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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建筑，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结构体系、精湛的工艺技术、优美的造型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独树一帜，在世界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不朽篇章。
这一以木结构为主的结构体系适应性强，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有适应的能力。
其主要的特点是：一、因地制宜，取材方便，形式多样。
比如屋顶瓦的材料，就有烧制的青灰瓦、琉璃瓦，也有自然的片石瓦、茅草屋面、泥土瓦当屋面。
俗话“一把泥巴一片瓦”就是“泥瓦匠”的形象描述。
又如墙体的材料，也有土墙、石墙、砖墙、板壁墙、编竹夹泥墙等。
这些材料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建筑物上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加以使用。
二、施工速度快，维护起来也方便。
以木结构为主的体系，古代工匠们创造了材、分、斗口等标准化的模式，制作加工方便，较之以砖石
为主的欧洲建筑体系动辄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一座大型建筑要快很多，维修保护也便利得多。
三、木结构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震性能强。
俗话说“墙倒屋不塌”，木构架本身是一弹性结构，吸收震能强，许多木构古建筑因此历经多次强烈
地震而保存下来。
这一结构体系的特色还很多，如室内空间可根据不同的需要而变化，屋顶排水通畅等。
正是由于中国古建筑的突出特色和重大价值，它不仅在我国遗产中占了重要位置，在世界遗产中也占
了重要地位。
在目前国务院已公布的两千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建筑（包括宫殿、坛庙、陵墓、寺观、
石窟寺、园林、城垣、村镇、民居等）占了三分之二以上。
现已列人世界遗产名录的我国33处文化与自然遗产中，有长城、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
阜孔庙孔府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丽江古城、平遥古城
、明清皇家陵寝明十三陵、清东西陵、明孝陵、显陵、沈阳福陵、昭陵、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等，
就连以纯自然遗产列入名录的四川黄龙、九寨沟也都有古建筑，古建筑占了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五
分之四以上。
由此可见古建筑在我国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中之重要性。
然而，由于政治风云，改朝换代，战火硝烟和自然的侵袭破坏，许多重要的古建筑已经不存在，因此
对现在保存下来的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和合理利用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保护维修是古建筑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手段，不维修好不仅难以保存，也不好利用。
保护维修除了要遵循法律法规、理论原则之外，更重要的是实践与操作，这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工艺技
术实际操作的人才。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重文轻工”、“重士轻匠”的陋习，在历史上一些身怀高超
技艺的工匠技师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尊重，因此古建筑保护维修的专门技艺人才极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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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述古建筑的木结构部分的构造，对木构件的名称、屋架的构成和类型以及《工程做法》中
的大木构架及其尺度进行了系统讲述。
本书重点讲述了斗拱、屋盖木基层、木结构的连接、装修等方面的知识。
为了体现全面性，本书还介绍了部分古建筑的基本知识、历史常识、专有名词等。
本书可作为古建工作者的技术参考书，也可作为大专院校古建专业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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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古建筑常识1.1 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产生中国木结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中是自成体系的。
她产生在中国的大地上，并直接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如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国。
木结构建筑的基本特征即由三大部分组成：台基、木柱框、大屋顶。
木结构是承重构架，周围的墙壁是起围护作用的，所以有“墙倒屋不塌”的说法。
这样的木结构建筑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几千年。
建筑的起源，首先应是对功能的要求，其次是建筑的材料，在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有建筑美
的要求。
这三个条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各个时期不同的功能要求和对建筑美的不同需求而
变化的。
这就是说建筑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人们生活的需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联系的，是不断产生新技术、
新材料等的实况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进步的历程。
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规律下发展起来的。
漫长的封建社会，给我们留下了金碧辉煌的宫殿，安静精美的民居和在风景秀美的深山中建造的庙宇
⋯⋯1.1.1 史前人类的居所远古时期人们为了遮风避雨、躲避野兽的侵害以洞穴作为居住场所，如五十
万年前北京的房山周口店的山洞，就是当时群居的住所。
新石器时代人们有了石制工具，开始人工造“房子”，也就是有了住所，并有了村落。
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住遗址分布范围非常广泛，由山东至青海所见的遗址大都位于河谷
附近的台地上或两河交叉处，形成聚集的村落。
这时候的“房屋”也是在发展变化着的，由地下逐步发展到地上，呈现地穴→半地穴→地面上这样的
渐进过程。
地穴，称之为穴居。
如山西万泉县荆村仰韶文化遗址中的袋穴，较大的穴深约3m，底径约4m①，周围壁体向内收缩，似
口袋内装物品后，将袋口收紧状，所以称之为袋穴（见图1-1）。
又如河南洛阳涧西孙旗屯仰韶文化的袋穴，上口径约1.4m，底径约2.4m，深约1.7m（见图1-2），穴底
为较结实的黄灰土和红烧土块的混杂层，穴的中部有不规则的椭圆形白灰台②。
还有河南省发现的龙山文化的袋穴，有圆形的和椭圆形的，袋穴的上口径为1.8～2.5m，底径为2.6
～3m，深约2～3m不等，穴底和周围壁面似经火烧，再涂白灰面。
相类似的穴居很多，在此不一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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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建清代木构造》主要介绍了古建筑的木结构部分的构造，帮助读者了解我国丰富的建筑文化遗产
、传承和弘扬古建筑工艺技术。
中国古建筑,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结构体系、精湛的工艺技术、优美的造型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独
树一帜，在世界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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