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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古代社会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建筑文化，是值得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
中国传统建筑，在结构与构造、功能与审美上的完美结合，以其物质技术与思想艺术的高度统一，鲜
明的民族特点与风格，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
中国建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有其特殊的为其他建筑体系所没有的现象，如梁思成先生在20世纪30
年代就曾指出的，中国文化“数千年来，虽有二十余朝帝王的更替；虽然在政治上有匈奴、五胡的威
胁，辽金元清的统治；在文化上，先有佛教的输入，后有耶教之东来，中国文化却是从来是赓续的①
。
”中国的建筑文化也同样，虽然“在军事，政治及思想方面，中国常与他族接触，但建筑之基本结构
及部署之原则，仅有和缓之变迁，顺序之进展，直之最近半世纪，未受其他建筑之影响。
数千年来无遽变之迹、渗杂之象，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标志
②。
”这就是说，数千年来，中国建筑在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质”的变化，当然也就不存在有过“质
”的飞跃，始终是持续不断的“和缓”而按“顺序”的进展。
中国建筑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显然与一贯采用木造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如梁思成先生在其《中国
建筑史》中，讲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首先就是以木料为主要构材。
他说：“世界它系建筑，多采用石料以替代其原始之木构，故仅于石面浮雕木质构材之形，以为装饰
，其主要构造法则依石料垒砌之法，产生其形制。
中国始终保持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故其形式为木造结构之直接表现。
其在结构方面之努力，则尽木材应用之能事，以臻实际之需要，而同时完成其本身完美之形体⑧。
”对中国建筑的发展历史与成果，人们似乎多视为禀赋优异而想当然地接受下来，但却没有作过认真
的理性思考：为什么“世界它系建筑，多采用石料以替代其原始之木构”，惟独中国始终保持木造结
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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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论》是建筑学领域中，第一部对中国木构建筑体系的形成、发展、衰亡作全面的整体性、
系统性研究的理论巨著。
著者博古通今，以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对建筑历史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广证博引，鞭辟入
里，从而揭示出中国古代建筑客观存在的内在规律性。
如从人类学的古典家庭结构形式，对偶婚家庭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模式对建筑空间结构的影响和制约，
论证建筑设计的客观规律性；并从“质”的规定性对“建筑”作出科学的定义。
从历史、民族、社会学角度分析中西方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不同及中国形成“宗法制”的缘由
，据此发现中国历史上改朝换姓必然采取“毁旧国，建新朝”的政策，及与此相适应的特殊的建筑生
产方式，从而解决了中国建筑史上迄今无法解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为什么中国不采用砖石结
构，始终用木构梁架体系建筑？
而且数千年没有根本性、原则性的变革？
为什么野蛮落后的建筑生产方式，却采用科学先进的“模数制”？
为什么有技术水平很高的建筑法式，却没有一本建筑的理论著作？
⋯⋯等等。
著者剖析深刻，论证有据，言之凿凿，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本书著者视野广阔，而治学严谨，每论一题，尽可能汇集各家之说，比较评述，以新的认识提出自
己的独到见解。
这样的例子书中比比皆是，独具只眼之论，随处可见。
著者对前人把握不定的模糊概念，如建筑与建筑艺术，建筑形式与建筑类型，建筑装饰与建筑装修，
意象与意境⋯⋯等等，用哲学、美学、艺术等理论，条分缕析，论述清楚、涵义透彻。
对辞书中许多古建筑辞汇，解释不确以至错误者，则以训诂、考据等方法，清源正本，作了明确的界
说。
著者亦运用现代力学的基本原理，对宋《营造法式》中的四种典型柱网布置模式，从梁架结构的整体
刚度和稳定性分析比较，论定“金箱斗底槽”为古建筑的标准柱网模式，这就为确定辽、金、元时代
建筑的减柱移柱提供了标准，从而避免了对减柱移柱建筑，言人人殊，令人莫衷一是的困惑。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本书的特点，是不囿于以往研究中国建筑受遗存实物的局限，也超越了建筑史学传统的考古式的研
究方法，而是以辩证唯物史观分析问题，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把握当代新科学的精神，充分利用
遗存实物，尽力收集古籍文献资料，多元分析历史上建筑实践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方法；总结
出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原理和法则，建立了系统的中国建筑的思想理论体系，使中国建筑真正成为一
