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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民俗學是研究人類傳承性生活模式的學科，在民俗中，生活樣式是表象，背後是人的精

神生活、情感世界。文藝民俗學的任務之一則是將民俗生活模式作為審美研究對象，從而揭示

模式中內含的民眾心靈生活之美。民居這一民俗事象作為民眾的「家」居同樣具有文藝民俗學

意義上的研究價值。

本書選取中國傳統民居中明清時期徽州古村落民居為研究對象，突破民俗學界傳統研究

中側重關注民居中儀式、習俗的研究窠臼，將民居置於文藝民俗學的視域下進行審美研究，重

點挖掘其作為生活藝術的美學內涵，並將民居提高到民眾詩意心靈圖像的物化表達的層面進行

解讀。

本書綜合運用民俗學、文藝學、美學、建築學、地理學等學科的理論成果，以田野考察、

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相結合的「三重論證法」為研究方法，以文藝民俗學為理論工具，對徽州

民居進行多學科交叉的嘗試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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