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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朋友，你熟悉教堂吗？
注意到没有，凡是教堂，必有钟楼，且钟楼往往设在教堂的西部。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建筑世界带有人文意义。
按照中国传统的五行观，西方往往见证死亡，属于令人胆寒的刑煞世界。
在中国的原始神话里，镇守在这里的是西王母，她长着人的面孔、老虎的牙齿、豹子的尾巴，蓬头垢
面，戴着一种叫“胜”的首饰。
她的威风源于掌管刑罚，同时也握有令凡人想人非非的不死药。
这样的空间观，在世界上，并非独此一家。
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西边是阳光被黑暗打败的地方，属于魔鬼的世界。
魔鬼要对人世间进行干涉时，必然来自西方，而且魔鬼害怕响声，因而，人们将高耸的钟楼修建在教
堂的西部，用洪亮的钟声驱除时时窥探人世间的魔鬼。
这样一来，钟楼或者整个教堂建筑，就不仅仅是钢筋、水泥或其他建筑材料搭建的几何空间，而是一
个人文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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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园林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是一幅多棱角的立体画卷。
画卷中承载了一段段过往的印迹：通天的信仰、不老的传说、至尊的皇权、骄奢的富贵、荒谬的畸情
、审美的意趣、博雅的高士、隐逸的幽情、痛苦的屈辱、残破的荒凉等。
这些都汇集于斯，构成中国文化深沉的历史记忆。
    本书以园林为向导，带领我们走进中国园林的幽深之处，揭开那段与园林相关的文化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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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灵台：通神之所第一节 灵台想象图卷灵台印迹已经全无，我们无法通过遗址乃至图案
去领略其神情面貌。
只有通过现有文字记载加以想象复原。
关于灵台的文字记载不是很多，最为详细的也不过就是《诗经。
大雅．灵台》的一首诗了。
《诗经。
大雅．灵台》写道：“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经始勿亟，庶民子来。
王在灵囿，扈鹿攸伏，鹿鹿濯濯，白鸟翯嵩。
王在灵沼，於籾鱼跃。
”意思就是周文王姬昌对灵台进行了认真的设计和精巧的经营，老百姓都一起来建造，几天工夫就把
它建好了。
周文王在灵园时，鹿儿很悠闲地在里面躺着，肥大的白色山鸡张开美艳的羽毛。
周文王在灵沼边时，满池的鱼儿欢蹦乱跳。
这段珍贵的文字记载透露出了古代灵台的几个基本建筑因素。
首先，灵台有两个基本的建筑物：台和池沼。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台，观四方而高者也。
”可知，灵台是一个四方形的由土夯筑而成的高耸建筑。
之所以造成方形，主要根源于古人对宇宙的看法。
简单地说，古人对宇宙的想象观念就是天圆地方，四面环水。
在古人的神话观念中。
天地最初为一混沌未分的大鸡蛋，自盘古开天辟地后，蛋清上升化为日月星辰，蛋壳、蛋黄下沉化为
大地。
天地分开后，古人则把众多星体组成的茫茫星空称为“天”，把立于其上而赖以生存的田土称为“地
”。
由于日月星辰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地运动，恰似一个圆周循环不已，无始无终，故称天为圆；而大地
则静如止水，恰如一个方体安静稳定，故称地为方。
台既然根于大地，其形状自然与大地一致。
后世用于祭地的地坛、月坛、社稷坛等无不为方形，显然都是因这种宇宙观念的影响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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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神话之眼看建筑系列》丛书是属于神话之眼看世界策划的前锋部分。
让读者体会到神话之眼的存在，向读者显示神话之眼的特殊，是我近十年从事神话文化研究和教学而
产生的一点感悟和创作冲动。
中国发展出版社刘连军先生给了我让这样的感悟和冲动付诸实践的机会。
然而，真正组织丛书编写以后，我才知道内中甘苦。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用神话之眼揭示建筑世界的人文情怀，需要对历史、宗教、建筑、礼制等方面的
专业知识有很好的研究；但是，因为作者的专业所限，我们只能在保证主题思想自主创新的同时，大
量借鉴相关文字与图片资料；又为了方便广大普通读者阅读，没有采取学术著作所采用的注释规范，
为此特地予以申明，并向有关资料与图片的原创者表达深深的谢忱。
本丛书在余开亮、张云江、张海滨、李满意等同仁的合力支持下，才有了当下的面貌。
在写《宫殿的欲念》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库本阅览室的几名女管理员对我照顾有加，把我安
排到书库中间的专座上，以便于查找资料，专心书写。
她们的名字，我不能一一列出，但是，她们的照应却让我倍感温暖，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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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园林的印迹》介绍了：古典园林，是人类的家园、诗意的栖居地。
园林是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赏析和反思，也是画境，是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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