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拜占庭建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拜占庭建筑>>

13位ISBN编号：9787112037377

10位ISBN编号：7112037379

出版时间：2000-3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

作者：西里尔·曼戈

页数：211

译者：张本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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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建筑>>

内容概要

康士坦丁在拜上庭重建罗马帝国的首都，更其名为君主坦丁堡，使早期基督教建筑在蔚为壮观的创新
风格方面达到了巅峰。
这本充满了信息和智慧的图书将拜占庭建筑的历史追溯至4世纪的早期巴西利卡，并一直延伸到这种
风格的魅力于12、13世纪时在东欧和西欧的最终传播。
书中的章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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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西里尔·曼戈（Mango.C.） 译者：张本慎 等 注释 解说词：陆元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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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整个拜占庭时期一直都把粗石和砖块的使用作为一种正规的方式，这种方式至少延续到14世纪
，到那时。
因为不再能得到砖块了，才出现了全部用粗石构造的方式。
正是拜占庭施工人员的守旧习性，使得人们无法找到一种清晰的方法区分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
仅仅在ll世纪和12世纪我们确实发现一种可辨认的变化。
这些变化是，每到第二层砖块就稍微凹进去一些，并用灰泥砌体覆面，结果其效果厚薄不均。
一些观察者看到，随着世纪的流逝，砖块的尺寸在逐渐变小；另一些则看到灰泥砌体也略微变薄了。
但这些因素全都变化不定，甚至在相同的建筑施工中也无法得出实际上都能适应的准则来。
我所描述的方法是从公元第2和第3世纪小亚细亚西部和巴尔干地区当中自然而然地直接承续下来的。
表面看来，拜占庭建筑与意大利帝国时期的罗马建筑相似，其实它们两者根本不同。
意大利的罗马建筑本质上是以水泥为主的·由于火山灰水泥的那种整体的特征.它们是同质的和（曾经
做过的那样）独柱式的；面饰很浅。
无须损坏建筑物就能移开它。
‘在拜占庭建筑物中以粗石为主的做法从未达到同质一体，只是用面饰使它们连在一起}如果没有面饰
，就会逐步毁损。
这说明砖层黏合和砖层间相关厚度的重要。
换一种说法，拜占庭建筑师承袭了罗马样式的全部，却缺乏把它们充分转化成实用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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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拜占庭建筑在整个世界建筑史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原因部分要归之于它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
在历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罗马帝国的延续，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东移，建立了君士坦丁堡以后，一方面使罗马帝国在东方
几乎延长了一千多年之久，另一方面则在特定的条件下逐步改变了原来罗马帝国的固有风貌。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基督教的确立。
这样，东罗马帝国在继承罗马建筑遗产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吸纳了小亚细亚、东欧地区的地方特色，
并且使古罗马的遗产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推进到上述区域，从而形成了周遭地区的独立风格。
这样一来，被称之为拜占庭建筑的地域存在就成了联结东西方建筑的一个关键纽带，既打通了东西方
的森严壁垒，又发展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建筑样式，进而丰富了作为建筑本身的历史。
所以，无论从任何意义上看，拜占庭建筑都是世界建筑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书作者曼戈通过大量的例子和仔细分析，有力地展示了上述历史的发展图景，简明扼要地向人们描
述了拜占庭建筑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
对于读者和建筑史学界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本书所显示的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作为研究拜占庭建筑的著名学者，曼戈的结论是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作出的，他并不盲从于一般
的风格概念，而是从事实入手，既采用了建筑史研究中常见的类型法，又以历史的脉络为引导，全面
地考察了拜占庭时期建筑上的种种现象。
这样，作者就不得不把眼光放在了那些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事件上。
许多表面看来与建筑无关的细节，例如宗教的改变，政治的动荡，建筑师与工匠的使用，劳动力的组
织，资金的周转等，在作者的研究中无一不展现出与建筑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历史本身显得具体
而生动。
所有这些，使得本书在作为一本建筑专论的同时，更具有了历史典籍的价值。
本书翻译由张本慎主持并通校全稿，胡震、杨小彦、冯原和吴健华参与翻译，其中的意大利文和土耳
其文由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的高云鹏先生和史瑞琳先生协助翻译。
书稿最后由陆元鼎教授审校，从而保证了译稿的专业水平。
本书的翻译自始至终得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及杨谷生编审、董苏华副编审等同志的关注和指导，在
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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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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