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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口述史方法的乡土民居建筑
遗产价值研究初探

———以辽南长隆德庄园为例

王　 鹤ꎬ董亚杰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６８)

摘　 要:以东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末乡土民居建筑遗产———长隆德庄

园为研究对象ꎬ针对文献资料缺失和不足的问题ꎬ应用口述史方法ꎬ在收集长隆德

庄园相关珍贵口述史资料基础上ꎬ对长隆德庄园选址依据、原始布局、建筑功能以

及营建过程进行了研究ꎬ指出了口述史研究视角下长隆德庄园的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ꎮ

关键词:口述史ꎻ乡土民居ꎻ建筑遗产ꎻ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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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史(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又称口碑史学ꎬ是
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

法ꎬ是历史研究学科的分支[１]ꎮ 口述史通过

个人的记忆、行为和认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

社会变迁的关系ꎬ构成对官方档案的补充ꎮ
乡土建筑是民间自发建造的传统风土建筑ꎬ
也可以说ꎬ乡土环境中所有的建筑都可以称

为乡土建筑ꎮ 它具有本土性、自发性、匿名

性、民间性、传统性、乡村性等特征ꎮ 按照使

用功能可以将乡土建筑划分为四大类:居住

建筑、宗法建筑、交通类建筑以及社会公益建

筑ꎮ 其中ꎬ居住型乡村建筑占据的比例最大ꎬ
是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探寻民

居建筑发展历程的重要实物资料ꎬ并且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２]ꎮ
乡土民居建筑是建筑遗产的重要类型之

一ꎬ越来越多的乡土民居建筑遗产跻身文物

保护单位的行列ꎮ 由于乡土民居类型的建筑

遗产多地处偏僻ꎬ具有自发建造、变迁复杂等

特点ꎬ又鲜见于地方史志记载ꎬ导致沿革不

清、属权模糊、形制改动较大ꎬ给遗产研究和

保护造成了困难ꎮ 因此ꎬ口述史的研究方法ꎬ
成为了乡土民居建筑研究的必然选择ꎮ

一、口述史方法解析

１.口述史概念来源及定义

(１)口述史概念的来源ꎮ 口述史概念源

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ꎬ是指主要运

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记录美国显要人物的回

忆ꎬ随后ꎬ口述史方法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当

代历史的新方法ꎬ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显著ꎬ
不仅丰富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ꎬ也极大地扩

展了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ꎮ 直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口述史方法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了社

会生活的各个领域ꎮ 这种创新性的研究方

法ꎬ也波及了中国的学术界和各个领域[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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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口述史的定义ꎮ 口述史是通过有准

备的以笔录、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ꎬ记录人们

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ꎮ 这是

路易斯内塔尔所给出的口述史最初的定

义ꎮ 而后ꎬ国内史学界又在此基础上推陈出

新、结合现代社会发展情况给出这样一个定

义: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

历史的一种新方法ꎬ即通过笔录、录音、视频

采访等方式收集、整理口头记忆以及具有历

史意义的观点的一种研究方法ꎬ口述史是一

种搜集历史史料的方法ꎬ既是史料文献ꎬ也是

历史学的分支学科ꎮ
２.口述史研究的主要方法

口述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对研究对象

进行访问或访谈ꎬ对口述资料进行整理、诠
释、讨论等ꎬ最后对理论进行总结ꎮ
３.口述史研究方法和建筑遗产的关系

建筑历史是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建筑史学的研究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研究ꎬ
它和考古学、历史学等关联密切ꎬ因此ꎬ在建

筑史研究过程中常常是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应

用ꎬ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资料分

析法ꎬ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中的类型学归纳法

以及图像学方法ꎮ 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几乎

见证了整个中国建筑史的发展历程ꎮ 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时代的进步与发展ꎬ建筑史学的

