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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都通史：民国时期》是记录从古至今成都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文明演进历程的大型通史著作
，涵盖成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旨在揭示成都城市文明的基本
发展轨迹和主要特点，突出成都城市文明的闪光点，为成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养料
，为成都发展的科学决策提供来自历史深处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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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民国时期成都公共空间的发展，不仅使传统城市公共空间的娱乐服务功能进一步强
化，更使公共空间叠加了社会教育、政治动员等多种功能。
从各种社会组织的聚会到公众集会，从社会公益活动到政治组织的民间动员，公共空间逐渐具有了社
会教化和社会政治动员等其他功能。
随着公共空间的功能从社会日常生活领域渗透到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其对于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推动作
用也越发明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成都公共空间的发展具有了现代化的意义。
 三、城市建筑的变化 自清末至民国年间，受城市发展以及战后重建等因素影响，成都先后修建了包
括民居在内的大量房屋建筑，这些建筑主要继承和延续了清代以来的传统建筑模式和建筑风格，其建
筑的结构主要采用木构架结构，多以传统的手法布局，建筑则多就地取材。
 民国时期，从清代继承下来的传统建筑主要分为宫殿衙署、庙宇宫观、会馆、民居房屋等几个大类。
其中，较著名的建筑有皇城的城门楼、明远楼、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文殊院、大慈寺、青羊
宫、昭觉寺、鼓楼街清真寺等。
这些建筑大都于明清时期所建，普遍采用木构架体系（仅少数为砖木结构），而以抬梁式结构为主（
一般民居大都是穿斗木结构），即用立柱和横梁组成构架，以数层重叠的梁架，逐层缩小，逐级加高
，直到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
各层梁头上和脊瓜柱上承托檩条，在檩条问密排椽子，构成屋架，上盖琉璃瓦、筒瓦或青瓦。
由于建筑物的全部重量由构架承受，墙壁只起维护和隔断作用，因此开设门窗或分隔室内空间皆有着
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满足不同的用途和要求。
成都的这些传统公共建筑的风格为庄严典雅、朴实无华，屋面基本上不采用琉璃瓦，一般为青瓦粉灰
筒形埂，瓦当设有沟滴，其檐口构件如坊、檩、吊柱、柱顶斜撑、月梁、托脚、花牙子、挂落等装饰
，多为石雕或木雕，一般无彩画。
雕工有浮雕、透雕和镂雕等多种形式，纹样则有草木、花卉、动物、几何纹样等；墙体则多灰色、白
褐色；梁柱多涂黑色、褐色。
整个建筑给人以古朴轩昂、淡雅清丽的感觉。
 清末至民国年间，成都先后修建了大量的房屋建筑，尤其以民间建筑为主。
这些建筑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古代建筑的木构架结构，多采用了传统的布局手法，多就地取材。
成都传统建筑的平面布置按传统习惯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再以
庭园为单位，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群。
建筑在布局手法上多采用均衡对称方式，以纵轴为主，横轴为辅。
庭园布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纵轴线上先配置主要建筑，再于主要建筑两侧和对面布置若干座
次要建筑，组合成封闭性空间，称为四合院。
另一种庭院布局称为“廊院”制，即在纵轴上建造主要建筑和次要建筑，于庭院左右两侧用回廊将若
干单座建筑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格局，即称为“廊院”。
此外，有的巨大建筑群则以重重院落相套，向纵深方向发展，横向则配置门道、走廊、围墙等建筑，
分隔成若干互相联系的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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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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