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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民族十分珍贵的文化财富，具有悠久的历史。
远自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用&ldquo;筑土构木&rdquo;的原始方法，就地取材建造房屋
，解决人们的居住问题。
如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建筑遗址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实物例证。
此后，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建筑活动的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地区、各民族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上古时期。
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由于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可供建筑用的天然材料也是丰富多样的，既有茂密的
森林，也有可供开采的岩石。
但在使用石器和青铜工具的时代，石材的开采加工是很困难的。
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发现木材不仅容易采伐，而且是一种既坚韧又易加工的理想材料。
因此，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人们就习惯于以木材为建造房屋的主要建筑材料。
经过长期实践，人们对于木结构的性能和优点有了充分的认识，觉得木结构房屋便于就地取材，而且
容易建造，并能满足生活和生产上多方面的功能要求，具有十分广泛的适应性，于是，用木材构筑房
屋便逐渐形成一种传统。
　　几千年来，中国的建筑，大至宫殿、庙宇，小至商店、民居，尽管规模不同，质量有别，但从总
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一直沿着以木构架为主体的方向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古代建筑的主流，在世界
古代建筑中可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建筑体系。
　　发展到明清时期，经过不断地继承与革新，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建筑类型和施工方法，又获得
了进一步的充实、改善和提高，工艺质量日趋精湛，建筑体系益臻完善，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光辉
灿烂的最后一页。
　　建筑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的产物，具有明显的社会性、阶级性和民族性，因此，建筑文化从意识
形态方面来讲也是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
　　概要地介绍一下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基本形式、特点与成就，将有助于青少年理解古代劳
动人民在中国建筑史上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对于传承建筑文化、进一步做好古建筑维修保护工作是十
分必要的。
　　后记　　中国的历史，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五千年的文明，无论截取哪一段，都那么浓墨重彩。
都那么惊心动魄，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就我自己说，今年已经99岁了。
在这几乎一个世纪中，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
同年出生的小孩，眼下都是老人。
都该退休了。
他们曾经茁壮成长，也曾饱受风霜，有着各自的回忆和各自的历史。
　　回想自己的一生，不但经历了新中国，还经历了旧中国。
开始上学的光景还历历在目。
六七岁的时候开始上私塾，读的是《四书》《诗经》。
后来跟着父亲到平邑。
进学堂学算术和语文。
中学是在山东省第六中学读的。
中学毕业后，考上北大。
读大学那阵。
我很用功，好好地学了四年。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开始写文章（最开始写的是《北宋的差役和雇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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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历史学成为我毕生研究的课题。
　　中国史，应该包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社会发展史、科技发展史、思想哲学史和在这些大
课题笼罩下的枝枝杈杈。
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都栖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一辈子了，都有些心得和经验，说出来或许对社会、
对年轻人有所帮助。
上世纪30年代，那时我还年轻，与友人一起办了个专门给农村小学教师看的刊物，效果很好。
后来因为战乱，被迫停刊。
为此，我一直想给年轻人，特别是农村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可又一直没有机会。
　　湖南出版集团想给年轻人和中小学生出一套书，邀请了很多老学者、大学者参加写作，他们找到
了我。
我看到了他们开出的书目，都是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题目。
我觉得这很好。
因为。
我们太需要了解我们的祖国&mdash;&mdash;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了，只有继承才能发展，历
史与现实社会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现实就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
在今天这个兴旺发达的国体上再创辉煌历史，我们虽然有责任，可今后真正出力的却是青年人。
　　我已经是近百岁的人了。
虽然想学孔老夫子说的那样&ldquo;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rdquo;，可自己还能干什么
呢？
我是做教育工作的，希望年轻人多受教育，希望孩子们多读书。
　　湖南出版集团出版的这套书，每本虽然都不厚，可都是老知识分子的心得，应该是用精华哺育后
生了。
我呼吁我的老朋友、老同事都为这套书尽些力。
我更希望湖南出版集团把这套书印得物美价廉，不仅让城市的年轻人能读到，更要照顾农村和贫困地
区的穷孩子。
我相信这些孩子是有志气的。
他们都是今后国家的栋梁。
他们不仅需要改善物质生活，更需要社会给他们提供可口的精神食粮。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
在此之际，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尽些绵薄之力，让后代了解伟大祖国优秀的历史文
化，提高他们的爱国素质，我们感到很欣慰！
　　何兹全　　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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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杜仙洲谈中国古代建筑》由杜仙洲所著，我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民族十分珍贵的文化财富，具有
悠久的历史。
概要地介绍一下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脉络、基本形式、特点与成就，将有助于青少年理解古代劳动人
民在中国建筑史上所创造的光辉业绩，对于传承建筑文化、进一步做好古建筑维修保护工作是十分必
要的。

《杜仙洲谈中国古代建筑》适合青少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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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杜仙洲，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
194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