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对于皇家将相的官式

建筑的研究转移到了普通百姓民居的研究ꎬ
对于汉族传统建筑的研究转移到了少数民族

及偏远地区的建筑研究ꎬ并且在研究方法上

引进了不同的层次和多元的角度ꎬ将建筑史

和考古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研究相结合进行

交叉研究ꎬ出现了很多创新性研究ꎮ 口述史

方法即是其中之一[４]ꎮ
口述史方法通过个人或群体的口头叙

述ꎬ将其记忆中的历史片段、生活掌故、口传

故事等进行整理ꎬ重现或恢复建筑遗产的变

迁历程ꎬ保证遗产研究和保护的完整性、真实

性ꎬ弥补了文献资料不足造成的研究困难ꎬ有
利于乡土民居建筑遗产的保护和传承ꎮ

二、乡土民居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中存

在的问题

　 　 长隆德庄园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蓉

花山镇蓉花村ꎬ是辽宁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古建筑ꎬ清代)ꎮ 长隆德庄园属于清

代乡村大型民居建筑群ꎬ始建于清咸丰十年

(１８６０ 年)ꎮ 现存庄园建筑占地面积 １ １２
万 ｍ２ꎬ现存单体建筑 １７ 座ꎬ是辽宁南部规模

最大的乡村民居类建筑遗产ꎬ在民间有“辽
南乔家大院”的美誉ꎮ 长隆德庄园具有乡土

民居类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的典型问题ꎬ故
以此为例ꎬ分析乡土民居建筑遗产研究与保

护存在的主要问题ꎮ
１.文字资料的缺失

(１)地方史志无记载ꎮ 由于受到中国尊

卑有别的等级制度的影响ꎬ作为等级最低的

普通百姓所使用的建筑ꎬ很难有官方文献对

其进行记录ꎮ 加之在营建时受到严格的等级

限制ꎬ单体建筑的规模较小ꎬ建筑所使用的材

料比较廉价ꎬ建筑的时空流动性较大ꎬ因此ꎬ
民居建筑保存的时间也相对较短ꎬ这就导致

可以查阅的相关文献资料比较有限[５]ꎮ
长隆德庄园所在区域在清代隶属于奉天

府岫岩厅庄河县德兴街(村)ꎬ至民国初期隶

属于奉天省东边道庄河县德兴街(村)ꎬ是辽

宁东部山区与黄海沿岸交界的偏僻之地ꎮ
«庄河县志» (１９１８ 年ꎬ奉天作新印刷局)、
«庄河县志» (１９９６ 年ꎬ新华出版社)等是其

所在地区的重要史志资料ꎬ经查阅仅记录至

庄河县ꎬ以下则鲜有有价值的文献记载ꎮ
(２)家谱缺失ꎮ 长隆德庄园始建者为山

西籍李姓商人ꎬ其家族于清代中晚期发达兴

旺至 ２０ 世纪中叶家道败落ꎬ所修家谱随人去

屋移而散失ꎮ
(３)村镇档案缺失ꎮ 我国村镇两级档案

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后ꎬ以人口基本情况、土地承包档案等为主ꎮ
改革开放之前的档案记录因行政区划调整、
历次政治运动等原因已基本消失无考ꎮ
２.历史变迁复杂

(１)家族的兴衰变化ꎮ 乡村大型居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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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群落往往因家族的兴衰而变化ꎬ形成了复

杂的演变过程ꎮ 以长隆德庄园为例ꎬ随着家

族财力的增长和人口的增加ꎬ必然分家和新

造房屋ꎻ家族中繁盛支系对衰落支系的划并

也时有发生ꎻ家族整体衰落后房产田产的外

流不可避免ꎮ 长隆德庄园内部的多重院落以

及周边的长隆功、长隆义两处宅院遗址清晰

地反映了家族兴衰对遗产形态演变的影响ꎮ
(２)农村土地改革的影响ꎮ 东北地区的

土地改革ꎬ尤其是辽宁南部相对富裕地区的

土改持续时间较长、彻底而激烈ꎮ 像长隆德

庄园这样的“地主大院”首当其冲地成为土

改的焦点ꎬ绝大多数的房屋易主或公有化ꎬ随
之而来的院落重新划分和房屋改建等对原有

形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ꎮ
(３)后期干扰较大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的半个世纪的进程中ꎬ乡村大型居住

