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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第一批推出《中国古代陶瓷器》、《中国古代青铜器》、《
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古代紫砂器》、《中国古代佛教文物》、《中国古代建
筑》和《中国古代陵墓》，共八种。
它们是关于上述诸门类文物及文化遗产的概述性著作，大都是以各位作者各自的授课讲义为基础整理
修订而成，其基本属性是大学本科专业教材。
　　南开历史学科有重视教材建设的优良传统。
积极倡导创办博物馆学专业的郑天挺教授曾经在1960年代初担任全国文科教材历史组的主要负责人，
主持史学教材选编工作；本专业的首任主任王玉哲教授不仅有专著《中国上古史》传世，还在1980年
代末组织骨干教师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教材——《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国内各
高校文博考古专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教材编纂的耗时费力是有经历者所共知的。
一部好的教材，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合理的编排结构；对于原始数据的利用，应该
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以清晰合理的思路来统帅编排，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行文要符合教材的特
点，深入浅出，并尽量适应读者群的需要；还特别要注意学术观点的普适性（不一定都是作者本人或
作者所赞周的），而很多涉及的问题也不能深入展开，只宜点到为止；一些新兴的学科门类或分支的
教材，还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专著几无差异。
同样地，一部好的教材，应该是进入不同学科领域的最佳引路者，有些不但能使读者得其门径，还可
能会使之受益终身；教材的编纂，能够不断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使课程体系乃至整个专业的学科体
系进一步完善；教材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也是专业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
　　南开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科发端于1960年代初，1979年9月重新组建博物馆学专业，隶属于历史系
。
1980年秋季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是全国同类专业中创办最早的。
专业创办之初，在课程设置、讲授内容等方面均无成宪可循，文物考古类课程则先后聘请北京故宫博
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现天津博物馆）等单位的有关专家
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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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建筑的内涵十分丰富，诸如建筑形式、平面布局、用材、结构、油饰、彩画等。
只有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指导我们能动地认识古建筑，提高对古建筑文化内涵的认识水平及审美享
受；对于古建筑的维护修缮及设计施工而言，了解并掌握一些古建方面的基本知识，自然更是必不可
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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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大约七个主要的独立建筑体系，其中有些或早已中断或流传不广，
成就和影响也有限，如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和古代美洲建筑等，只有古代欧洲建筑、中国建筑、伊
斯兰建筑被公认为最有影响的世界三大建筑体系。
这其中又以中国建筑和欧洲建筑延续时代最长、流域最广，也具有更为辉煌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成就。
中国古代建筑，经数千年的历史，从材料结构到装修装饰、从个体形式到群体组合乃至城市布局，早
已形成并始终继承和发展着自己独特的做法制度、技术特点、艺术风格和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上
独树一帜，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直到20世纪初才基本终结，但至今一些古老城镇
和部分乡村的民间住宅仍然不同程度地保持着传统的建筑形式，而在园林景观中传统建筑固有的面貌
和艺术特性不仅从未失去，而且还在继续发扬光大。
古代东亚、东南亚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建筑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古代建筑直可
说是中国建筑之附庸，形成以中国建筑为核心的东亚建筑。
明清时期，中国建筑特别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园林艺术，开始为欧洲所知，并产生了实际影响。
　　“建筑”是个现代词语，其内容和范畴相当广泛，大凡有意识地为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固
定场所和空间条件的一切建造过程和建造物都可属之。
中国古代并没有“建筑”一词，但所谓“营造”或“工程”大体也可与之相当。
从不同的角度和标准出发，对建筑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划分方法，如可以从构成建筑的材料分，可
以从建筑的结构形式上分，可以从建筑艺术上对具有不同内容和形式特征的建筑风格加以区分，等等
。
通常说到的建筑类型，主要是指从建筑设计的目的出发，根据建筑的用途功能及性质和使用范围进行
的分类。
建筑初创之时，为满足人们饮食起居生活而建造的房屋，是最早的单一建筑类型，其功能用途单纯，
结构形式简单。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日益增生很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房屋类建筑遂分化出不同的功能用途，或者
说是将原本只是居住用的房屋移用于满足其他相应各种活动之需，如行政的殿堂、供神的庙宇、死人
或灵魂所“住”的陵墓祠堂，以及作坊店铺、剧院戏台、书房学堂等等，而且还产生了许多非房屋类
建筑，如坛台、桥梁、堤坝、碑塔、园林等等，导致建筑的形式和种类日益繁多，也就需要给予相应
的名称。
建筑的名称大多是从生活经验和习惯出发，对建筑空间环境某些较显著特点的概括，约定俗成为建筑
名类。
随着建筑的发展，建筑名类有新增，也有消失，有的虽保留下来但却在形式与内涵上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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