1942年始，任华北建设总署、北平市工务局文韧整理工程处技术员、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技士。
1949年始，历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文献组编审员，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工程师，文化部文物保护
技术研究所(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建筑学会理事、中国长城
学会理事、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他长期从事古建筑勘察设计和研究工作，整理编辑北平庙宇调查资料300多处，主持重修山西五台山碧
山寺、太原晋祠鱼沼飞梁的修缮设计，担任泉州开元寺正殿大修工程、天津天后宫等修缮工程技术指
导，率队勘查晋东南古建筑，发现若干早期建筑建构。
率队普查陕西、青海、甘肃、福建四省古建筑，在福建泰宁甘露岩发现南宋时期木构建筑，在青海乐
都县发现瞿昙寺明代木构建筑。
先后受聘为山海关长城、居庸关长城、黄崖关长城、慕田峪长城、十三陵、颐和园、恭王府、泉州开
元寺、海南三亚南山寺等重大国家文物修缮工程技术负责人及顾问：天津市文化街改建工程委员会顾
问、贵州省文物保护顾问。

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建筑明式彩画图集》《义县奉国寺研究报告》《山西永乐宫研究报告》《青海
乐都瞿昙寺研究报告》《中国古建筑概论》《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中国古建筑技术史》《中国古
代建筑》《中国建筑清式彩画图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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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战国后期秦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修建了空前规模的宫殿、陵墓、万里长城
、全国性公路&mdash;&mdash;驰道和水利工程等。
　　不久秦亡汉兴，经过400多年，汉被魏、蜀、吴三国所代替。
西汉与东汉曾先后建设规模宏伟的首都长安和洛阳。
汉末曹操又营建了规制整齐的邺城。
而文献描述的长安，其宫苑建筑的壮丽，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及其他遗物相印证，说明汉朝建筑取得
了很多重要的进展，如当时已大量使用成组的斗拱，木构楼阁逐步代替了高台建筑。
同时砖石建筑也发展起来，出现了砖券结构，宫殿遗址中所发现的各种瓦、下水管以及墓葬中所使用
的大块空心砖都充分反映了当时制陶业的技术水平。
中国建筑作为一个独特的体系，到汉朝时已经基本形成了。
　　从晋朝的建立和东晋南迁，到南北朝结束为止的316年问，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和民族大融合的
时期。
晋初黄河流域战争频繁，破坏了农业生产。
但长江流域保持比较稳定的局面，生产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这个时期的建筑有不少新的发展。
都城规划的布局原则在汉末邺城的传统上逐步推进，作为都城中心的皇宫，其位置偏向北移，并设立
规制整齐的东西市。
新兴的宗教建筑，特别是佛教建筑的繁荣发展，是这一时期建筑历史中的另一重要特点，出现了大量
宏伟华丽的寺、塔、石窟和精美的雕塑。
这些辉煌作品是当时匠师们在中国原有建筑艺术的基础上，吸收一定的外来因素而创造的艺术精品，
同时影响了朝鲜和日本的建筑。
　　隋朝统一全国后，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促进了之后千余年间中国南北地区的物质和文化的交
流与发展，也影响到后几代都城地址的选择。
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水利工程史上所创造的一项伟大业绩。
隋朝的都城大兴城依据详密的规划进行建设，它规模宏大、分区明确、街道整齐。
这些都超越了前代都城。
唐朝又继续经营，将其改名为长安，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唐朝由于文化、艺术和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
并扩大了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促进了许多内陆与沿海城市的繁荣。
这时期的建筑等级制度更为详密。
遗存下来的陵墓、木构殿堂、石窟、塔、桥及城市宫殿的遗址，无论布局或造型都是气魄雄伟，具有
高度的艺术和技术水平。
其中的雕塑和壁画尤为精美，不但显示了唐代建筑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建筑的最高峰，也证明了中国
建筑已经发展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了。
　　宋朝最初和契丹族的辽国对峙于华北的北部，到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的金国灭辽，进而压迫宋
朝退到淮河以南，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宋朝依然居于先进地位。
宋朝开垦&ldquo;圩田&rdquo;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推广闸堰塘陂等水利灌溉工程，龙骨水车和水磨等
手工业技术及测量仪器等都有许多改进，手工业的分工更加细密。
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相当活跃，中等城市的数量比以前增多，市民生活水平随着提高。
　　北宋的首都东京&mdash;&mdash;开封，为了适应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需要，废除了汉以来都城采
用的封闭式坊里制度，这是一项巨大的改革。
在桥梁建筑方面，出现了大跨度的木构拱桥（虹桥）。
在福建省泉州东郊的洛阳江口上所建的万安桥，就采用了&ldquo;筏形基础&rdquo;，有效地解决了潮
水冲刷的问题，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技术成就。
这个时期建筑群的布局和形象出现了若干新手法，建筑风格趋向于柔和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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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修、彩画和家具经过改进已基本定型，室内布置也开辟了新途径。
这时期的木、砖、石结构有了不少新发展，并制定以&ldquo;材&rdquo;为标准的模数制，使木构架建
筑的设计与施工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规格化。
公元12世纪初编写的《营造法式》，就是总结这些经验的一部杰出的著作。
因此，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建筑发生较大转变的时期，并影响了元、明、清三朝的建筑。
　　契丹族的辽国地处北部边疆地区，在经济、文化方面与内地交流比较频繁。
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辽国曾借用汉族工匠的技术力量修建了若干城市、宫殿以及寺、塔等宗教建筑。
因此，辽一般建筑的结构与风格，在初期仍保持着唐代的传统。
而中期以后，在受宋代建筑影响的同时，辽国建筑又有不少创造性的发展。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国则融合了辽、宋的建筑传统，在建筑结构手法和艺术风格上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
就，为后来元代建筑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忽必烈灭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
元朝的都城&mdash;&mdash;大都，就是北京的前身，也是令马可&middot;波罗无比赞叹的汗八里（即
大汗城）。
这时，随着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喇嘛教和伊斯兰教的建筑艺术逐步影响到全国各地，中亚各族的工匠
也为工艺美术带来了很多外来因素，使汉族工匠在宋、金的传统建筑布局上进行创造的宫殿、寺、塔
和雕塑等呈现出若干新的气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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