建筑群因院落宽敞、房屋阔大ꎬ其功能在村部

办公所、供销社、村学校、村仓库、村办工厂等

不同使用功能间来回变换ꎬ对原有建筑格局、
风貌、材料造成的扰动较大ꎮ
３.形制模糊不清

(１)原始范围不清ꎮ 即使像长隆德庄园

这样防御功能突出的大型民居群落ꎬ其原始

范围和边界的界定也是困难的ꎮ 庄园的南、
东、北侧均有防御性的石筑院墙和转角“炮
楼”ꎬ而西侧则无显著的石筑墙体遗迹ꎬ加之

周边搭建、村办工厂和近年拆迁等原因ꎬ造成

了原始范围不清、边界模糊ꎮ
(２)原始功能不清ꎮ 长隆德庄园内院落

数量较多ꎬ又按照地形高差划分为台下院落、
台上院落ꎬ各院落空间尺度和布局相似ꎮ 单

体正房为多开间(５ ~ １１ 开间)ꎬ室内原始布

局均不存ꎬ对其原始功能难以判断ꎮ

三、口述史方法在乡土民居建筑遗产研

究中的应用

　 　 对乡村民居类建筑遗产而言ꎬ记录的缺

失、文化层的浅薄(仅 ２００ 余年)且后期受到

扰动较大ꎬ很多问题通过考古勘察也难以判

定ꎮ 而口述史方法能够在口述者记忆碎片和

遗存现状之间建立逻辑关联或验证ꎬ从而为

重新审视建筑遗产提供线索和依据[６]ꎮ
１.口述前的准备

(１)口述前期的准备主要包括文物资料

的收集和实地调研ꎮ 文物资料的收集主要包

括相关的方志、文物档案的收集和整理ꎮ 笔

者对县、镇两级文物部门进行了走访ꎬ对文物

周边地形环境资料进行了收集整理ꎬ并且对

现存的 １７ 座单体建筑进行了实地调研和测

绘ꎮ 通过对文物群全方位、多角度的调研ꎬ笔
者对访谈问题的设定有了明确的方向ꎬ并且

实地勘察和测绘也能使研究者对口述者所口

述的内容有更加客观的判断ꎮ
(２)相关问题的提出ꎮ 问题的提出主要

以文物价值的评估和保护为目的ꎬ在实地调

研和测绘的基础上提出了:①原主人及家族

史(ｗｈｏ)ꎻ②选址目的(ｗｈｅｒｅ)ꎻ③时间节点

(ｗｈｅｎ)ꎻ④建造目的 (ｗｈｙ)ꎻ⑤原有功能

(ｗｈａｔ)ꎮ 根据这 ５ 个 Ｗ 确定访谈对象及

方法[７]ꎮ
(３)口述对象的确定ꎮ 口述史研究方法

明确规定了口述者必须是历史的相关者或亲

历者ꎬ这样才能保证口述的内容更加真实、权
威ꎮ 受到乡村相对落后的限制和遗产类型的

局限ꎬ可获得的有效访谈对象局限在现有的

村民之中ꎬ而村中原住民的持续减少更进一

步限制了可访谈的范围ꎮ 蓉花村现有村民提

供的信息存在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口述信息

具有相似性和重复性ꎬ经判断ꎬ信息来源均非

个人记忆而是来源于他人之说ꎻ二是回避性ꎬ
访谈人因动迁、宅基纠纷、琐事瓜葛等原因导

致回避或信息不实ꎻ三是指向性ꎬ几乎全部访

谈人均将信息来源指向特定两人ꎮ 经调查ꎬ
能够对长隆德庄园形成有效口述信息的两个

人分别是 １９４１ 年出生于长隆德庄园的李氏

第八代传人李惠胜和 １９５５ 年出生于蓉花村

的村民李华南ꎮ
２.访谈方法与问题设定

(１)叙事性访谈方法ꎮ 根据访谈人的知

识背景、生活经历、方言习惯等特点ꎬ访谈以

口述人主导的叙事为主ꎮ 访谈过程强调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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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独立性和兴趣性ꎬ谈话为片段式的、经验

