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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装饰是建筑的组成部分。
而古典建筑的装饰美，往往都以雕刻、绘画等传统的美术与工艺手法予以呈现。
与西方古典建筑相比较，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手法更是突出色彩的运用，在装饰件与结构件的结合上
，也极富民族特色。
中国古代的建筑装饰已经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表现手法多样，主要可以分为雕刻、彩绘、琉璃、漆涂、堆塑等多种形式。
这其中的每一种手法又可以具体细分为不同的亚种类。
仅以雕刻为例，在民间建筑中，就有木雕、砖雕、石雕这三种主要的形式。
而通过分析其中的任何一种形式，又能够找出一些与其他手法相同的共同性的规律。
　　中国建筑装饰从传统观念到具体手法，都有自己的特点。
而这些特点又离不开中国绘画的形式，也就是以线纹为主，在雕塑、彩绘等装饰作品中取得画意。
除了疏密关系、计白当黑等一些基本技法之外，中国传统装饰特别注重表现虚灵的空间。
也正是中国造型艺术所注重的气韵生动，才形成了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独特风格。
　　在介绍中国古代优秀建筑装饰作品的时候，最需要提到的是传统建筑的装饰题材。
传统装饰及纹样题材，大都借用隐喻、比拟、谐音等手段，通过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人们
对于一些美好事物的期盼和追求。
但是也有少数的建筑装饰内容是以镇鬼、避祸和驱邪为内容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旧时人们的世界观不同于我们现在。
过去人们认为上面有天堂的天界空间，下面有地狱的阴曹地府，而人们生活在中间的人界空间。
因此美好的装饰是欢迎神明来访，而震慑的装饰是防止厉鬼妖怪。
我们今天欣赏这些装饰的时候，还是要与一些旧时的社会背景与民俗联系，不可孤立相视。
　　这本书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建筑中的优秀装饰实例。
在建筑的类型上，包括宫殿、陵寝、寺庙、石窟寺、民居、祠堂、园林、牌坊等各种建筑种类。
从地域上，我们注意将南北方的优秀实例都收集起来。
在年代上，我们既选取了早期的古典优秀建筑，又大量展示了明清时期留存于世的作品。
希望读者能喜欢。
　　王其钧　　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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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装饰是中国建筑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些装饰手段包括玻璃、彩画、雕刻、漆涂和雕塑等多种形式，表现出人们对于一些美好事物的期盼
和追求。
本书精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建筑装饰精品实例，图文并茂地进行了生动的解读。
书中所涉及的建筑类型包括宫殿、陵寝、寺庙、民居、祠堂、园林等。
本书内容精到，可读性强，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读物。
　　本书读者对象为工艺美术专业的大、中专师生，同时也包括对工艺美术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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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故宫御花园钦安殿台基栏杆　　房屋建造的位置叫基地，而使基地加高有意筑成的台面，就
称作台基。
　　台基有高有低，都对建筑起到衬托保护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这些台基大多都是用石料筑成，坚固牢靠。
而石基大片的空白则成了匠师们展示雕刻才艺的地方。
这些经过匠师们巧手雕琢的名色石头雕刻，使原本厚重朴素的石台基变得极富观赏性，也使台基之上
的整座建筑气势更壮观，气质更为典雅。
同时，不同内容题材的雕刻装饰对体现建筑的性质也起一定的烘托作用，因此，这些石台基便成了建
筑装饰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宫殿、庙堂，还是石碑、石柱，往往都用台基来衬托其形象
。
　　中国古代的建筑，尤其是官式建筑，多建在高高的台基上，其目的不外乎防潮，使房屋耐久坚固
，而且越是等级高的建筑，如皇家的宫殿、寺庙的大殿等，下面的台基就越高。
　　钦安殿坐落在北京故宫御花园中，是花园内的主体建筑。
