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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建築不僅是人們生活的空間，更是文化的載體，它除了滿足人類生理安全需求，更展現出一個民族的文化特色。透過居宅型態的變遷、建材的選擇、建築的本體及建築空間的規劃，可以反映出一個民族的居住條件、民情風俗、生活智慧及歷史演進的過程。

    本文欲透過《說文解字》中與建築相關的字群探索先民的居宅文化，文中除了採用《說文解字》及其他相關典籍資料之記載，並與考古出土文物、文獻互相參照，同時回歸探討漢字形體的演變，期能較正確地理解漢字與居宅文化之關聯。        

    根據本文之研究，可以透過漢字理解建築本身的發展歷程、看見古人在建築構件上精細的分類 ，也可以了解古人對各類建築的使用情形，並窺探古人在建築中寄託的倫理意識。此外，文中也嘗試歸納整理先賢研究成果，校補許慎《說文》釋形釋義之不足。
	摘要(英)	Architecture is not only the living space for people, it is also the carrier of culture. Besides fulfilling the safety needs of human beings, it also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nationality.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residential patterns, the choices of building materials, and the special planning of the building, we can see the evolution of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local customs of a nationality.

    In this article,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ulture of architecture, we studied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aracter Language” and other ancient books with the reference to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our study, we understood the evolution progress of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found the precise classification of architecture elements, realized the usage of various buildings style, and finally we found the ethical awareness inside the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this article, we also organized the previous studies, as the supplements of “Analytical Dictionary of Character Language”from Xu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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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周法高主編，張日升等編纂：《金文詁林》(京都：中文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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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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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趙誠：《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56.    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商務印書館編輯部編：《辭源》(北京：新華書店，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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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許進雄：《中國古代社會──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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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滕志賢：〈「向」本義考──辨「向」、「牖」、「窗」，兼論訓詁與字義〉，《辭書研究》，2000年第2期。

80.    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的房基遺址〉，《考古》，1973年第6期。

81.    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

82.    鄭張尚芳：〈說「牖中窺日」之牖〉，《文史知識》，1998年7月。

83.    鄭憲仁：〈周代「諸侯大夫宗廟圖」研究〉，《漢學研究》，2006年12月，第24卷第2期。

84.    羅琨、張永山：〈家字溯源〉，《考古與文物》，1982年第1期。

85.    譚德睿〈刖人守門方鼎──設計獨特技藝高超的特殊鼎形〉，《特種鑄造及有色合金》，2009年第29卷第7期。

86.    譚學純：〈漢字「家」的傳統文化意蘊〉，《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1992年第2期第2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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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關網站及影片

【網站】

1.    香港中國文化研究院建置《燦爛的中國文明》網站中的〈中國遠古文化〉：http://www.chiculture.net/php/sframe.php?url=/0102/html/d03/0102d03.html

2.    《考古研究室》網站http://www.chiculture.net/20107/html/c06/20107c06.html

3.    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http://www.chnmuseum.cn/Default.aspx?TabId=212&AntiqueLanguageID=851&AspxAutoDetectCookieSupport=1

4.    河南博物院網站：http://www.chnmus.net/big5/dcjp/node_16793.htm

5.    教育部網路異體字字典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b/frb/frb03143.htm

6.    黃土高原的環境特性 http://csm01.csu.edu.tw/0150/Geog-C/course/geogC-94205.htm

7.    劉培柏：〈古早中國豬〉，引用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網站http://vettech.nvri.gov.tw/Articles/ahm/337.html



【影片】

(日)《楢山節考》：深澤七郎原著，今村昌平導演，東映公司出版，198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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