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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分支。
　　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个性，有其必然性。
以建筑材料而论，中国古代建筑的木结构与西方建筑所采用的砖石结构相比，在维持建筑使用寿命上
并不占任何优势，相对脆弱的木梁架、门窗、柱子都经不起长时间的风吹雨淋，但恰恰是这种充满柔
性的木结构，造就了中国古代建筑独特的造型和丰富的形式。
　　城市、宫殿、坛庙、陵墓、寺观、石窟、佛塔、衙署、园林、王府、民居等，是从功能性质上对
中国古代建筑作出的分类；先秦建筑、两汉建筑、魏晋南北朝建筑、隋唐建筑、宋辽金建筑、元代建
筑、明清建筑等，是从时间上对中国古代建筑加以区分；木结构建筑、砖结构建筑、石结构建筑、土
结构建筑等，是在建筑材料上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区分；从汉族建筑、藏族建筑、蒙古族建筑、朝鲜
族建筑、维吾尔族建筑等不同民族建筑形式的划分上，又可以看出浓厚的民族性与地域性。
丰富的建筑形式是中国古代建筑鲜明个性的表现之一。
　　中国古代建筑不以单体取胜，而是以群体取胜。
民居建筑如此，宫殿建筑如此，寺观坛庙建筑如此，园林建筑亦是如此。
以各种不同的空间组合表现秩序之美，这是中国古代建筑鲜明个性的表现之二。
　　建筑形式是与文化相契合的，文化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但又通过一些物质载体有所体现。
任何形式的建筑都表达着一种象征意念，代表着一种社会精神。
博大宏阔的宫殿建筑体现的是封建社会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威严；庄严肃穆的寺庙建筑象征着佛国
世界的神圣不可侵犯；朴素厚道的民间住宅所营造的宁静亲近氛围，正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心理反应；
而精致灵动的园林建筑是最具观赏性和艺术感染力的，它所追求的是诗情画意般的意境。
用建筑实体诠释不同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这是中国古代建筑鲜明个性的表现之三。
　　中国古代建筑对色彩极为重视。
在建筑中施以不同的色彩，除了可以起到保护建筑内部结构的作用之外，体现礼制等级的作用似乎更
为重要。
这与西方建筑对色彩的理解运用截然相反。
西方建筑注重材料的运用，在18、19世纪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中大量使用石材，并通过保持材质原
色呈现出淳朴典雅的建筑风格。
这种石材结构没有给建筑带来多少悦目的视觉效果，却把砖石结构建筑的生命周期相对于同时期其他
材料的建筑延长了许多。
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出现，色彩才成为建筑师们比较关注的话题。
红、黄、绿等明快亮丽的色彩被成片成片地用在建筑的内外，以醒目夺人的建筑色彩冲击着人们的视
觉，把人们从硝烟弥漫的战争中拉回到美好的世界，重新唤醒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
与西方建筑不同的是，几千年以来，红、黄、绿一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导色调，但它与热爱生活、
珍惜生命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表征。
　　中国古代建筑在色彩、装饰上体现出绚烂的一面，尤其是宫殿建筑，热情奔放的红色、充满活力
的绿色、尊贵庄严的黄色等明快的色彩被应用到建筑的屋顶、门窗、柱栏甚至檐架上，使整座建筑五
彩缤纷、艳丽异常，构成了一幅青绿山水画。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建筑能够像中国古代的皇家建筑那样，把色彩运用得如此丰富而生动、完
美而和谐，达到了一种极致的绚烂。
　　中国古代建筑也十分重视构架之美，斗拱形象及其功能的演变即是其中一例。
最初的斗拱是用来承托梁头、枋头以及外檐出檐重量的结构件，它的尺度较大，而且层数也随着屋檐
的出挑加大而增多，这样就在檐下形成了层层叠叠、繁缛复杂的结构形式，呈现出一种整齐而错综的
美，使其在承重的同时也具有了装饰的功能。
明清时期建筑结构的发展更加成熟，梁架较大，斗拱作为支撑结构的功能性大大减弱。
此时斗拱的尺度相对变小，成为檐下一种象征建筑等级的装饰符号，清式斗拱在方形坐斗上层叠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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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方形小斗和弓形的小拱，如团团云朵，表现出一种参差的秩序美。
　　中国古代建筑复杂多变的形式并不容易被普通人所理解。
于是我采用了图解的形式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初步探究，譬如我尝试用分解图的形式来解释宋代的举折
、生起、侧脚，解释清代的举架，还用分步骤图示来说明木构廊桥的建造经过等。
这样，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与之相配应的手绘图、照片等，从而使建筑物的形象更为
明晰，有助于加强读者对建筑实体的感官印象。
　　本书有近20万字的文字量，并配以300多幅手绘图、照片等，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这本《中
国建筑史》在普及中国古建筑知识的基础上，还能够再深入一些。
　　王其钧　　2011年6月于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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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在其美观独特的造型下，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

　　《中国建筑史》是一本普及版的中国古建筑史全书。
全书以历史年代为主要编写脉络，介绍了中国古建筑中城市、宫殿、坛庙、陵墓、寺观、石窟、佛塔
、园林等不同建筑类型，并从建筑材料、建筑构造等方面加以说明，力求全面生动地再现中国古建筑
的灿烂辉煌。
全书设计精美、图文并茂、信息丰富，便于查阅，兼顾专业研究者与大众读者的多种需求，适合建筑
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建筑师及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人士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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