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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我国传统建筑的研究，肇自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
在其引领下，一代学人对我国建筑古代建筑遗存进行了实地测绘和调研，写出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报告
，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两位开拓者的引领和影响下，近百年来我国建筑史领域的几代学人在中国建筑史研究这一项浩大的
学术工程中，不畏艰辛，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20世纪60年代由梁思成与刘敦桢两位先生亲自负责，并由刘敦桢先生担任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
这部系统而全面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学术著作，曾八易其稿，久经磨难，直到“文革”结束的1980年代
，才得以出版。
    本套《中国古代建筑史》(五卷)正是在继承前人研究基础上，按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而编写的全
面、系统描述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巨著，按照历史年代顺序编写，分为五卷。
各卷作者或在梁思成先生或在刘敦桢先生麾下工作和学习过，且均为当今我国建筑史界有所建树的著
名学者。
从强大的编写阵容，即可窥见本套书的学术地位。
而这套书又系各位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是一套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资料性书籍，
为建筑史研究人员、建筑学专业师生和相关专业人士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详尽、重要的
参考资料。
　  本套书具有如下特点：  　(1)书中大量体现了最新的建筑考古研究成果。
搜集了丰富的建筑考古资料，并对这些遗迹进行了细致的描述与分析，体现了深厚的学术见解。
    (2)广泛深入地发掘了古代文献，为读者提供了具有深厚学术价值的史料。
    (3)丛书探索了建筑的内在规律，体现了深湛的建筑史学观点，并增加了以往研究所不太注意的建筑
类型，深入描述了建筑技术的发展。
    (4)对建筑复原进行了深入探索，使一些重要的古代建筑物跃然纸上，让读者对古代建筑有了更为直
观的了解，丰富了读者对古代建筑的认知。
    (5)图片丰富，全套书近5000幅的图片使原本枯燥的建筑史学论述变得生动，大大地拓宽了读者对中
国古代建筑的认识视野。
    本套书初版于2001～2003年间，这套字数达560余万字的宏篇大著面世后获得专业读者的好评，并传
播到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海内外学者
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资料。
之后，我社组织有关专家对本套图书又进行了认真审读，更正了书中不妥之处，替换了一些插图，并
对全套书重新排版，在装祯和版面设计上更具美感，力求为读者提供一套内容与形式同样优秀的精品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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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原始社会建筑(远古至公元前2100年)　第一节  中国原始社会概况      一、中国的旧石器时
代      二、中国的新石器时代      三、中国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　第二节  建筑最初的两个基本形态
巢居和穴居    一、架空的巢居——水网沼泽及热湿丘陵地带的主要居住形式；“穿斗式”    木结构的
土要渊源    二、黄土地带的穴居及其发展；中国土木混合结构建筑的主要渊源　第三节  中国原始社会
建筑  　一、中国原始社会城市  　二、中国原始社会的聚落  　三、中国原始社会的居住建筑及其他建
、构筑物  　四、中国原始社会的祭祀建筑  　五、中国原始社会的墓葬  　第四节  中国原始社会建筑
的成就和影响    　一、群体建筑的产生与发展    　二、多种类型建筑的形成    　三、单体建筑空间的
组织与发展    　四、建筑技术的多方面发展    　五、建筑造型和装饰  第二章  夏、商时期建筑(公元
前2070—前1046年)  　第一节  夏代和商代的历史与社会    　一、夏代与商代的历史与社会概况    　二
、夏代与商代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    　三、夏代与商代社会的特点  　第二节  夏代与商代的
建筑    　一、城市    　二、宫室、坛庙、祭祀建筑    　三、聚落、民居    　四、墓葬    　五、其他建筑
　第三节  夏、商二代建筑的成就及影响      一、我国古代建筑各主要类型的雏形已逐渐形成      二、“
城以卫君，郭以守民”的建城原则    三、“前朝后寝”的宫室布局　⋯⋯第三章　周代建筑（公元
前1046—前221年）第四章　秦代建筑（公元前221—前206年）第五章　汉代建筑（公元前206-公元220
年）附录　中国古代建筑大事年表（原始社会——东汉）插图目录编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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