大殿基座是汉白玉石的须弥座形式，具有象征意义，突出了大殿的性质。
殿前带有宽阔的月台，四周是汉白玉石栏杆，栏杆的栏板和柱头上分别布满精彩的雕刻纹样。
栏杆上栏板中部雕有对龙，深浮雕手法，蟠龙形象突出。
在这个二龙戏珠雕饰的外部，四周是云龙浮雕，与栏板中间的深浮雕形成对比，构图鲜明。
除栏板外，栏杆的望柱头上也有深浮雕云龙图案，形象生动，精致华美。
栏杆下、须弥座的上部向外设有大型的螭首装饰，圆雕手法，螭首形象颇为生动。
　　钦安殿基座设制与装饰，极力营造出皇家内廷宫殿建筑的高贵气质和富丽形象，大量的龙纹雕刻
，气势凶猛的螭首装饰，使整座建筑更具有结构的完整性和形象的统一性，深刻地体现了装饰的意义
和内涵。
　　北京故宫石雕御路　　石雕御路指的是在御路上安排高浮雕形式的石质装饰，使其在视觉上更加
豪华。
尽管石雕御路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使用功能，但却大大增加了皇家建筑所特有的奢华、高贵气质，在视
觉功能上对建筑的威严气势起到相当大的烘托作用。
　　御道往往是和须弥座形式的石基座一起使用的。
作为石雕御路是设置在台阶的中央部分的，两侧另有带阶梯台阶，以供人行走。
台阶的两侧相应地设置栏杆。
而栏杆的形式一般都比较固定，石栏板、望柱，以及最下方石鼓形式的柱顶石。
　　说御道是给皇上走的道，一点不错，臣子官员皆不能由此经过。
然而，这个御道其实也只是象征性的，皇上何时走过这么长的道。
皇上去大殿上朝的时候都是由太监抬着的，太监抬着辇走在两边的台阶上，皇上坐着辇就从这中间的
御道上经过。
仅仅因为如此，就要特别为他修筑一条这么华丽的道路，想想也只能感叹中国封建帝王至高至尊的地
位和他们生活奢侈的程度了，同时，这也反映了建筑装饰的意义和皇家建筑的装饰理念。
　　故宫太和殿前的御道为云龙浮雕图案，御路石两边雕刻卷草纹样，中央是精美的龙纹和祥云雕刻
，底部雕刻的是海水江崖高浮雕。
九条龙在密密层层的云雾问时隐时现，气势非凡。
　　故宫保和殿后面有一条更为精美的石雕陛石，堪称故宫之最，也是全国之最。
一段长达16.6米、重约200吨的石雕陛石镶嵌在宽大的台阶中部，长长的御路上雕刻的是“九龙戏珠”
的图案，大气磅礴，精美万分，既衬托着保和殿的非凡气势，又显示了它的重要地位，也使整个紫禁
城更加恢宏壮观，将皇帝九五至尊的高贵气质释放无遗。
此外，据说高浮雕的巨大石料是明代的艾叶青石，后于乾隆年间将明代雕刻的花纹凿去，又对其进行
了重新的雕饰，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御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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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宫金砖铺地　　金砖墁地的做法十分讲究，要经过十分复杂的工序。
将各种所需的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和方法进行制作，既费工又费时，最重要的是金砖墁地不用泥，而
是用干砂或纯白灰衬底；如果是用于砂铺墁，则要用石灰把砂层封住，以免外流；另外，还要将普通
铺地的钻生做法改为特殊的“钻生泼墨”做法。
不仅要经过多层工序，而且做起来还要十分细致。
　　故宫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明初称“奉天殿”，是紫禁城内最重要、最尊贵的建筑，位于故宫的中
心部位，显示了其作为封建皇权最高统治核心的地位。
它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和其他重要庆典的地方，也是我国目前现存的最高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
　　太和殿是故宫最大的殿堂，是皇家建筑的最高代表，室内的各类装修均为大式做法，粗大的红木
柱子，精雕细琢的高台栏杆，栏板上的雕刻极其华丽，高台阶旁置有高台香炉，装饰极尽豪华、气派
。
大殿的铺地为地道的金砖铺地，地面光滑闪亮，涩而不滑，亮如明镜，将整个大殿映衬得更加富丽堂
皇，气势宏伟。
金砖铺地的做工精细，程序复杂，用金砖铺成的地面装饰效果十分浓厚，然而也只有皇宫大殿才会有
这样的地面。
　　除皇家建筑大殿内的金砖铺地以外，大多数宫殿建筑的室内铺地都是采用方砖平铺而成，其铺地
的方法也有两种形式，一种叫实铺，一种叫空铺。
实铺就是在室内的原生土上进行加夯，上面铺上一层砂，砂上再平铺一层方砖，方砖之间的缝隙用油
灰填平，然后再磨出光滑的表面。
而空铺则是在方砖下面砌石砖或是地龙墙，然后再在上面铺砖。
这样可以防止室内生潮，但做起来既费工料，而且由于地面下是空的，也不能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
很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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