式的和非理论式的ꎬ目的在于尽量还原历史

片段ꎬ重建或再现某一原貌ꎬ解释影响民居建

筑遗产的重大事件[８]ꎮ
(２)话题设定ꎮ 访谈话题以前期确定的

５ 个 Ｗ 为出发点ꎬ话题的设定不避免专业术

语和理论性词汇ꎬ兼顾辽南地方方言习惯ꎮ
尽量使口述人放松、自在ꎬ避免进入官样采访

的语境ꎮ 第一次访谈话题的主题和顺序按照

口述人的兴奋点和习惯导入ꎬ然后再进行回

问和整理ꎮ 例如ꎬ家族荣誉性问题(祖辈的

成就)ꎬ就可以简单设定为:李氏家族多富

裕? 庄园有多大? 雇了多少人? 有多少炮

手? 问及关于本支及旁系亲属的问题ꎬ就可

以简单设定为:李氏什么时候来经商? 父辈、
祖辈的情况? 祭祀祖先的习俗?
３.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总结

经过 ３ 次总计时间达 ３ 小时 １０ 分钟的

访谈ꎬ口述内容涉及范围广泛ꎬ主要围绕相关

的遗址遗迹展开ꎮ 口述资料的整理和文本转

化主要是根据现场录音逐字逐句地整理成文

字ꎬ除个别方言名称增加注释外ꎬ文本文字不

进行概括和归纳ꎬ完全使用访谈人的语句以

保持口述文本的“原始性”ꎮ 口述文本共获

得 ３２ 段ꎮ 通过对口述内容进行分类和初步

整理ꎬ得出了 ３ 类珍贵史料ꎮ
(１)李氏家谱和建筑建造者及使用者ꎮ

家谱主要涉及家族的谱系、血缘关系以及后

代传承ꎬ对族谱的梳理能为庄园形态的演变、
院落布局的研究等提供线索ꎮ 按照口述内容

对李氏家族的族谱及建筑的建造者和使用者

进行了梳理(见图 １)ꎮ 厘清了 ３ 座庄园为李

姓晋商的第 ６ 代兄弟 ３ 人所建ꎬ分别为长兄

李瀚臣建造的“长隆功”、二弟李盖臣建造的

“长隆德”和三弟李国臣建造的“长隆义”ꎮ
(２)建筑营建过程以及庄园选址依据ꎮ

口述者所提供的口述内容ꎬ主要涉及与庄园

相关的重要事件ꎬ多为片段式结构ꎮ 包括宅

屋选址低洼需大量打桩、家族成员通匪、打官

司疏通关系、土改分屋产、设施毁坏等ꎬ为理

解庄园历史、了解兴衰ꎬ解释房屋缺失、形制

图 １　 李氏家族主要人物简表

改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ꎮ 涉及历史过程中的

重要人物和事件ꎬ主要为口述人父叔长辈日

常生活起居事项、庄园雇工劳作等ꎬ为了解庄

园建筑功能、室内布局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ꎮ
　 　 经过对李氏第八代传人李惠胜以及生于

长隆德庄园的村民李华南的口述进行整理ꎬ
了解到长隆德庄园先后经过八代人的经营建

设方形成此规模ꎮ １７４１ 年ꎬ山西籍商人李铭

伦从山西至黑龙江流域的恰克图等地经商ꎮ
其第二代后人李大荣、李大贵逐渐转至丹东、
庄河一线经商ꎬ致富后在此选址建造房屋ꎬ为
生活居住和经商之基地ꎮ

庄园早期名称为“和长隆”ꎬ主要为现今

台下 ４ 座院落ꎬ并分为“东院”和“西院”ꎮ 至

清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ꎬ李氏第四代后人李荩

臣将两院合并改称“长隆德”ꎬ其兄、弟分别

建“长隆功”和“长隆义”ꎮ “长隆德”、“长隆

功”和“长隆义”３ 座大型宅院并存ꎬ为李氏家

族最为繁盛时期ꎬ当时 ３ 座庄园的雇工和仆

役达 ３００ 余人、护院壮丁达 ４０ 余人ꎮ
清末至民国时期ꎬ因家道中落ꎬ３ 座庄园

中的大多数房屋连同院落转卖至他人ꎮ
１９４８ 年ꎬ辽南地区土地改革后ꎬ原李氏家族

的房屋基本被分配给周边村民或旁系远亲居

住ꎮ 长隆德庄园的部分房屋作为村学校、供
销社等使用ꎻ长隆义庄园作为镇养老院使用ꎻ
长隆功庄园经多次改建已基本消失ꎮ ２０１３
年后ꎬ为保护文物ꎬ经当地政府动员村民动迁

