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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河图洛书”看，我们的先祖远在发明书的载体之前.就善于以图来表意。
那时，“图”和“书”都是一种图画的符号，没有多大区别。
先秦，有了竹简这种“书”。
竹简不便作图，“图”一般绘在帛上。
“书”与“图”虽然是分离的，但至迟在汉代，藏书楼就兼藏图。
后汉建帝就将汉代有功之臣的画像，藏于麒麟阁。
以后有了纸质的书，文字常配以图，“书”“图”同归。
如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李明仲的《营造法式》、李渔的《闲情偶寄》，都是图文并茂。
这大概是我们这个民族更善于形象思维，抑或是注重图书的可阅读性。
　　两年前.本书作者李洋谈及准备编一本《中国室内设计图说》，我就赞成这一好事。
李洋为合肥工业大学环境艺术设计方向早期的硕士生，在福建工程学院任教后，致力于攻读中国古代
建筑史，用功颇勤。
但想到前辈罗小未。
都曾感慨过编图说“这种工作看上去水平不高，但做起来却费心得很”，我并不认为他做此工作来得
容易。
以至于最近读完他送来的厚厚一叠杀青的书稿，吃了一惊。
我想谈谈先睹的观感。
首先。
从材料处理上，本书将很大篇幅用在建筑上。
这当然因为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延展。
这种处理，使书能以较宽视野观察室内设计。
细说室内设计时，又不致游离其建筑。
其次是本书资料非常的丰富翔实。
除汉代的礼制建筑，明堂辟雍之外，还以较大篇幅图说“灵台”。
又如，对中国古代匠师和建筑原典的介绍。
有些生疏面孔。
最后，我还须推荐本书的注释。
在我们这个读图的时代，本书中的图将受到的关注度，我是不怀疑的。
本书试图通过注释的形式，使相关问题讨论能深入一层。
当然.这些注释并非毫无瑕疵，但可以看出作者是用了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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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室内设计历史图说》结合翔实的史料和大量的图片，阐述了中国室内设计史的上要发展历
程。
《中国室内设计历史图说》分为10章，第1～8章为原始社会时期至明清时期，分别阐述了这些时期的
建筑概况、建筑装饰与室内装修、家具与陈设、装饰纹样及人物著作。
第9章为近代时期，介绍了西洋式、传统复兴式和西方现代式的建筑及室内设计风格在这一时期的反
映。
第10章为传统民居，介绍了在建筑与室内设计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民居的特征与风格。
《中国室内设计历史图说》图文并茂，清晰易读，共收录线稿图1700余幅，照片360余幅。
《中国室内设计历史图说》可作为高等院校室内设计、环境艺术设计、建筑装饰利建筑学专业的教学
参考用书，也可供室内设计师及相关从业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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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堂原是周王朝廷前殿，当时奉祀祖先的宗庙也采取明堂形制，因而也可称作“明堂”。
汉儒按《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的说法，在“布政之宫”的明堂里，要播五行于四
时。
明堂即按照不同方位的殿堂，宗祀太吴等五时帝——上帝，这是体现天子与天相通的意思，或再加上
后土，即后儒所谓“通神灵，感天地”，并以祖先配祀，教诸侯以孝道。
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黄帝专用的玉制
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由于时代相隔，又缺乏科学的考据，汉儒当时对明堂的形制和用途区别都极为混乱。
有将明堂的圜水称作“辟雍”的；或有理解为明堂加上圜水而总称“辟雍”的；还有将明堂、辟雍、
灵台、太学、太庙统称为“明堂”的异名同实的说法。
西汉明堂的设计，大约接受了《通典》说：“戴德日：‘明堂、辟雍是一物”’这个二位一体的概念
，因此可以将其统称为明堂辟雍。
从西汉明堂辟雍遗址的平面布局来看，总体外围有圜水沟，圜水以内为方形宫垣，四面辟门；宫垣内
四隅有曲尺形配房，中庭地坪整个抬高，呈大台状；中央又筑圆形夯土基座，其上布置明堂。
在中央圆形夯土基座的中央，筑有大方台。
从遗址现场来看，大方台的四面均有墙、柱遗迹，并可以看出四面有大体对称的堂、室布局，前堂为
方砖地面，后室为墐涂地面并饰以鲜艳的朱红色（见图4.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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