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中国古建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走进中国古建筑>>

13位ISBN编号：9787111301721

10位ISBN编号：7111301722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张弘寰，陶世安  著

页数：23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中国古建筑>>

前言

　　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
先辈们经过数千年的奋斗，在神州大地上创造了伟大的文化，其中就有无比丰富的古代建筑。
这些保存至今的各类古代建筑是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们将科学性、创造性、艺术性汇合于一体，
既保持着独立的风格，又包含着特殊的功能，在世界建筑这个大宝库中独树一帜。
无论秦代的砖，汉代的瓦，隋唐的寺院，两宋的祠观，还是明清的宫廷，皇家的苑囿，苏州的私家园
林，这些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无不凝聚着中华民族劳动者的智慧。
　　中国古建筑，无论是宫殿、寺院、庙宇、城镇、园林、陵墓，还是民居、大宅院，都是特定的历
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及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产物。
透过它们，不仅可以从中吸取营养，还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的历史，这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建设
美好家园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应广大读者要求，我们编写了《走进中国古建筑》这本书，对中国古建筑的产生、发展、构造、
风格、历史文化背景、礼制制度及涉及从细节到整体、又从单体到组群等多方面的问题做出解答。
　　本书以题解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解答中国古代建筑各方面的知识，并结合文字和图片，供读者进一
步理解相关问题。
希望本书能对各高等院校师生、建筑设计人员、建筑研究人员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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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在从事中国古建筑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经常被问及有关古建筑的各种问题，本书在此基础上
，汇集了数百个知识点，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古建筑做了剖析，以深入浅出的形式解读中国古建筑，使
读者在轻松阅读的同时获取更多的知识，从而了解中国古建筑，欣赏和保护中国古建筑。
本书读者对象为建筑研究人员、建筑设计人员、各高等院校师生和对建筑文化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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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建筑均以单层平房为基本单元，且互相连接，向横平方向发展，而楼房数量较少，这与西方
的高楼大厦迥然不同，是中国古建筑的第三个特征。
　　礼制制度贯穿于中国古建筑之中。
中国是古礼之邦，对有关问题都做出礼制的规定。
自西周以来，在建造房屋时就做出礼制的约束，什么是礼制制度的内容呢？
在单体建筑或大型建筑，乃至城市规划中，都贯穿中轴线，主要建筑都安排在轴线上，中轴线左右建
筑对称，左祖右社，前朝后寝（前部为朝堂即办公之处，后部为居住要地）。
这样一来，对各个建筑就产生了一套规定，时间久了，便成为后人必然遵守的一种礼制，这算是中国
古建筑的第四个特征。
　　建筑本身具有封闭性。
中国古代生活以家族为中心，因此在建筑上也反映出家庭观念。
每人都固守其家，为了安全把自家的房屋用高墙包围起来，这样，一方面为了防卫，另一方面为了安
全。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封建性的民众，希望闭关自守，不愿敞开往来，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第五个特征。
　　房屋建筑以木结构为主。
中国很早就用木材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
这是由于当时树木成林便于取材，而且木材本身又是一种良性植物，当人们接触时给人一种柔和温暖
的感觉，同时加工操作时极其容易，所以人们就大量地使用木材建造房屋，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第六个
特征。
　　在重点部位进行装饰。
一座建筑不单纯是工程技术，同时也应是一种综合艺术。
在综合艺术中要体现雕刻、彩画、壁画、色彩以及各种装饰，艺术性较强，手法丰富多彩。
在一座建筑中，一些部位应做重点装饰，以一个佛殿为例：柱壁石、屋檐、斗拱、瓦当、正脊、门帘
等部位做得精致。
在梁架部位、斗拱、梁头、瓜柱都有雕刻，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这是中国古建筑的第七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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