门现代的科学。
本书的问世，在理论上对建筑学、建筑史学的重大意义和补阙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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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男,1932年1月生,江苏省淮阴市人。
1956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从事高等院校建筑教育与理论研究40余年,曾参加和负责筹建哈尔滨建工
学院、苏州城建环保学院建筑系,任该院首届建筑系主任,并兼职上海城建学院、浙江工学院教授,山西
古建筑研究所顾问。
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为建设部培养了大批建筑与园林设计人才。
他对建筑设计的规律性有深刻的研究和独到见解,对中国古典建筑与造园学创建有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
系,出版专著《中国造园史》(台湾有两种繁体字版本),1989年1月30日香港《大公报》载文评论：“这
是中国第1部造园学力作。
中国造园之有史,当以此书始”。
《中国造园论》,是迄今第1部中国造园学系统理论专著,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2等奖,《园冶全释》
准确的释译了前辈学者未能解释的世界最古造园学名著《园冶》；个人编辑《中国园林艺术大辞典》
等,多次获北方15省市、晋版优秀图书奖。
现在著作中国建筑的系统理论专著《中国建筑论》,他在中国传统建筑与造园学理论上的创建,为宏扬
中国传统建筑与园林文化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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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导论  第一节�人的生活与建筑  第二节�建筑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  第三节�古典家庭结构形式与生活方式
 第四节�古典家庭的建筑形式分析  第五节�古典家庭建筑的空间组合  第六节�建筑的本质与定义第一章 中
国建筑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建筑的起源  第二节�木构架建筑的由来  第三节�木构架发展的历史原因  第
四节�建城即建国，城毁则国灭  第五节�古代的国与城不分  第六节�木构架建筑的基本概念  第七节�高层木
构架建筑  第八节�中国梁架结构的特殊性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建筑生产方式  第一节�中国古代的工官制度 
第二节�中国古代的匠役制  第三节�历代工匠的服役概况  第四节�物勒工名与哲匠升官  第五节�古代的建筑
生产与法式第三章 中国建筑的名实与环境  第一节�建筑的名与实  第二节�堂  第三节�厅  第四节�楼  第五节�
阁  第六节�斋  第七节�轩  第八节�榭  第九节�馆  第十节�廊  第十一节 亭第四章 中国建筑的类型（一）第五
章 中国建筑的类型（二）第六章 中国建筑的空间组合（一）第七章 中国建筑的空间组合（二）第八
章 中国建筑的结构与空间第九章 建筑装修与装饰及室内陈设第十章 儒家礼制、五行风水与中国建筑
第十一章�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第十二章�中国的造园艺术附录 对《辞海》中有关建筑类词义的质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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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建筑，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人们的一定生活方式，人们运用社会可能提供的物质
技术条件，改造和利用自然，建造出适于自己生活方式的空间环境——建筑。
 正如列宁所说：“太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是如果你要从定义特别明
显地看出，它所说明的那个现象的各个极重要的特点，那就显得这个定义很不够了。
因此，一方面要记住，所有一般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现象的全部、
发展上各方面的联系⋯⋯”定义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把各种复杂的现象，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便于研
究事物自身的规律，避免在概念上混淆不清。
建筑与建筑艺术，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马克思曾强调地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食、住、衣以及其他的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④。
”这就从两方面说明建筑的性质：一、建筑，首先是人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二、建筑，是人物质
生活本身。
  建筑，作为人所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是财富。
在财产私有的社会里，历来是劳动者替富者生产了惊人的作品，然而，劳动替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
