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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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楼玉宇的大组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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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商代，已经有了较成熟的夯土技术，建造了规模相当大的宫室和陵墓。
商代末年，商纣王大兴土木：“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这一历史记载也已为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商代早期宫殿遗址考古发掘所证实。
    西周及春秋时期，统治阶级营造了很多以宫市为中心的城市。
原来简单的木构架，经商周以来的不断改进，已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
瓦的出现与使用，解决了屋顶防水问题，是中国古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
周朝的建筑较之殷商更为发达，尤其技术进步很大，开始了用瓦盖屋顶。
此时建筑以版筑法为主，其屋顶如翼，木柱架构，庭院平整，已具一定法则。
    二、成型阶段。
这一阶段处于封建社会初期，从春秋直到南北朝。
其中春秋、战国是这一阶段的序曲；秦、汉是主题，出现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三国、两
晋是第一高峰的余脉；南北朝是下一阶段，即成熟阶段的序曲。
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已经定型。
在构造上，穿斗架、叠梁式构架、高台建筑、重楼建筑和干栏式建筑等相继确立了自身体系，并成为
日后2000多年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主体构造形式。
在类型上，城市的格局、宫殿建筑和礼制建筑的形制、佛塔、石窟寺、住宅、门阙、望楼等都已齐备
。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皆大兴土木，“高台榭．美宫室”。
今天，我们仍可在燕赵古都30多所高大的台址上窥见当时宫殿建筑之一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开始了中国建筑史上首次规模宏大的工程，这便是上林苑、阿房宫。
秦始皇还扩建成阳宫殿，集中仿建六国官室，使战国时各国建筑艺术和技术得以交流，为形成统一的
中国建筑风格开创先声。
此外，又派蒙恬率领30万人“筑长城，固地形，用制险塞”。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秦代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在中国建筑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气派，中国建筑开始了
宏伟壮美的追求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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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时建筑规模更大，汉武帝时更是大兴宫殿、广辟苑囿，著名的建筑工程有长乐宫、末央宫等。
汉宫殿突出雄伟、威严的气势，后苑和附属建筑却又表现出雅致、玲珑的柔和之美。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寺庙建筑大盛，而且依山开凿石窟，造佛像刻佛经，今天我们仍可
见的云冈、龙门石窟都是中国及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观。
    三、成熟阶段。
包括隋、唐和五代、宋、辽、金各朝，融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因素，逐渐形成完整的建筑体系，达到中
国古代建筑的顶峰时代，创造出空前未有的绚丽多姿的建筑风貌，也是中国古代各民族间建筑第二次
大融合的年代。
这一历史时期的建筑成就表现在：建筑类型更为完善，规模极其恢宏；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中广泛使用
图样和模型；建筑师从知识分子和工匠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建筑技术有新发展并趋于成熟
——如组合梁柱的运用，模数制的确立，铺作层的形成。
    隋唐建筑气势雄伟、粗犷简洁、色彩朴实。
其主要成就在皇宫建筑方面。
隋唐兴建的长安城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城市，唐代增建的大明宫，特别是其中的含元殿，气势恢宏而
高大雄壮，充分体现了大唐盛世的时代精神。
此外，隋唐时期还兴建了一系列宗教建筑，以佛塔为主，如玄奘塔、香积寺塔、大雁塔等。
    两宋时期建筑的风格趋于精巧华丽，纤缛繁复、色彩绚丽如织绣。
北宋将汴京外城东北部扩展了一些，并仿洛阳宫殿的制度修了大内宫殿。
南宋偏安江南，在临安则多建游幸苑囿。
    四、程式化阶段。
这一阶段指元、明、清(1840年前)。
此时，建筑步入衰微，较之于唐宋时代的建筑缺少创造力，趋向程式化和装饰化，但在建筑群体组合
、空间氛围的创造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中国历代都建有大量宫殿，但只有明清的宫殿——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中华文
化的无价之宝。
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
北京的四合院和江浙一带的民居则是中国民居最成功的典范。
坛庙和帝王陵墓都是古代重要的建筑，目前北京依然较完整地保留有明清两代祭祀天地、社稷和帝王
祖先的国家最高级别坛庙。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北京天坛，至今仍以其沟通天地的神妙艺术打动人心。
明代帝陵在继承前代形制的基础上自成一格，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制度。
明十三陵是明清帝陵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者。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
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
