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

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不尽相同。在漫长的
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
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
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



同学们知道有什么南方民居和北方民居吗？
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 南方民居

• 北方民居



南方民居

• 江南水乡民宅                     

福建土楼

• 岭南古村民宅                     

云南民居



经过刚才的学习，同学们知道了几种南方民居的特点了
吗？请4人小组讨论，然后把南方民居的特点填在36

页的空格里。



江南水乡民宅

• 江南民居普遍的平面布局方式和北方的四合院大
致相同，只是一般布置紧凑，院落占地面积较小，
以适应当地人口密度较高，要求少占农田的特点。
住宅的大门多开在中轴线上，迎面正房为大厅，
后面院内常建二层楼房。由四合房围成的小院子
通称，仅作采光和排水用。因为屋顶内侧坡的雨
水从四面流入天井，所以这种住宅布局俗称“四
水归堂”。



福建土楼

• 福建土楼，包括闽南土楼和一部分客家土楼，总
数约三千余。通常是指闽西南独有约利用不加工
的生土，夯筑承重生土墙壁所构成的群居和防卫
合一的大型楼房，形如天外飞碟，散布在青山绿
水之间。主要分布地区以中国福建西南山区，客
家人和闽南人聚居的福建、江西、广东三省交界
地带，包括以闽南人为主的漳州市，闽南人与客
家人参半的龙岩市。福建土楼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大型民居形式，被称为中国传统民居的瑰宝。





岭南古村民宅

• 岭南地区的古村民宅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
个性特征，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除了注
重其实用功能外，更要注重其自身的空间形
式、艺术风格、民族传统以及与周围环境的
协调。如： 广西黄姚古镇 广西桂林大圩古镇 

广西南宁扬美古镇 广东顺德逢简古村 潮汕农
村传统民居





云南民居

•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加之特殊的地域
和地貌特征，造就了形式众多的民居形式。《云南
民居》作者从云南民居生存环境的独特性、发展演
变的根源性、建筑形式的地域性、材料使用的本土
性、建造技术的适应性、建筑文化的多元性等层面
对于云南民居作了系统的研究，写法新颖，对于研
究云南民居有很强的参考性。同时作者还加入了云
南民居价值保护持续性的研究，总结了云南民居的
保护、持续利用和更新发展，对于当今云南民居的
保护和发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北方民居

• 北京四合院     蒙古包        陕北窑洞

• 鲜族古居     党家村        

• 天津石家大院



北京四合院

• 北京四合院自元代正式建都北京，大规模
规划建设都城时起，四合院就与北京的宫
殿、衙署、街区、坊巷和胡同同时出现了。
据元末熊梦祥所著《析津志》载：“大街
制，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
纬。大街二十四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
二十九街通。”这里所谓“街通”即我们
今日所称胡同，胡同与胡同之间是供臣民
建造住宅的地皮。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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