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岛遗韵：舟山传统民居 / 翁源昌著 . —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526-3104-3

 Ⅰ . ①群 … Ⅱ . ①翁 … Ⅲ . ①民居 — 古建筑 — 介绍 — 舟山市

Ⅳ . ① K928.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6460 号

群岛遗韵：舟山传统民居

翁源昌 著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　编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责任编辑 张爱妮

责任校对 叶呈圆

装帧设计 金字斋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75 插页 4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3104-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柴家走马楼庭院台门

秀山厉家四房墙门、封火墙

定海王家大院



定海王家大院走廊

定海王顺成住宅封火墙

勾山汪家大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岱山东沙古宅墙门

白泉协成里王家“凤凰”脊翼

定海许氏老宅石板廊道



东福山庙子湖石筑民居

长白传统村落古民居



临城吴家大院

临城新碶村韩宅台墙门一角



大鹏岛沈家住宅廊枋

岱山石马岙秀才楼连楹

定海许毅老宅柱础

舒氏祠堂 周文王拜请姜子牙



共裕村刘家古宅石窗 下文刘氏民居石窗

临城外王弄王氏民居寿字隔扇窗



001

序

在《群岛遗韵：舟山传统民居》即将付梓之际，作者邀我作序。由于我对

舟山地方历史文化特别是传统民居文化缺少研究，深感惶恐之至。但又想

到自己在长期研究社会文明问题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文明的文化类型，特别

是海岛文化的研究成果与动态，并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思考海岛文化的本质、

属性及其价值，便欣然同意作序。

舟山海岛传统民居是舟山群岛民居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物质文

化，属于海岛民居文化范畴。而海岛民居文化包括海岛文化和民居文化两

个方面。作为海岛文化，它兼具海洋特征和农耕特征的双重属性，这不仅在

舟山海岛传统民居的共性特征上具有鲜明体现，而且地处不同区位的海岛

传统民居体现海洋特征和农耕特征的程度也有明显差别。作为民居文化，

它又兼具社会特征和居住特征双重属性。由民居的历史、文化、信仰、习俗

和观念等社会因素所形成的特征是其社会特征；由民居的平面布局、结构形

式和内外建筑形象所形成的特征是其居住特征。舟山海岛传统民居体现了

舟山群岛的社会特征和居住特征，是舟山群岛居民千百年来民居建筑经验

和智慧的宝贵结晶，具有浓郁的海洋海岛地方特征。它不仅记录了舟山群

岛的人文历史和社会变迁，也是海岛居民生活方式、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舟山海岛传统民居是舟山群岛民居建筑文化的重要遗产。民居建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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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脱离自身的文化背景而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建筑的形式、功能与意义

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海岛民居建筑就是以海洋海岛为文化背景，以居住为主

要目的的单体民居建筑。因此，舟山海岛传统民居具有独特的海洋海岛地域

文化特征：一是坚实厚重的屋脊，与内陆地区民居有很大不同，这是为了适应

海岛特殊的自然气候环境；二是轻盈柔美的“凤凰”脊翼，这是海岛鸟图腾信

仰崇拜的重要物证；三是丰富的佛教纹饰，反映了海岛民居建筑深厚的宗教

文化意蕴；四是“品”字形天井布局，体现了海岛民居建筑独特的文化审美。

舟山海岛传统民居是舟山群岛民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从舟山海岛

民居发展历史来看，传统民居建筑呈现多种格局形式。明清时期，舟山海岛

民居建筑以渔家民居和农家院落为主。因为这一时期舟山居民主要以渔业

和农业为主，这种行业特点的差异性导致了人们居住理念的个性化，加之

渔、农这两种群体生产、生活环境的不同，居住方式有很大的差异。明清以

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开始出现，海外贸易和物流运输开始在舟山兴起，

并逐渐打破了以渔业、农业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行业格局，逐渐出现了商贾民

居。在发展过程中最终形成了渔家民居、农家院落和商贾民居三种主要民

居格局。从地理位置分布来看，渔家民居、农家院落主要集中在海岛上，以

岱山东沙渔村、嵊泗列岛为典型，商贾宅院主要集中在舟山本岛的定海古城

与沈家门镇。

迄今为止，对舟山海岛传统民居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的成果尚未见

到。从同类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典

型民居的历史性建筑保护、民居与文化关联、民居与生态融合、民居与社区

发展等主题的研究成果较多，并随着一系列国际法规的颁布和推广而逐步

趋向深入。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民居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建筑文化、历

史文化、保护与利用等三个层面深入展开并涌现出较多成果。相对这些成

果来说，舟山群岛民居文化的研究在广度深度、研究力量、典型实例等方面

都十分薄弱，对海岛舟山传统民居整体风貌的总结和整理的研究性成果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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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到。

翁源昌先生一直对舟山海岛历史文化特别是传统民居文化研究怀有浓

厚兴趣，并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我所知，十多年来，他充分利用双

休日、寒暑假时间，走遍了舟山市两区两县的大部分地方，对传统民居的现

状和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现场调研、拍照、访谈、记录、分类、建档，收集了大

量的一手资料。他的新著《群岛遗韵：舟山传统民居》，以舟山域内传统民居

为研究对象，运用人文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以及田野调查学等多

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精选了舟山域内 50 余个传统老屋典型范例，

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和提炼舟山海岛传统民居单体建筑的形制特点、装饰

艺术、文化内涵、佛教文化及独特的海岛地域特色等，彰显出舟山传统民居

丰富而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文化精神内涵和历史人文积淀。

著作从文化与实证、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全面系统地研究舟山海

岛传统民居，填补了舟山全域传统民居文化研究成果的空缺。它不仅揭示

了舟山传统民居的文化背景，而且选择舟山海岛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传统

单体民居建筑、传统老祠堂建筑、传统街巷建筑的门窗、屋脊、雀替、柱础、厅

堂、院落等关键要素，提炼、归纳和总结了舟山传统民居的建筑类型、形制特

征、文化内涵、地域特色、装饰风格、价值取向、审美韵味等，揭示了舟山海岛

传统民居建筑的地域性、社会性、传统性、技艺性特质与文化内涵，以及海岛

传统民居建筑与海洋海岛生态环境相协调，与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相适

应，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文化相融合等带有规律性的认知，展现出独

到的创新之处。

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利于我们推进“两富”“两美”浙江建设；特别是在

舟山群岛新区“海上花园城市”建设的实践中，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研究舟

山海岛地区传统民居建筑文化的独特内涵、地域特色和形态表征；其揭示和

承载的人文情怀、精神内涵、乡愁记忆和历史文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

和提高对舟山海岛传统民居文化历史地位、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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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以更好地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这一文化遗产；有利于我们丰富和拓

展海岛特色文化资源和旅游经济资源，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在实现城

乡一体化进程中使海岛民居建筑传统元素与现代意蕴完美结合，推动美丽

海岛和特色小镇建设。

 罗浩波

                                 2017 年 8 月于新城

（作者系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二级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

方向为文化哲学、社会文明学、中西比较文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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