腾出大部分原长隆德庄园房屋ꎬ长隆德庄园

基本恢复至清末民国时期风貌ꎮ
根据口述人提供的口述资料ꎬ对长隆德

庄园民居建筑的营建背景有了比较全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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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ꎮ 并且在口述资料的整理过程中ꎬ梳理出

一条较为清晰和权威的民居建筑营建历史

脉络ꎮ
关于建筑选址的依据ꎬ根据口述人的回

忆ꎬ祖辈曾经谈及长隆德庄园的选址:这里为

一片低洼地ꎬ并不适宜建设房屋ꎮ 但因此处

风水极佳ꎬ故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将低洼

处填平垫高后建造房屋ꎮ 长隆德庄园的选址

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古代居住选址的“风水

观”ꎬ展现了靠山环水的景观风貌特征(见

图 ２)ꎮ

图 ２　 长隆德庄园周围的景观地貌

　 　 (３)建筑原始布局和建筑功能ꎮ 口述人

亲身经历的生活事件ꎬ如家堂改为合作社、后
园改作操场、墙角炮楼因取石拆除等ꎬ为了解

庄园功能变迁、建筑形制改变提供了重要的

依据ꎮ 口述人的记忆片段ꎬ呈现为非连续的

碎片式场景描述ꎮ 如某间房屋为药铺、某间

为商店及原有房屋大小和位置等ꎮ
根据对口述内容的整理ꎬ依据现存的长

隆德庄园建筑ꎬ对长隆德庄园平面进行了虚

拟化的复原ꎬ再现了长隆德庄园原始功能及

布局(见图 ３)ꎮ 长隆德庄园主要由 “和长

隆”的西院、东院合并而来ꎬ并逐渐向台上扩

建而成ꎮ 根据访谈人的回忆ꎬ鼎盛期长隆德

庄园共有 ８ 个院落ꎬ台下 ４ 个、台上 ４ 个ꎮ

四、口述史研究视角下长隆德庄园建筑

的遗产价值

　 　 通过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ꎬ对辽南乡

土民居建筑遗产长隆德庄园进行了研究ꎬ收
集了很多珍贵资料ꎬ对于遗产价值评估与保

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９]ꎮ 长隆德庄园建筑

遗产价值主要包括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

价值、科学价值ꎮ

图 ３　 长隆德庄园功能及布局复原图

１.艺术价值

长隆德庄园建筑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

其建筑装饰艺术和景观艺术方面ꎮ 长隆德庄

园的建筑装饰主要采用了砖雕和木雕的装饰

手法ꎬ砖雕常用于建筑的墀头、山花、屋脊等

部位ꎬ其雕刻内容丰富、构图饱满(见图 ４)ꎬ
展现了民间建筑艺术文化与百姓美好的祈

愿ꎮ 木雕常见于建筑的门窗上ꎬ因庄园为晋

商所建ꎬ在建筑的营建上处处体现了晋地建

筑的特点ꎮ 晋地的民居建筑多以狭长的合院

为主ꎬ建筑多为三开间至五开间ꎬ外墙的门、
窗也相应增加ꎬ为了使建筑外观更加丰富美

观ꎬ故建筑的门窗常用木棂条组成花纹(见
图 ５ )ꎬ 常见的有步步锦、 灯笼罩和万字

纹[１０]ꎮ 长隆德庄园建筑门窗花纹形式多样

而富有变化ꎬ每个建筑的门窗花纹各有不同ꎬ
体现了庄园建筑装饰的艺术价值ꎮ 整体景观

风貌方面ꎬ形成了山水自然格局与建筑组群

的完美结合ꎬ展现了人们对传统自然环境的

理解和利用ꎮ
２.文化价值

乡土民居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ꎬ主要包

括自然、人文景观赋予其的文化内涵ꎮ 通过

口述人所提供的线索“此地原低洼易涝

不适建房ꎬ但被风水先生所看好最终定在此

地地基用大量木桩打入、土石填平垫高

后建房”ꎬ经实地勘测及地形图对比发现:长
隆德庄园处于河滩低阶台地ꎬ高程在 ５９ ３ ~
６６ ７ ｍꎬ低点仅高于南侧 １９０ ｍ 处的土门河

河岸约 ２ ｍꎬ 地势低洼ꎻ 长隆德 (北偏西

４４ ８°) 、长隆义(北偏西１５ ５°)两处民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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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砖雕

