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80年代末，万人空巷的
电视剧《渴望》中呈现的为杂院和
平房，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百姓
的主要居住环境。

同一时期，梁建文大学毕业
后，进入位于山西太原市的中国铁
建十二局工作，一家三口在一间 9
平方米的筒子楼里住了4年。

如今，作为一名基建工程师，
梁建文不仅已住进了一个绿化和
配套功能齐全的小区，拥有一套
14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商品房，而
且正从事着为城乡设计各类新住
宅的工作。

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的居住
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据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统计，2017年中
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比
1978 年增加 30.2 平方米，农村居
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比1978年增
加38.6平方米。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住房制度仍是福利分房，住房还处于“统

建、统配、低房租、高补贴”的状态。单位分的福利房多为“筒子

楼”。“楼道里塞满做饭用的各种炉子，简易厨柜和杂物。”梁建文

说，筒子楼里面积狭小，洗漱间、厕所甚至厨房都是一整层楼的住

户共用，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而城市普通市民的居住条件更差。资料显示，1979 年，北京

住房困难户有 40 万，严重困难户有 10 万。四合院拥挤而嘈杂，胡

同狭小，挤满了见缝插针的自建小房。

“1985 年国家对城镇住房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很多地方的人

均住房面积只有 2 至 4 平方米。”原建设部副部长杨慎对当年的调

研数据印象深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出现了砖混结构的楼房，有了独立

的厨卫设施，逐渐取代了筒子楼，居住条件上升了一个大台阶。

到了 90 年代，国家住房制度改革破冰，一批房地产企业和商

品房的出现，让城镇住房发生了根本性改变。1994 年，经过 10 年

建设，北京方庄住宅小区峻工，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住宅区“试验

田”，在改革投资体制、住房商品化上均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199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

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中国住房走上了商品化道路。

进入新世纪，在追求宽敞的同时，人们开始注重所在楼盘的商

圈、学区、交通和绿化设施，小区房屋设计和建设不断采用最新科

技。不久前，梁建文所在公司承建的中国铁建·万科紫郡荣获山西

省优质结构工程。“现代住宅开始采用新风系统、智能防卫、隔音新

材料以及各种节能新设计，让人们的居住环境越来越与自然相

融。”梁建文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8 年—2017 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累计完成 85万亿元。

住房制度改革破冰，筒子楼变成单元房
1979年，北京住房困难户有 40万，严重困难户有 10万。四合院拥挤而嘈杂，胡同狭小，挤满了见缝插针的自建小

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8年至 2017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 85万亿元。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居民的房屋多为低矮的土坯房，既不防

潮，也不坚固。下大雨时不仅有可能漏雨，有的土墙被水泡久了，

还有倒塌的危险。

由于是土房,所以不禁风雨。“亲戚家住的几十年的老房子，有

年正好赶上连绵不断的阴雨,在雨水的浸泡与侵蚀之下，土房一侧

墙体倒塌了。小叔冒雨从村上的砖窑捡来砖头，把墙体砌上，才算

勉强度过雨季。”通辽日报社记者杨朝东回忆说，如今土房已成为

那个时代一个永久的记忆。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农民的住房也悄然发生变化。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砖

和石头成为盖房的新材料，但砖的成本高些，用得也少。而在 90

年代，大家盖房开始大量使用青砖和红砖，也有一些人开始使用水

泥抹墙。

2000 年后，不少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先后推倒了老房子，建起

了砖墙大瓦房。

2005 年，杨朝东再去老家，发现亲戚家的房子是红瓦屋顶瓷

砖墙面和铝型材窗户。“屋内装潢也逐渐考究起来，有组合家具，有

专门的厨房和卫生间，还安装上了暖气，房顶上有太阳能热水器，

屋里添置了家用电器。”杨朝东说。

像杨朝东亲戚这样居住条件“一步到位”的农村居民，正越来

越多。然而，在一些偏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年久失修的砖瓦房甚至

土坯房依然存在，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正在进行。

作为全国首个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省份，2008 年，贵州省依

据本身农村居民居住相对分散的特点，率先开展了集中连片

安置。

从贵州省思南县凉水镇红岩底村的山脚往上看，几排布局整

齐的民居在青山绿树中显得格外醒目，红色木板做墙，白石灰刷

檐，红白相间、绿树相衬，小山村俨然就在画中……这是红岩底村

农村危房改造集中安置点。当地 89户村民长期受山体滑坡影响，

政府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将村民整体搬迁至此。

“祖祖辈辈想住新房的愿望实现了。”红岩底村村民罗福柔说，

一条安装着太阳能路灯的水泥路环绕几十栋木结构和砖石结构的

房屋，村前还有近 2000平方米的休闲广场。

告别土坯房，青砖红瓦小山村俨然画中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居民的房屋多为低矮的土坯房，既不防潮，也不坚固。“现在祖祖辈辈想住新房的愿望实现

了。”红岩底村村民说，一条安装着太阳能路灯的水泥路环绕几十栋木结构和砖石结构的房屋，村前还有休闲广场。

除了住宅建筑的变化，室内装修和配套也随之发生巨大的

变化。

“家装概念的兴起源自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能力的增强

和对品质生活的渴求。”梁建文认为，某种意义上讲，家装变迁史也

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梁建文记得，改革开放前，城市家庭基本是清一色的水泥地、

白色粉刷墙和白炽灯泡，家具则是样式最简单的桌椅、柜子，有些

还是带编号的公用财产。“床更简单，就是门板加两个长凳。”梁建

文说，桌子则集书桌、办公、梳妆、甚至吃饭于一体。

墙上是清一色的“三好学生”或“先进工作者”奖状，也可能会

有几张样板戏的宣传画，缝纫机和自行车是绝对的大件。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兴起做组合家具，黑白电视是最贵的

