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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创造的比较固定的活动空间或构筑物，包括从古代的都市城
镇、宫殿民宅、苑囿园林、寺庙宫观、衙署馆舍、陵寝墓室、桥梁道路等到现代的各类建筑物。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的建筑文
明。
中国建筑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整的建筑体系，从单体建筑到院落组合、城市规划、园林布
置等在世界建筑史中都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建筑追求以单体建筑组合成的复杂院落，以深宅大院、琼楼玉字的大组群，创造宏大的建筑空间
气势，独一无二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建筑思想。
正如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所巧妙比喻的：中国建筑是一幅中国卷轴，需要随时间的推移慢慢展开，
才能逐步看清全貌。
掀开历史的面纱，我们可以把中国建筑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创始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和整个奴隶社会的夏、商、周。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
”人类从穴居到发明三尺高的茅屋再到建筑高大的宫室，从原始本能的遮风避雨到表现高大雄伟的壮
美之感，建筑的进步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在原始社会早期，原始人群曾利用天然崖洞作为居住处所，或构木为巢。
以定居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是我国建筑艺术的萌生时期。
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在北方，我们的祖先在利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
穴居或浅穴居，以后逐步发展到地面上；在南方，则出现了干栏式木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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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说中国建筑艺术》是一部用木石和心血描绘出的历史画卷，既有设计精巧的桥梁、清秀怡人
的园林；也有古朴典雅的塔寺、高大雄伟的楼宇；更有气势非凡的王陵、规模宏大的宫苑⋯⋯一处处
建筑，一座座城市，艺术之美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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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原始社会至先秦建筑早在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和用天然的洞
穴作为栖身之所，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浙江等地均发现有原始人居住过的崖洞。
新石器时代，是中国建筑的草创阶段。
河南新郑县裴李岗文化（公元前5600-前4900年）和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公元前5400～前5100年）的
半地穴建筑，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的新石器时期建筑遗址。
新石器时期的建筑形成、发展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先是人工挖掘、搭建的地穴、巢居，后逐步演
变为半地穴、地面建筑和干栏式建筑，建筑空间则由单室发展为多室。
与此同时，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木骨泥墙、夯墙、术构架、榫卯等技术也陆续出现了。
木构架的形制已经出现，房屋平面形式也因造作与功用不同而有圆形，方形、吕字形等。
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利用黄土层为墙壁，用木构架、草泥建造半穴居住所，逐渐发展为地面上的建
筑，并形成聚落，这些聚落的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场，分区明确，布局有致。
每个聚落都有中心广场，周围又有分组的建筑，每组建筑都包括一座供氏族成员聚会的大房子，和环
绕着它的若干小房子，这是当时对偶家庭的住宅。
聚落外围挖有供防御和排水用的壕沟。
如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
长江流域因潮湿多雨，常有水患善害，因而发展为杆栏式建筑。
对此，古代文献中也多有“构木为巢，以避群害”、“上者为巢，下者营窟”的记载。
据考古发掘，约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其中一座建筑长20余米，基础用四列平行
桩柱，进深约7米，居住面地板高出地表约1米。
干栏广泛采用榫卯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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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中国建筑艺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按照时间顺序，为我们介绍了中国历代
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艺术。
人类从穴居到建筑高大的宫室，从原始本能的遮风避雨到表现华丽的壮美之感，中国建筑的发展与人
类文明的进步密不可分。
它代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彰现了中国人民极高的审美水平和艺术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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