    明清建筑不仅在创造群体空间的艺术性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建筑技    术上也取得了进步。
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
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从而达到了以更少的材料取得更大建筑空间的效果。
明清建筑还大量使用砖石，促进了砖石结构的发展。
其间，中国普遍出现的无梁殿就是这种进步的具体体现。
    五、解体阶段。
从清代1840年至1911年，此时中国社会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大量外国文化、建筑、
技术涌入，被动地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时期，同时，也揭开了中国近代建筑史
沉重的帷幕。
这股外来势力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也动摇了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根基，固有的体系开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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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半坡氏族聚落    《吕氏春秋·恃君览》曾这样描述原始母系社会的初期情况：“昔太古尝无君矣，其
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
”    由于原始农业的兴起，原始先民们按照氏族血缘关系，以氏族为单位，集合若干近亲氏族组成一
个部落组织聚居，形成一个“聚”。
换言之，当时部落是由一个始祖母所生的若干代近亲所构成的一个紧密团结的血缘集团。
黄河流城西安半坡聚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半坡母系氏族部落聚落遗址位于西安城东6公里，呈南北略长、东西较窄的不规则圆形。
整个聚落由三个不同的分区所组成，即居住区、氏族公墓区及陶窑区。
居住用房集中分布在聚落的中心，构成整个布局的重心。
居住区内的建筑有平面圆形和方形两种。
就建筑风格及构造方式而言，又可分为半穴居式和地面木架建筑式。
其中的“大房子”是氏族部落的公共建筑，氏族部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部落会议、宗教活
动等也在此举行。
围绕居住区有一条深、宽各为5—6米的壕沟，作为聚落的防护设施。
沟外为氏族公墓区及陶窑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半坡氏族聚落无论其总体，还是分区，其布局都是有一定章法的，这种章法正
是原始社会人们按照当时社会生产与社会意识的要求经营聚落生活的规划概念的反映，其建筑形式也
体现着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发展过程。
    夏代的宫室    发现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的夏代早期宫室遗址，系由数组周以回廊的庭院组成。
其主要殿堂置于广庭中部，下承夯土台基。
台基平整，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边缘呈缓坡状，斜面上有坚硬的石灰石或路土面。
台基中部偏北建有殿堂，东西长30．4米，南北深11．4米，以卵石加固基址。
建筑结构为木柱梁式，南北两面各有柱洞九个，东西两面各有柱洞四个，但柱网尚不甚整齐。
壁体为木骨抹泥墙，屋面则覆以树枝茅草。
验证了文史资料中夏代建筑采用“茅茨土阶”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主体建筑面阔为等跨的八开间，回廊已出现复廊形式。
前者表明偶数开间的使用包含着某种宗法礼制的内容，而后者表明这种复合形式的渊源将流传得更为
久远。
    西周的国    中国的园林建筑历史悠久，在世界园林史上享有盛名，被欧洲人誉为“世界园林之母”
。
三干多年前的殷周的囿可以说是中国园林的鼻祖。
    《诗经·大雅》灵台篇记有灵囿的经营，以及对囿的描述：“王在灵囿，鹿鹿攸伏。
鹿鹿濯濯，白鸟翯翯。
王在灵沼，於轫鱼跃。
”灵囿除了筑台掘沼为人工设施外，全为自然景物。
秦汉以来，绝少单独建囿，大都在规模较大的宫苑中辟有供狩猎游乐的部分，或在宫苑中建有驯养兽
类以供赏玩的建筑和场地，称兽圈或囿。
    战国中山国王陵    建于战国中期(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中山王陵，位于河北平山，是战国陵墓的代表
。
它虽是一座未完成的陵墓，但从墓中出土的一方金银错《兆域图》铜版，仍可知此陵的陵园规划意图
。
这也反映出在建筑设计中，特别是皇家建筑，已有了事先踏勘地形和规划布置。
    根据《兆域图》复原和遗址，王陵当初形制是外绕两圈横长方形墙垣，内部为横长方形封土台，台
的南部中央稍有凸出，台东西长达310余米，高约5米，台上并列五座方形享堂，分别祭祀王、两位王
后和两位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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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三座即王和两位王后的享堂，平面各为52×52米；左右两座夫人享堂稍小，为41×41米，位置也
稍后退。
五座享堂都是三层夯土台心的高台建筑，最中一座下面又多一层高1米多的台基，从地面算起，总高
可有20米以上。
封土后侧有四座小院。
整组建筑规模宏伟，均齐对称，以中轴线上最高的王堂为构图中心，后堂及夫人堂依次降低，使得中
心突出，主次更加分明。
    中山王陵虽有围墙，但墙内的高台建筑耸出于上，四向凌空。
封土台提高了整群建筑的高度，使我们从很远就能看到，有很强的纪念性，是一件建筑与环境艺术完
美结合的优秀设计。
    P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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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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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洪波、于红坤、马先杰、阎玉芳编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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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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