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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在建筑文化等方面，与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相比，不但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而且就中国国内
来说，不同的民族与地区建筑文化也有不同的特点。
在中国的众多民族中，汉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各方面的发展也最为繁盛、快速。
因此，汉族风格的建筑分布最广、数量最多，总体来说成就也最大。
当然，其它少数民族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建筑文化，像藏族工匠营造的拉萨的布达拉宫，可以说是中
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葩。
　　概括地说，大约有七种主要的独立建筑体系在古代世界存在过。
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像古埃及、古代西亚、古印度、古代美洲等这些独立的建筑体系，要么
流传不广，要么早已中断。
现在公认的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中，伊斯兰教建筑的历史相对短些，而中国建筑和欧洲建筑延续的时间
最长，分布的区域最广，成就也最为辉煌。
本书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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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关注的是中国古代建筑。
本书中所举建筑实例，除了部分依据特定阶段的历史而举的例子外，多是选择建筑较成熟、完备时期
的形式来介绍与分析。
而且，建筑实例都尽量选择此类型中较有代表性或著名者。
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因为这是一本教材，所以文字的写作相对严肃一些。
但这又是一本艺术欣赏性的选修教材，因此笔调又相对轻松，用了一些传说和故事，以增强可读性。
在此真诚地希望广大学生或读者，能从本书中了解一些建筑艺术知识，掌握一定的赏析建筑艺术作品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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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辉煌与壮美——宫殿　　原始宫殿之情形　　在我们的观念里，一听到“宫殿”二字，也
许首先就会把它和古代帝王联系起来。
因为帝王与宫殿理所当然地搭配，天衣无缝，无可怀疑，而且在我们的观念里已经根深蒂固。
然而事实是这样的吗？
　　甲骨文的“宫”字是一个象形字，上部是一个穴居形式的小屋顶，下面的“口”字表示天窗和屋
门，合起来也就是一座最简单的穴居小屋。
它最初不过是房屋的泛称罢了，不论是平民还是帝王之室一律称“宫”。
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宫”字才属于帝王居室专用，并和有着“高大建筑”意义的“殿”字相连
，逐渐成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宫殿”。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要说的宫殿建筑就是单指古代帝王所居的宫室。
宫殿建筑是中国古代传统建筑中非常重要的类型之一。
　　　宫殿建筑的历史发展　　中国古代的帝王是神圣的，是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
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第一个以“皇帝”的身份自居后，以后历代的帝王都逐渐提高自己的
称谓，头衔有了，那么用什么来表明自己是天下之王的身份呢，巍峨高大、壮丽无比的宫殿就是最好
的证明。
　　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发展大致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原始土屋阶段。
夏、商时代，虽然已经跨入了奴隶社会，但此时瓦还没有出现，所以即使贵为帝王宫室，依然多为“
土筑草覆”，这是较为低级、原始的做法。
周代较之前代，在建筑结构上更趋于完善。
　　春秋战国时期，瓦开始广泛用于宫殿建筑。
瓦的大量应用，促使各诸侯、霸主开始竞相营造高台宫室，如战国时的齐都临淄城、赵都邯郸城中，
都有高台宫室遗址。
高台是由夯土筑成，台上为木构架建筑，屋顶覆瓦。
高台使宫殿建筑终于摆脱了原始的土屋状态，这是中国建筑历史的一大飞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难以
估量，以至于后来辉煌壮丽、震惊世界的唐代大明宫等宫殿建筑都带有高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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