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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窗在建筑艺术上一直拥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从天窗进入室内的光线往往富有更多精神上的内涵。
不仅如此，天窗改变了通常的空间围合状态，使顶部围合产生了通透的效果。
在天光照射下，天窗自身的形态、材料、色彩在天光下也易于成为空间中的视觉焦点。
同时，天窗设计又是一个技术上比较复杂的课题，不但涉及到各种光学知识、节能技术，而且与建筑
的结构、构造、材料技术往往也是密切相关的。
    本书把关于天窗的艺术与技术问题从建筑师的角度进行研究与整合，围绕建筑设计从构思到深入设
计各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展开论述。
这些论述主要回答了以下十个问题：    1. 天窗与建筑其他采光口相比具有什么艺术上和技术上的特点
？
    2. 在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如何人手设定天窗？
    3. 从艺术和技术上考虑，如何确定天窗洞口的平面形状和大小？
    4. 在天窗剖面设计中，有哪些艺术表现的机会，有哪些技术要求？
    5. 天窗如何与屋顶结构构件配合？
    6. 如何深化设计天窗中的窗框和支承结构？
    7. 如何选择透光材料？
    8. 调节天窗的采光、隔热效果有哪些方法，其中蕴含着哪些艺术表现机会？
    9. 如何因势利导地解决附属设施如灯具和维护设施的安置问题？
    10. 如何发掘天窗在建筑节能方面的潜力？
    希望本书的研究对国内建筑师设计出优秀的建筑作品有一些启发，也希望能对建筑院校相关专业的
教学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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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窗概述　　第一节 天窗的发展历史　　在中国古建筑中，天窗并不多见，建筑的采光
通常是借助直接面向院的侧窗完成的。
由建筑围合而成的院在中国古建筑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利用各个院的空间尺度的对比变化形成不同的
气氛，是中国古代建筑布局的一大特色。
建筑的立面通常向院开敞，木结构的应用使得建筑的侧窗可以开得很大，侧窗在引入充足光线的同时
，也引入了院中的景色，这与中国儒学的提倡入世、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精神相符。
从技术上讲，层层叠叠的木屋顶结构给天窗的设置也带来了困难，需要妥善解决防水等问题。
中国大型古建筑多在梁架下设置天花、藻井作为建筑的装饰，更妨碍了天窗在建筑中的使用。
少数天窗只是散见在小式建筑中，如某些地区的民居中利用屋顶的亮瓦或小采光口引入光线，天窗的
实用功能和在建筑艺术上的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发展。
因此，天窗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主要是西方建筑天窗的发展史。
　　在西方建筑发展的各个时期，位于屋顶的天窗的形式、大小与当时的建筑结构技术密切相关，同
时也促进了建筑结构技术的发展。
“有史以来，绝大多数的建筑结构方式，无非是如何造屋顶和如何支承屋顶。
屋顶的跨度和它的支承方式，决定着它覆盖下的空间的使用价值。
每当建筑功能有新发展而要求更开阔的空间时，首先就同旧的屋顶和它的支承者的结构发生矛盾。
”更广阔的室内空间也会对室内采光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太阳在古代建筑中一直是室内照明的主要
光源，在建筑中设置窗是引入光线、照亮室内空间的主要方法，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设置位于
屋顶的天窗成为解决大进深空间的采光问题的惟一途径，于是，这就又为建筑的结构技术发展提出了
一个更高的要求：人们不但要能用新型的结构覆盖更广阔的空间，还要能在这个结构上合理地开洞，
以引入阳光，同时避免雨、雪等对建筑结构构件的侵蚀。
　　天窗的发展也带动了建筑内部空间的发展。
由于有了从天窗引入的光线，庞大建筑的内部空间才能够被人们充分地感知，经过不断的雕琢和推敲
，从而形成适应不同地域、不同功能、具有不同艺术特点的室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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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希望《天窗设计：艺术与技术》的研究对国内建筑师设计出优秀的建筑作品有一些启发，也希望
能对建筑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有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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