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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方建筑》纵论上千年的历史变迁，横贯印度与锡兰、印度支那和印尼、喜马拉雅地区、中亚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七大地域，时空上的跨度很大，但由于作者首先将整个地区视为一个统一
的整体来加以研究，所以各部分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广而不杂，脉络清楚。
汇集并综述了其中七大地域的建筑发展历程。
这七个地域的共同特征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庞杂的社会现象，以及蕴藏的异常丰富的思想。
　　全书各部分都是将城市与建筑艺术放在其自身历史、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大背景下加以考
察，所以避免了浅显而孤立地看待建筑文化现象的弊端。
此外，书中也屡屡触及一些前沿的、甚至悬而未决的课题，并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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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首要主题从大量系统化的有关论著看，印度建筑的基本主题就是对“中心”的表现。
这一主题对于建筑和城市规划都是同样适用的。
每一座寺庙或宫殿都是一个宇宙轴心、一个神圣的中心，它是天、地，甚至冥世的交汇点。
由于在整个印度地区直至今日都将村落视为是人类聚居的基本单元，因此，将这种中心的象征加以拓
展，就成了城市平面中反复出现的母题。
所以，不论城市是方形的（方形被视为是有序世界的象征，是完美的形式和秩序）还是矩形的（其内
部主要的街道构成菱形的形式），甚至一些更为抽象的形式（如圆形、半圆形或三角形），在这些理
想的城市形态中都会找到一种中心的母题。
圆形的平面可能是外来的，或许是源于亚述人，并通过安息人（Parthian）传人印度。
但不论是哪种几何图形，它们都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和象征意义。
这些意义本质上都是将土地的神奇力——它们或是先已存在的，或是由最初的奠基仪式积聚而成——
转变为人类的栖居地和一种富有生命气息的形式，并能与宇宙的生命节奏相和谐。
它通过将城市的模糊空间加以几何化的处理，以人的尺度去营造城市，进而使城市中的人能感受到宇
宙生命的脉膊。
另一方面，在宗教建筑中，这一概念又会有所变化并被加以夸大。
由于这类建筑宗教的象征性更为强烈，所以其几何形式的倾向也更为明显。
例如不同时期率堵坡的平面。
它们或是圆形的，其四周的围栏也是圆形的；或是内切于正方形中的圆形；或是一系列的正方形。
与此不同的是印度教的神庙平面，尽管它周边的围墙有时会出现椭圆曲线的内凹片断，但大部分都是
一个由围墙形成的长方形。
至于围墙内的建筑布局则变化很大，它们有时采用具有象征意义的排列形式，有时则采用梅花形的布
置方式，即在矩形围墙内的四角和中心布置建筑并利用矩形的两个对角线为轴线来组织空间。
无论哪种布局形式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将主体建筑独立出来，从而能在各个方向看到它；同时主体
建筑又构成整个人工象征空间的一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布局模式突出了率堵坡的半圆顶和中世纪寺庙群巨大的体量，从而用具体化的
人造构筑物隐喻了“山”的壮丽——“山”被视为是宇宙之柱和世界轴心的象征。
就宗教建筑所表现的意义而言，印度与西方之间显然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印度的宗教建筑往往是和世俗建筑相互隔绝布置的，这一点，尤其是它所包括的思想内涵与西方不尽
相同。
印度的宗教建筑，即使不是完全的自成一体，通常也是与城市居住区相远离的。
它们或是独自形成一个神庙城（如马杜赖），或是将庙与寺院组合在一起（如阿旃陀），或是前文述
及的一些独立式寺庙，它们吸引了大量的人在其周围从事与寺庙有关的经济活动。
在所有上述的情形下，我们都处于一种寺庙自身所形成的“中心”之中。
这种中心的意义并不构成城市文脉的一部分，而是为了创造与神对话的机遇。
因此，这些中心有意建造得与城市相异，在形式上也与那些基督教的修道院不同。
城市，被看作是一个既神圣又具有实际功能的中心，它的作用是将神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
起。
市民们则以城市为纽带，从那些理论上总是作为城市中心的宗教建筑中寻找精神的寄托（尽管这些宗
教建筑具有某种中心的向心作用，但实际上都位于不同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神与世俗之间的隔绝是十分微弱的。
这些市民虽然无法在城市中获得真正的自主权，却相信：在其生活的城市中，自身任何微小的行为都
会影响无形的神力和宗教力量，从而对主宰城市的法令秩序产生作用。
通过有关文献，我们发现城市的基本结构——一般是一种方格网形式——又被叠加上某种街道的图案
，它加强了城市中心的象征意义。
这一道路系统的嵌入还解决了与城市布局和功能相关的交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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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形状可能是莲花形的，它保持了城内的方格网结构，但其周边却被带有圆形、八边形或六边形
棱堡的四叶状城墙所环绕，城墙的转折处与方格网的角部相契合。
另一种理想的平面形式是在城市中形成具有特定方向性的宽阔大道，或是通过建筑物的布局——一般
要考虑与城市基本格网的关系——来形成一种象征图形（如万字饰）。
无论采用何种理想形式，城市的发展最终都要受印度地区社会条件的影响，它们在这些基本的方格网
模式和象征性的几何图案基础上，会产生一些自发性的变化。
这种城市规划中严谨的、大片的方格网模式，只有在印度河文明的大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晰。
尽管我们已经不可能重建那一历史时期的文明，但现已知道，正是印度河文明产生了许多丰富的、富
于思想性的规划设想，它们已经被吠陀时期的文化所证实；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后，才在技术性文献
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可以肯定地说，将建设用地划分为方格网的模式，并进而划分成三角形的模式，是出于一种宗教和象
征性的需要。
不过这种空间的几何处理手法与现代建筑是有很大差别的，它使建筑具有一种所谓“多向可见性”的
特征。
这是由于建筑本身被视为某种象征意义的产物和一种竖向轴线（神秘的宇宙轴心）的具体表现形式，
它需要在各个方向看都是相同和完整的，因此，它更多地受一种雕塑的而不是建筑的法则所支配。
甚至“正立面”一词，在印度也与其在欧洲或亚洲其他地区所表示的意义略有不同。
正立面的意义在于它是进入建筑内部的入口。
它可以被强调，但不能凌驾于侧立面或背立面的意义之上。
正是为了获得“中心”的象征意义，使印度建筑在体形上极力追求富于雕塑感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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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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