动生产了宫殿，但劳动给劳动者生产了洞窟；劳动生产了美，但给劳动者生产了畸形④”。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简陋篷舍和聊以栖身的住所，是建筑！
但生活在其中的人连一点生活美也没有，哪里还有什么艺术性？
建筑艺术，同纯精神型文化的艺术，如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等有“质”的不同。
建筑是人的物质生活本身，它不是表现、更不是再现生活，而是人的生活方式的直接体现。
具体地说，任何一种类型建筑，都是人们某种特定的生活活动过程的体现，如居住建筑之与家庭生活
，医疗性建筑之与疾病的治疗等等。
而重重庭院的第宅，体现封建社会不同地位家庭的生活活动的方式和需要；集合式公寓建筑，体现以
夫妻子女组成的现代家庭结构与生活方式等等。
 事实说明，那些只讲形式忽视内容的建筑，必然影响这些生活活动过程的进，甚至只能在不完善的情
况下进行，从而影响以致妨碍人的生活。
现代解释学者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一  ）有段话，虽无新意，但对建筑专业的学来说是
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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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古代社会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建筑文化，是值得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
    中国传统建筑，在结构与构造、功能与审美上的完美结合，以其物质技术与思想艺术的高度统一，
鲜明的民族特点与风格，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
    中国建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确有其特殊的为其他建筑体系所没有的现象，如梁思成先生在20世
纪30年代就曾指出的，中国文化“数千年来，虽有二十余朝帝王的更替；虽然在政治上有匈奴、五胡
的威胁，辽金元清的统治；在文化上，先有佛教的输入，后有耶教之东来，中国文化却是从来是赓续
的 。
”     中国建筑文化也同样，虽然“在军事，政治及思想方面，中国常与他族接触但建筑之基本结构及
部署之原则，仅有和缓之变迁，顺序之进展，直之最近半世纪，未受其他建筑之影响。
数千年来无遽变之迹、渗杂之象，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标志
。
”    这就是说，数千年来，中国建筑在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质”的变化，当然也就不存在有过“
质”的飞跃，始终是持续不断的“和缓”而按“顺序”的发展。
    中国建筑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显然与一贯采用木造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如梁思成先生在其《中
国建筑史》中，讲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首先就是以木料为主要构材。
他说：“世界它系建筑，多采用石料以替代其原始之结构，故仅于石面浮雕木质构材之形，以为装饰
，其主要构造法则依石料垒砌之法，产生其形制。
中国始终保持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故其形式为木造结构之直接表现。
其在结构方面之努力，则尽木材应用之能事，以制实际之需要，而同时完成其本身完美之形体④。
”    对中国建筑的发展历史与成果，人们似乎多视为禀赋优异而想当然的接受下来，但却没有作过认
真的理性思考：    为什么“世界它系建筑，多采用石料以替代其原始之木构”，惟独中国始终保持木
造结构呢?   中国建筑这种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显然与一贯采用木造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如梁思成先生
在其《中国建筑史》中，讲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首先就是以木料为主要构材。
他说：“世界它系建筑，多采用石料以替代其原始之结构，故仅于石面浮雕木质构材之形，以为装饰
，其主要构造法则依石料垒砌之法，产生其形制。
中国始终保持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故其形式为木造结构之直接表现。
其在结构方面之努力，则尽木材应用之能事，以制实际之需要，而同时完成其本身完美之形体④。
”    对中国建筑的发展历史与成果，人们似乎多视为禀赋优异而想当然的接受下来，但却没有作过认
真的理性思考：    为什么“世界它系建筑，多采用石料以替代其原始之木构”，惟独中国始终保持木
造结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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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建筑论》:中国建筑的时空统一性，就是空间与时间的融合，而与时间融合的空间，就是流动空
间。
从空间上，中西方建筑非常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西方建筑的空间是相对静止的，是包围在自然空间里
的“凝固音乐”；而中国建筑的空间则是运动的，在群体建筑组织的空间序列、层次和时间的延续之
中具有时空的统一性、广延性和无限性；是融合在自然空间中的“流动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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