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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古代建筑源远流长，从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到西安的半坡村遗址，可以考证的实物已可上溯
至7000年前。
当然，战国以前，建筑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漫长岁月，秦汉以降，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的统一，
经济实力的提升，建筑的技术和规模与时俱进，建筑艺术水平也显著提高。
及至盛唐、明清的千余年间，建筑发展高峰迭起，建筑类型异彩纷呈，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制作，从构
造做法到用料色调，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之林，独放异彩，独树一帜。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除了文字典籍和出土文物，最能震撼民族心灵的是建筑。
今天的炎黄子孙伫立景山之巅，眺望金光灿烂雄伟壮丽的紫禁城，谁不产生民族自豪之情!晚霞初起，
凝视护城河边的故宫角楼，谁不感叹先人的巧夺天工。
珍爱建筑就是珍爱历史，珍爱文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从成立之日起，即把整理出版中国传统建筑、弘扬中华文明作为自己重要的职责
之一。
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梁思成、刘敦桢、童高、刘致平等先生的众多专著。
改革开放之初，本着抢救古代建筑的初衷，在杨俊社长主持下，制订了中国古建筑学术专著的出版规
划。
虽然财力有限，仍拨专款20万元，组织建筑院校师生实地测绘，邀请专家撰文，从而陆续推出或编就
了《中国古建筑》、《承德古建筑》、《中国园林艺术》、《曲阜孔庙建筑》、《普陀山古建筑》以
及《颐和园》等大型学术画册和5卷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前三部著作1984年首先在香港推出，引起轰动；《中国园林艺术》还出版了英、法、德文版，其中单
是德文版一次印刷即达40000~，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这些著作既有专文论述，又配有大量测绘线图和彩色图片，对于弘扬、保存和维护国之瑰宝具有极为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诚然，这些图书学术性较强，主要为专业人士所用。
1989年3月，在深圳举行的第一届对外合作出版洽谈会上，我看到台湾翻译出版的一套《世界建筑全集
》。
洋洋10卷主要介绍西方古代建筑。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却只有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三五幅图片，是中国没有融入世界，还是作者
不了解中国?作为炎黄子孙，别是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此时此刻，我不由得萌生了出版一套中国古代建筑全集的设想。
但如此巨大的工程，必有充足财力支撑，并须保证相当的发行数量方可降低投资风险。
既是合作出版洽谈会，何不找台湾同业携手完成呢?这一创意立即得到《世界建筑全集》中文版的出版
者——台湾光复书局的响应。
几经商榷，合作方案敲定：我方组织专家编撰、摄影，台方提供10万美元和照相设备，1992年推出台
湾版。
1989年11月合作出版的签约典礼在北京举行。
为了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按期完成任务，我们决定以本社作者为主完成本书。
一是便于指挥调度，二是锻炼队伍，三能留住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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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全书共分十册，收录中国传统建筑中宫殿建筑、帝王陵寝建筑、皇家苑囿建筑、文人园林建筑、
民间住宅建筑、佛教建筑、道教建筑、伊斯兰教建筑、礼制建筑、城池防御建筑等类别。
    二、各册内容大致分四大部分：论文、彩色图版、建筑词汇、年表。
        三、论文内容阐述各类建筑之产生背景、发展沿革、建筑特色，附有图片辅助说明。
    四、彩色图版大体按建筑分布区域或建成年代为序进行编排。
全书收录精美彩色图片(包括论文插图)约一千七百幅。
全部图片均有图版说明，概要说明该建筑所在地点、建筑年代及艺术技术特色。
    五、论文部分收有建筑结构图、平面图、复原图、沿革图、建筑类型比较图表等。
另外还附有建筑分布图及导览地图，标注著名建筑分布地点及周边之名胜古迹。
    六、词汇部分按笔画编列与本类建筑有关之建筑词汇，供非专业读者参阅。
    七、每册均列有中国建筑大事年表，并以颜色标示各册所属之大事纪要。
全书纪年采用中国古代传统纪年法，并附有公元，纪年以供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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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为弘扬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不惮繁杂，潜心调研、摄影
、编纂，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国古建筑大系》。
全书共分10册：①宫殿建筑、②帝王陵寝建筑、③皇家苑囿建筑、④文人园林建筑、⑤民间住宅建筑
、⑥佛教建筑、⑦道教建筑、⑧伊斯兰建筑、⑨礼制建筑、⑩城池与防御建筑。
这部巨著，集中国古建筑大全于一书，不但内容精当、图片精致，而且印装精美，值得每位中国古建
筑的研究者与爱好者珍藏。
本书曾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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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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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造作元始天尊为主的三界十方诸神。
认为透过修斋、行香、诵经，可以得到神祜与降福消灾。
发展为斋醮、诵经、降神等道事活动。
三皇经系由西晋鲍靓所传，主奉《三皇经》。
其内容为“劾召鬼神”的符图，以及存思神仙“真形”之术。
天师道三个经系至南朝刘宋时，由金陵道士陆修静(公元406～477年)汇为一流。
他总括三洞，撰《三洞经书目录》；又敷衍灵宝经系的斋醮仪式，倡导内持斋戒、外持仪威，形成以
斋仪为主的南天师道。
  南梁陶弘景(公元456～536年)以《上清》经箓为主，兼收道教诸宗与儒、释两家之说，完成经箓派，
创立道教茅山派。
对于养生修真，他主张形神双修，养性与炼形并重。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名士风流谈玄说道，道教也转向义理方面发展，用《道德经》解说炼形之术，讲
究形神合同，更相生成。
西晋王浮撰《老子化胡经》以及较早的《西升经》，都是主张修持要“除垢止念，静心守一”。
还附会《史记》中老子出关为关令尹喜著书的说法，形成楼观派。
在北朝，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公元365～448年)清整天师道，革除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取消宅
治的称号与天师、祭酒的子孙承袭制度。
提倡“建功斋请”、“诵戒”、“斋炼”、“专以礼度为首，加以服食闭炼”。
将服饵修炼之术与符水、禁咒之术合而为一，创立新天师道(史称北天师道)。
寇谦之的道教得到北魏太武帝和太常卿崔浩的支持，在京城起天师道场，造作《录图真经》，盛极一
时。
太武帝死，崔浩被杀，北天师道顿衰。
唐代是道教全盛时期，不少皇帝崇信道教，视老子(李耳)为唐室远祖，道教成为皇族宗教，以《道德
经》为上经，令士庶家藏一册，贡举加《老子》策。
唐玄宗还亲授法箓，成为道教皇帝。
唐代佛教各宗林立，道教乘势吸收其学说援佛人道。
先是王玄览(公元626～697年)提倡“心生诸法生，心灭诸法灭”、“道应内求”的炼养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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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建筑之美:道教建筑(神仙道观)》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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