家庭财产，要凭票购买，而且不是每家都能买得起。一旦电视剧开

播，邻居们都会集中到有电视机的家庭观看，像在电影院一样。

90年代，开始有了家具企业。“结婚要配齐衣柜、床、沙发。因

为房间较小，集衣柜、电视柜、书柜等功能于一体的组合柜很时

兴。”梁建文回忆说。

据中国室内装饰协会资料，90 年代中后期，巴洛克、洛可可、

宫廷、罗马柱等外来风格开始影响着家居市场。席梦思床垫替代

了硬床板；色调鲜艳、花色繁复的墙纸代替了 80年代的大奖状；水

晶灯、吊灯则替代了单一的白炽灯泡。

“80 年代的黑白电视，都被记忆中的大彩电所取代。音响、

空调、DVD 等电子产品，越来越多的走进人们的家居生活。”梁

建文说。

21 世纪初的 10 年，是经济腾飞的 10 年，同时也是互联网和电

子产品飞速发展的 10年。居家风格上，也从 90年代崇尚豪华的欧

式舶来风，开始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以前住房，只有光秃秃的房子，根本没有小区园林设计的概

念。”如今，除室内装饰，居民小区的环境设计也越来越有内涵和意

境。不久前，梁建文所在的中国铁建，刚与引领中国地产的万科公

司合作，在古城太原设计建设出一个现代小区项目，被誉为“在设

计上承袭国粹文化基础，满足现代审美及功能需求，最终呈现出具

有国学内涵的精神居所”。

装修不再清一色，室内风格有了更多选择
改革开放前，城市家庭基本是清一色的水泥地、白色粉刷墙和白炽灯泡，家具则是样式最简单的桌椅、柜子，有些

还是带编号的公用财产。21世纪初的 10年，居家风格开始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房子才算有个家。改革开放 40 年来，

这个“家”经历了从福利分配到个人消费的巨大转变。上世纪 80 年

代，成都市民刘建雄从部队转业回到成都发动机公司。“我从筒子楼

住进电梯公寓。”回忆 40 年住房史，成都发动机公司老职工刘建雄发

出这样的感慨。

“那时候我住在筒子楼，走廊特别长，房间一间间挨着，卫生间和厨房

都是公用的。”刘建雄回忆，住在筒子楼里，他中午一回家，首先闻到的是

满楼道的饭菜香味，还会经常听到邻居们互相打招呼的声音“哟，这几天

你家改善伙食啊，真香啊！”“赶紧赶紧，一会儿到我屋里来，喝一杯！”

“好！放下包就过去！”谈起这些，刘建雄脸上满是幸福的微笑。

但住在筒子楼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那时候，一家三口住在 10多

平方米的房子里，很是拥挤。而且因为楼里住的人多，楼道缺乏管理，经

常堆满了杂物，出门一不小心就得绊个跟头。”刘建雄回忆说，厨房到处都

是油烟熏过的污垢，怎么擦也擦不出来。“最难受的是用厕所，管道经常堵

塞，整个楼里都臭气熏天。”

那时，楼里没有洗浴设施，洗澡是在工厂的公共澡堂，刘建雄所在的

工厂是军工企业，在那个年代里，设施保障算一流，一周可以洗两次。

上世纪 90 年代，单位房改，开始集资盖房，刘建雄买上了新的楼房。

“五层砖混房，三层，九十多平方米，简单装修一下，铺上地砖，住进有独立

卫生间和厨房的房子，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家。”回忆起人生第一次住

的独立单元房，刘建雄仍十分幸福。

客厅和餐厅都分开了，看电视休闲时在客厅，吃饭时在餐厅，大家都

有了自己的空间，房屋的布局和功能更加合理和完善了。

与此同时，家用电器也多了起来，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等一应俱全。

进入 2008 年，借成都市开始拆迁改造，刘建雄又改善了家里的居住

条件，他卖掉了旧房子，贷款买了一套 155平方米的四室两厅。新房子有

电梯有物业，小区里有水有树有草，环境特别好，而且封闭式小区安全也

有了保障。

“可能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套房子了，一定要装修的舒服一些。”刘建

雄特意请了装修公司，精心设计。在这里，他的孩子完成了高中学业，考

上了大学，2016年结婚后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刘建雄的住房史是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变迁的缩影。40年来，城市住

房从筒子楼到现在各类住宅，人们居住的环境更加舒适、漂亮，住得更加

舒心。现在，市民的居住空间越来越大，小区环境也越来越好，人们对于

住房的需求实现了从面积到质量的华丽转变。

房子大了，日子美了

本报记者 矫 阳

从简陋蜗居到华屋广厦从简陋蜗居到华屋广厦
——40年中国住房环境地覆天翻

本报记者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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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20世纪 90年代前的
呼和浩特旧城街道

图②图② 上世纪 80年代的筒
子楼

图③图③ 进入新世纪，人们开
始注重楼盘的交通、
学区、绿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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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证

图④图④ 如今居家风格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图⑤图⑤ 筒子楼里面积狭小，厨房多是一整层楼的

住户共用。
图⑥图⑥、、⑦⑦ 1978年，教师蒋逸芬25平方米的老屋

和如今她160平方米的新居。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潇刘潇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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