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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史(第26辑)》反映了近年来关于建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一部具有学术代表性的重要文
献，对于建筑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等工作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城市
规划和建筑设计人员吸取历史经验、从事设计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建筑史(第26辑)》既可作
为建筑历史专业工作者的研究资料和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的历史理论教材，又可作为读者了解建筑演
化与城市变迁的实用指南。
　　《建筑史》原名《建筑史论文集》，是中国国内第部专门发表建筑史研究论文的学术丛书，由清
华大学创办于1964年，《建筑史(第26辑)》为第26辑。
　　本辑共收入论文16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建筑、古典园林、传统工程技术、建筑美学、建筑史学
史、建筑教学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
　　王贵祥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审美刍议》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历代文献中所反映的建
筑审美观念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对其审美思想作出新的总结，《中国传统佛道建筑中扩大前部礼拜
空间形式初探》通过对中国古代佛道建筑及其礼拜仪式演变历程的考察，对其前部礼拜空间的扩大和
强化形式作出探讨，《交河故城西北佛寺复原研究》、《从壁画中看高句丽斗棋的特点》、《忍冬纹
饰在高句丽建筑装饰中的应用初探》、《西藏吉祥多门塔地域性特征研究》等论文分别针对新疆、东
北、西藏地区的建筑遗存展开研究，《北京先农坛太岁殿、拜殿大木丈尺初探》在精密测量的基础上
，对先农坛殿宇的建筑空间与构件的尺度数据进行分析，获得了一些新的见解：《从现存图文档案看
故宫毓庆宫内檐装修》利用清代的营造档案进行分析，揭示了故宫毓庆宫中“迷宫”式的室内格局的
具体特征，《聚集到分散：浅析村出现前后的居住形态与聚落特征》、《龙脊十三寨的村口研究》二
文通过不同的视角分别对古代村落形态进行研究，《岭南名园雁山园的研究与修复构想》、《长春园
狮子林与苏州狮子林》二文则对岭南园林实例和清代皇家园林的写仿案例进行了新的探讨，《当前国
内外建筑院校设计》《建造课程的比较》收集整理了国内外著名建筑院校的设计／建造课程实例，并
作了细致的对比研究，张杰先生的论文通过文献梳理，对中国古代堪舆术的历史发展及其设计内涵进
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提出新的评价，马炳坚先生的文章结合作者本人多年的实践经验，针对近年
来我国文物古建筑保护领域若干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张帆先生的论文以新的视角对建筑史学家
王璧文先生的早期著作《中国建筑》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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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全园的绿化配置，除保留石山上的天然植被和名木古树外，主要结合功能分区和造景组景需要，
采用本地树种，有成片种植的，也有重点点缀的。
如李林、竹林、梅林、桂花林、桃林，多为结合功能分区，组织园林空间而布置的，同时其本身也是
该景区突出的植物景观和绿化配置的主要特点。
　　另外，在方竹山上种方竹，桃源洞前植桃花、丹桂亭旁栽丹桂，桂花厅旁种有各种桂花，红豆院
内重点突出红豆树等。
这里有的是以景点或建筑名称命题，加以重点点染，使之名副其实而有意加强突出而配置的，有的则
是以植物配置的实际艺术效果而命名的。
涵通楼前后是重点点缀的地区，集中配置了牡丹、墨兰、白玉兰、素心兰、金边兰、方竹、紫竹、金
嵌玉竹等奇花异草。
　　适地种树也是该园植物配置的成功之处。
如在园的东北部墙边地形低洼的地区成片种植竹子，在湖塘溪边配置柳树、乌桕，这都是符合植物生
态习性的，并获得较好的绿化效果。
　　雁山园有各种奇花异卉和天然植被，种类丰富，林茂花繁，鸟语花香，把园内装点得分外妖娆。
它不仅有石灰岩石山特有的植物群落，还有大量人工栽培的名贵花木品种，尤其以方竹、红豆树、丹
桂、绿萼梅最为珍贵突出，人们赞誉为“雁山四宝”，它与李林、竹林、梅林、桂花林、桃林合称的
“五林”，是整个雁山园林植物配置艺术的重要特点和标志。
　　桂林以自然山水闻名于世，有大量著名的自然景观与景点，少历史深厚的人工园林景观。
雁山园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是桂林历史上古典园林中至今尚存的唯一，其占地规模大，造园艺术
造诣高，尚保存少量建筑，山水洞石古木保留较为完整，是研究桂林文化历史，尤其是园林发展史和
地方特点的重要实物，分外珍贵。
　　与广东的岭南四大名园（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佛山梁园）相比，雁山园有自
己独有的特色：首先，园内有真实的自然山水。
中国传统的私家园林大都为模拟自然的人造景观，“虽由人作，宛白天开”。
雁山园巧妙地利用园内的自然山水，采用成熟的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展显出“真山真水”和田
园风光之美；其次，广东清末与外国通商，受外来文化的特点，其园林建筑的风格和样式糅合了一些
西式建筑的影响。
桂林地处岭南北部，相对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而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深，因此雁山园的建筑风格受
地方民居的影响较大，但建筑在全园来说面积比较小，布局与环境紧密结合，自由活泼，没有形成中
轴线和院落感。
中国的私家园林代表了民间建筑的最高艺术成就，由于地域环境和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不同，使雁山园
形成了它在岭南园林中独树一帜的风格；第三，其占地规模很大（约15公顷），目前地形完整。
因此，保护、创新恢复和建设雁山园，恢复其在岭南园林中应有的影响力，对于发展旅游、保存历史
文物、继承历史文化和发展丰富桂林风景城市文化，均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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