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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建筑是历史的纪念碑。
今天，当我们被未来的美景所吸引，步履匆匆、愈行愈远之时，若能于心中存此一碑，稍抒怀古之幽
情，不亦乐乎！
话虽如此，可终日在城市里穿梭的我们，举目所见的，不过是高楼大厦的巨影、玻璃幕墙的闪光。
历史的身影又在哪里？
是的，历史之河已流过多时了，我们现在要溯流而上，到它的源头去看一看。
根据中国的古书记载，使用着粗糙石器的华夏先民，最初是“穴居而野处”的。
所谓穴居，就是在高原地带选择或创造洞窟而居。
同时，低洼地区的先民们也“构木为巢”，过着“巢居”的生活。
穴与巢虽承担建筑的部分功能，但走兽亦会打穴，飞禽亦多能筑巢，因此它们俱非人类的专利，离建
筑的概念还有些远。
此时，建筑就如同一颗种子，尚未萌芽，只深埋在华夏先民的期盼里。
当历史的脚步行进到距今7000年，人类使用的石器更精致一些的时候，建筑这颗种子终于萌芽了。
在著名的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他们找到了中国最早的建筑。
从河姆渡人留下的建筑遗迹来看，他们已懂得用榫卯连接木构件了，这种技术后来一直被国人使用，
直到今天。
而半坡人给我们的印象，更像是中国建筑的先驱者。
他们运用的建筑材料、建筑布局、房屋结构、建筑装饰等，在后世的建筑中似乎都能找到一些影子。
在半坡人的身后，中国人迎来了最初的文明。
社会开始飞跃发展，建筑亦从中得益。
究其本质，虽然建筑也不过是供人类居住和活动而已，但人类毕竟与打穴的兽、筑巢的鸟不同，他们
需要的东西更多。
正如人类发明文字之后，就拿它来创作文学一样，人类也赋予建筑以艺术的属性，以“乐生”而著称
的中国古人，似乎更为热衷其事。
他们先用土堆起一座座高台，再用木头在其上构筑豪华的宫殿，“大兴土木”之说即肇始于此。
奴隶主为他们的“高台榭、美官室”欢笑了，而笑声里也伴随着奴隶的悲鸣。
终于到了秦朝。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在《阿房宫赋》中，诗人杜牧用这样不无夸张的开场白，勾画出一座空前壮丽的阿房宫。
中国建筑此后的景象，似乎从这一诗句中便已初露端倪。
先说“六王毕，四海一”。
这可引申为国土的分合、朝代的更迭，但无论怎样，“君臣父子”的封建人伦总是不变的，由此而衍
生出的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自然要反映在建筑上。
于是，中国特有的“合院式”的建筑布局出现了，以“择吉避凶”为主旨的建筑风水出现了，等级森
严的建筑形式、装修规格也出现了。
中国传统建筑，逐渐被打上了浓重的阶级烙印。
另外，与西方建筑强调突出个体的高大不同，中国建筑更多的是通过整体来展现优势。
古代中国固然难以出现西方科隆大教堂那样的高大建筑，但北京故宫9000多间房屋的规模，也不是古
代西方能够望其项背的。
再说“蜀山兀，阿房出”。
在诗人的想象中，秦始皇为了建阿房宫，居然把蜀山上的树木都砍伐光了，极言阿房宫所费木材之巨
。
中国是木建筑的王国，历朝历代，木结构建筑均遍及全国，而砖石建筑不过是其陪衬。
直到封建社会划上句号的那一天，以木结构为主的传统才随之湮灭。
而在古代西方，人们则更青睐于石块，并以它为材料构筑了无数雄伟的教堂、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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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西方建筑史是一部以教堂、神庙为中心的历史，那么，中国建筑史便是一部以宫殿、坛庙为中
心的历史。
当然，木头不像石头那么容易保存，雷火和战火都是它的死敌。
宫殿建筑似乎也比不上宗教建筑那么受人尊重，就连秦始皇倾力营建的阿房宫，也在其死后不久就被
项羽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这，似乎预示着木结构建筑的命运。
尽管在数千年中独领风骚，但能流传至今的木结构建筑，实在可用“凤毛麟角”一词来形容。
故宫建筑集中体现了传统木结构建筑的特色，但其历史也不过500多年。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砖石建筑遗留到今天的要多得多，其中包括明代重建的、令国人倍感骄傲的万
里长城。
然而，相比于砖石建筑，木结构建筑也有诸多优点，比如省时省料、易于建造等。
西方大教堂的建造时间，动辄就要上百年，而那么大的故宫，前后也不过仅仅耗时14年而已。
正因如此，中国的能工巧匠们才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建筑物进行精雕细琢，用种类繁多的装饰，
赋予中国传统建筑超凡的美学价值。
提起中国建筑，还不应该忘记中国的园林。
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前者崇尚自然，后者青睐人工。
在一草一石之间，也不难看出两种文化观念的碰撞。
就国内而言，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也是旨趣大异，北京园林和苏州园林分别为其代表。
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建筑长期以来封闭发展，变化极少，这多少有些道理。
在整个中国建筑史上，你很难看到跳跃式发展的景象。
在我们的祖先看来，与创新求变相比，“先王之法”的分量似乎更重一些。
但正因如此，中国建筑才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建筑体系，而不像古埃及建筑那样，早早并入了西方的轨
道。
在世界建筑史上，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伊斯兰建筑鼎足而立，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让我们现在就捧起这本书，开始一段唯美的怀旧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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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家庭书架”系列之一的“中国建筑故事”专集，具体介绍了：中国建筑漫话、中国建筑
的布局、中国的园林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大师、中国的佛塔建筑、多元化风格的形成、古典建筑最后
的辉煌、北京和新中国的象征、悬空而立的神奇佛寺、现存最早的高层佛阁等方面的内容。
　　本书介绍了我国古代经典的几种建筑样式：亭、楼、廊、桥、塔、宫殿、园林设计等，通过讲述
建筑背后的典故和传说，配以丰富的图片，让读者在看故事的同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体会我国古建
筑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建筑独特的建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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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凝固的历史:中国建筑故事》通过讲述建筑背后的典故和传说，配以丰富的图片，让读者在看故事的
同时了解中国古代建筑，体会我国古建筑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建筑独特的建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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