图 ５　 隔扇门立面详图

筑遗存的轴线均明显指向北侧的小孤山山

峰ꎮ 经分析ꎬ长隆德、长隆义庄园选址中ꎬ南
侧的土门河以“弓”形环绕流过ꎬ南部鸡冠

岭、南天门岭为朝山、案山(水口山)ꎬ余脉在

东、西两侧延伸构成青龙、白虎ꎻ北侧以小孤

山为祖山ꎬ以蓉花山为少祖山ꎬ形成了传统文

化中理想的山水绵延、负阴抱阳的优质风水

格局ꎮ
　 　 长隆德庄园在中观景观风貌上的“山—
水—建筑—山”的轴线格局是中国古代自然

环境观影响民间造房选址的实例ꎬ反映了辽

宁东南部丘陵与黄海沿岸交界地区民居聚落

的环境特征ꎮ
３.历史价值

据口述人所提供的口述资料“先人

李铭伦从山西太原府北至恰克图、黑龙江一

带经商(恰克图原为清俄边境城镇ꎬ１７２７ 年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划归俄国ꎬ清朝在北侧

另建贸易城镇“买卖城”ꎬ即今蒙古阿勒坦布

拉格市)后期李大荣、李大贵哥俩(李铭

伦之子)因黑龙江祸乱转至丹东、庄河一代

经商买卖很多ꎬ皮毛、布匹、山货ꎬ北到盖

平南到庄河ꎬ东到东沟”ꎬ由此可知ꎬ长
隆德庄园的建造者为清中期的山西移民ꎬ先
在清俄边境从事贸易ꎬ后至黑龙江流域ꎬ再入

关定居辽南沿海ꎮ 历史价值是建筑遗产作为

历史见证的价值ꎮ 首先ꎬ作为清代山西商人

移民关外定居经商的重要建筑实例ꎬ长隆德庄

园具有移民史价值ꎮ 东北地区的移民潮主要

集中在清初、清中和清末民初 ３ 个时期ꎬ移民

多为山东、河北籍ꎬ以务农、做工为主要营生ꎬ
山西籍商业移民数量很少ꎮ 其次ꎬ作为联络东

北腹地与渤海、黄海沿岸贸易的民间商业机构

所在ꎬ长隆德庄园具有东北地区近代商贸史价

值ꎮ 第三ꎬ作为先后七八代人经营的民居群

落ꎬ长隆德庄园具有地方民俗史价值ꎮ
４.科学价值

首先ꎬ长隆德庄园建筑是研究辽南地区

传统民居建造技艺的重要实例ꎮ 在建筑材料

上因地制宜ꎬ大量采用地产花岗石作为建筑

材料ꎬ将材料的耐久性和防御性(不易被简

易火器进攻而造成破坏)较好地结合起来ꎻ
在建筑构造上恰当地采取防潮、排烟措施ꎬ如
墙体下碱采用石块砌筑ꎬ消除了砖墙易受潮

的弊病ꎮ 烟囱通过条石出挑于山墙之外ꎬ节
省材料且排烟顺畅(见图 ６)ꎮ 其次ꎬ长隆德

庄园是研究地方传统民居在风水观念影响下

选址建设的重要实例ꎮ 第三ꎬ长隆德庄园是

研究近代辽南地区社会习俗、生活习惯和民

间文化的重要载体ꎮ

五、结　 语

长隆德庄园作为辽南地区的重要民居型

建筑遗产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科学价值ꎮ 口述史反映的是底层

民众的生活ꎬ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ꎬ将这种方

法注入建筑史学的研究ꎬ可以生动形象地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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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长隆德庄园立面图

现历史ꎮ 不仅弥补了文字资料缺失的不足ꎬ
对于辽宁民居史料具有抢救性质的意义ꎬ而
且扩宽了研究的角度ꎬ使研究视角更加多元

化及可视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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