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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
多学科普及读物。
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
二批近50种将在2004年内出齐。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
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
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
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
）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
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
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
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
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
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
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
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
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
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
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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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作者在北大开授中国传统建筑通选课的讲义而成，该课程在北大很受欢迎，是历年来最为学
生喜爱的课程之一。
     本书与通常讲述中国传统建筑的著作相比，突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人文特质，尤其注重思考在当下
西方建筑观念和建筑设计占据强势的情况下，如何挖掘和发展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精华。
     与此同时，作者也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各种类型，宫殿、园林、佛塔、桥梁等，并配有大
量插图，与精湛的文字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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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拥，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著名建筑师。
1984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后长期从事传统建筑的研究与实践，参与主持泉州开元寺、新
加坡双林寺等名刹的修缮工程，也是最早研究闽南建筑、客家土楼及中国虹桥的学者之一。
调入北京大学之后，一直进行传统建筑保存和复兴的实验，倡导将古代中国的“卑宫室”思想与当代
全球的生态理念熔于一炉，探索南北通融、东西交流宏观视野下的古代建筑思想史。
出版有介绍北大校园建筑的《藏山蕴海——北大建筑与园林》。
目前担任国家项目《清史·图录》的建筑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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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终极意义上说，全世界都不能不为她们感到悲哀，各国人都应当从中汲取教训。
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叙事，但是概而言之，首先可以从“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着眼。
我们认为，“文化多元化”与“生物多样化”有着相同的合理性，正如“生物”来源于“自然”那样
，产生“文化”的温床也是“自然”。
因为“文化”的创造者是“人”，而“入”不过是自然中的“高级生物”之一。
若将“文化”的源头追溯到开始于300万年前的“第四纪”，我们就会明了，在研究“生物”的自然学
科与研究“文化”的人文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
在第四纪，北半球的高山出现大规模的冰川活动。
冰川的扩进和退缩，形成了寒冷的冰期和温暖的间冰期，两者的多次交替导致海平面的大幅度升降、
气候带的转移和动植物的迁徙或绝灭等事件，这些都对早期人类的体质、文化及居住范围发生过极大
的影响。
因此，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成果便成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必不可少的依据。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战争中的多次惨败，中国人开始沉痛的反省。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新文化运动，大体皆为终告失败的慷慨悲歌。
在泪眼迷离之中，曾国藩、李鸿章说，中国的器物不如人；康有为、梁启超说，中国的制度不如人；
胡适之说得最彻底，要承认我们万事不如人，我们科技不如人，文学不如人，建筑不如人，身体不如
人，我们什么都不如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死心踏地地去向别人学习。
从如此深刻的反省开始，中国经过长期的全盘西化，直到20世纪末的自我殖民。
今天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上俨然成为世界『生的巨头。
但是中华民族是否已经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
中国是否真的已经从整体文化上堪称世界强国？
事实未必那么乐观！
在国土安全不受侵犯、国民生计不再担忧之后，民族信心的重建也许是当前最为紧迫的工作，民族精
神的树立才是一个国家自立自强的基本保证。
杨叔子教授说得太对了：人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会一打就垮；没
有人文精神、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不打自垮。
邻居印度的前车之鉴，似乎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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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50年代初，建筑系尚跻身于北京大学的院系之一，当年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先生
，曾在北大兼职并主讲有关中国传统建筑的课程。
据他自己回忆，课堂上常见二十位左右学生，但经询问，注册选课者竟无一人。
那时，各种破旧立新的大规模运动蓄势待发，北京古城墙以及大量古建筑行将不保，热爱传统文化的
梁先生自己也将不免痛遭批判。
时隔半个世纪，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升温，当年教室里的窘境已经不再。
从2002年始，“中国传统建筑”被列入北大通选课之一，且得到学校教务部的资助。
迄至2007年夏，已经开设六次，每次选课学生在200名上下。
作为主讲教9币，深感庆幸之余，我常暗自勉励，不能辜负这个时代，不能辱没北京大学的神圣讲坛
。
根据教务部的安排，“中国传统建筑”属于历史类而非工程或艺术类的通选课，著者为此深感欣慰。
在著者心中，工程或艺术往往着眼于一时之需，历史才是人类长期经验和终极智慧的结晶，同时毫无
疑问，有关历史的任何阐释实际上都与当代发生的现实关联紧密。
作为通选课的参考教材，本书早该于三年前交稿付印，但因著者学术的积淀浅薄以及其他工作的掣滞
，导致笔耕中的踌躇反复，拖沓再三。
最终还是在四位研究生的协助下，勉力完成。
他们是：黄晓、杨兆凯、曹伟、张帅。
在此必须向这四人表示感谢，没有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拙稿尚不知何时才能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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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回眸中国历史，我们也许看不见多少“伟大的建筑”，但却绝不能轻率抛
弃深藏于内的建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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