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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中国古代建筑主要在平面（二维视角）上展开的特点，在对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的基址规模
所作的系统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
内容涉及2000多年的历史，其中包括新发掘的史料及大量不为人所注意的历史建筑的基址情况。
    本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以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与相关考古资料为依据，以中国古代建筑的基址规模与合院建筑空间为主要
研究与描述对象，对中国2000多年的合院建筑的基址规模、住宅基址规模的等级特点，与住宅基址与
古代土地制度的关联等诸方面问题做了充分的论述；并就历代第宅署廨、佛教寺院、宫殿、王府、陵
寝茔域、祭祀坛壝等不同类型建筑的基址规模、空间特征等做了详细的论述，是一个围绕古代建筑基
址规模连续叙述的综合性文本。
    下编是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一批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精减、修改而成。
内容包括隋唐两京里坊内的割宅方法，中日古代都城宅割方法及里坊分划方法；围绕清代《乾隆京城
全图》而展开的清代王府、寺庙、住宅等合院建筑的分项研究，元代大都城内建筑基址规模的研究，
明代王府建筑、明代佛寺建筑的基址规模与等级体系的研究，清代衙署建筑基址规模研究，以及对宋
代城市空间、宋东京城大相国寺等古代合院建筑历史及空间演变的专题研究等。
     本书在中国建筑史研究论题及内容方面富有新意，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建筑史进行了一
次综览，使读者获得了不同于以往的更为深刻而新颖的认识。
本书不仅对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教学研究人员，也对一般建筑研究，以及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
，和从事历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的人士都会具有很好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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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园宅制度概说、　　中国古代建筑的存在与发展，有两个最为基本的限定条件
：一个是相沿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国家内部的严格等级制度，随之而来的就是历朝历代对于等级规范的
严格规定，以及时常出现的逾制问题，而在种种的逾制现象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宅舍的逾制。
另一个是农业国家的土地制度，以及因土地制度而出现的园宅形态。
　　第一节　第宅等级与历代第宅舍屋的逾制问题　　由于古代中国严格的等级制度，车马、服饰、
宫室、器具、葬仪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制约束，历代帝王都要重申这些规制。
然而，历朝历代对于这些等级制度的僭越，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无论是在第宅规制、房屋装饰，
还是在服饰色彩、车骑数量等等方面对于既有制度的僭越，即“逾制”问题，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
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活跃的话题，其中尤以第宅舍屋的逾制，成为历代文献中经常讨论的
问题之一。
　　在这里我们先举出唐代的例子，看一看这些等级制度的所及范围：　　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
得乘马。
　　神龙二年九月，《仪制令》：“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浑银。
”　　太和元年五月敕：“衣服车乘，器用宫室，侈俭之制，近日颇差。
宜准《仪制令》，品秩勋劳，　　仍约今时所宜，撰等级，送中书门下参酌奏闻。
”　　三年九月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著纱、绫罗等衣服。
”　　其中显然包括了器用、服饰、乘骑、车乘、宅舍、门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既然有禁，就要出台一系列的法规加以明确地限定，如服饰：　　六年六月勒，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等
：《礼部式》：　　亲王及三品已土，若二王后，服色用紫，饰以玉；　　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饰
以金；　　七品已上，服色用绿，饰以银；　　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饰以鍮石。
应服绿及青人，谓经职事官成，及食禄者，其用勋官及爵，　　直司依出身品，仍听佩刀、砺、纷、
悦。
　　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饰以铜铁。
　　其诸亲朝贺宴会服饰，各依所准品。
　　又请一品二品许服玉，及通犀；　　三品许服花犀、斑犀及玉，又服青碧者，许通服绿，余依《
礼部式》。
又应三省、御史台、两京诸司，及诸道在城职掌官等，诸不许用本官本品例，仍并不得服犀玉，及车
马不得饰以金银。
又袍袄衫等，曳地不得长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广一尺三寸已上，妇人制裙，不得阔五幅已上。
裙条曳地，不得长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广一尺五寸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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