华丽，尤其是各种砖制门楼，砖雕、灰塑、彩
饰格外华丽，多显示出商人趣味，而且规模很大。。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培田吴氏家族经商
发财者较多，家族房派之间相互攀比，加之住宅多有房祠合一的形式，一幢住宅实际是一房人共同建
造，共同居住，共同在此祭祖，因此只有规模较大的住宅，宽敞的庭院，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如继
述堂大宅，建造时间达几十年，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如松堂、双灼堂、灼其堂、济美堂、敦朴堂
等占地面积也在3000～5000平方米上下。　　在靠近商业街或村落周边还出现了一些花园式小住宅，
这大多是大宅的主人为清闲安逸而另辟的宅园。　　目前，培田村保存较好的住宅有30余幢，其中明
代始建的住宅约10幢，清代所建住宅约201幢。基本是大中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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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切时代趋势是历史因果。似乎含着不可避免的因素。幸而同在这时代中，我国也产生了民族文
化的自觉，搜集实物，考证过往，已是现代的治学精神，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也成为今日
应有的努力。　　中国建筑既是延续了两千余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
筑物便是我们文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除非我们不知尊重这古国灿烂文化，如有复兴国家民族
的决心，对我国历代文物，加以认真整理以及保护时，我们便不能忽略中国建筑的研究。　　以客观
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
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之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
种神圣义务。　　——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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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了
2、以前几本专著的集合体。
3、挑土楼那章看，很长知识，包括历史、地理、建筑、风水都有涉及。
4、各种图真是太美了。觉得古民居的美，就是美在是“生活”吧。传统民居面对现代生活却也显得
太无力了...“在遗产保护没有把握的前提下，我们至少能做到记录。”所以不敢求面面俱到，觉得这
本书已经做得不错。
5、一部《福建民居》居然沒有傳統的閩南建築，連堵出磚入石的牆都看不到！
6、文字不如图片精彩·
7、选图美轮美奂，福建人民是真心爱风水。
8、安贞堡的青瓦双坡屋顶好漂亮~
9、不属于基础类，有些建筑名词需要建筑基础才明白。。。当然，百度一下也是ok的。。
10、测绘图美啊！
11、实在不能说太满意 只能说是把几个作者的几本书攒起来的一点内容 浦城篇可能在通性概括部分可
以归纳得更细致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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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求量不求质的时代，东西多了，很容易粗制滥造。书中简单的几张图纸也把福建的建筑特色表现
了出来，但是没有传达其特有的空间特色，而民居中所独有的空间感受，在几张基本图纸里面没有办
法表达出来，需要更为亲切的表述才行。还是力荐老版，对于院落尺度的描述，每一副图都很经典。
2、求量不求质的时代，东西多了，很容易粗制滥造。书中简单的几张图纸也把福建的建筑特色表现
了出来，但是没有传达其特有的空间特色，而民居中所独有的空间感受，在几张基本图纸里面没有办
法表达出来，需要更为亲切的表述才行。还是力荐老版，对于院落尺度的描述，每一副图都很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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