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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梁思成先生，在他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
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
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言，尤须重“见”。
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
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周礼·考工》《阿房宫赋》《两都》《两京》以至《洛阳伽
蓝记》等等，固记载详尽，然吾侪所得，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耳。
明清学者，虽有较专门之著述，如萧氏《元故宫遗录》，及类书中宫室建置之辑录，然亦不过无数殿
宇名称，修广尺寸，及“东西南北”等字，以标示其位置，盖皆“闻”之属也。
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犹熟诵《史记》“隆准而龙颜，关须髯；左
股有七十二黑子”，遇刘邦于途，而不之识也．。
 先生反复强调了“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言，尤须重‘见’。
”因此在他编写本书时，每举一建筑实例必配有照片。
这在当时1944的印刷条件来讲，要出版一本附有如此大量图片的书是很困难的。
直至1949年以后图片的印刷也还是提高图书成本的一大因素。
所以在第一次出版梁思成文集时“建筑史”中的插图因种种原因比原稿中略少了一些。
 这次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再版此书，我考虑到先生在编写此书时的初衷，又根据先生过去讲课时所出示
的图片，对本书的插图做了一些必要的补充。
补充的原则是依建筑年代的古老及毁坏的情况而定。
总的来说古代的多些，明·清时期的少些或不补。
但如北京的城墙牌楼等已毁的也尽量加以补充。
再有一些建筑物本身虽尚完好，但环境变化很大，如北京天坛，蓟县独乐寺等也补充了一些鸟瞰及远
眺图。
 本书是先生的重要遗著，因此补充的图片也尽量用当年先生所拍摄的图片，尽管这批图片经过水残质
量已大不如前了。
总之我想做的仅仅是尽我的能力去完成先生当年想做的工作，我相信先生在天之灵会微笑的。
 林洙 2005．1．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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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39年起担任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的梁思成，从42年开始着手编写中国建筑史
，两年后完成。
这是我国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善、系统的中国建筑史，它的完成也实现了梁先生从20年
代留美学习时就立下的夙愿———“《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
当时就读于宾大建筑系的梁思成，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
国的建筑史。
唯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
而日本学术界的许多知名学者也已着手研究中国建筑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中国建筑史》一书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完成的，它无疑也是当时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历史
产物。
　　民族的自大与自卑，皆源自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
无知必然导致盲目，而盲目反过来又闭塞了人们了解本国历史的视听，从而进一步滋生无知。
因此，只有对本民族的过去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产生深沉的民族自尊和自
强。
而建筑作为历史文化的记录和见证，忠实地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
研究建筑的发展史，无疑可以明白无误地触摸到民族历史的脉搏。
《中国建筑史》正是通过客观深刻的分析和阐述，使国人得以了解自己民族的过去，从而避免盲目的
自卑或无端的自大，并塑造出坚实深厚的民族自尊。
　　客观的分析和阐述，源自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
梁思成不愧是“第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者”，他对中国建筑有着十分独到的理
解和认识。
梁先生生动地将构件、装饰和建筑单体称作建筑上的“词汇”，对应地将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
工处理、以及建筑单体之间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称为建筑上的“文法”。
为了钻研这种“词汇”、“文法”体系，梁思成以曾在清宫营造过的老工匠为师，以清工部《工程做
法则例》为课本，以北京故宫为研究标本，同时对照大量现存实物，先将清代建筑营造方法及其则例
弄通；在此基础上，将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文法课本”互相比较，再
通过实测宋、辽、金实物，互相印证。
并以此为基础，由近及远，研究宋以前的古代建筑。
　　《中国建筑史》一书的总体安排即体现了梁先生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指导思想：第一章绪论部
分首先总括地阐明中国建筑的特征，使读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优劣之
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
”继而提出建筑史分期，以便讲解，随后即转向中国古代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宋《营造法
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
在此，梁先生对这两部术书作了一番简要的分析与介绍，同时肯定了它们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地位
，并表明“以下各篇所有术语及比较研究之标准，胥以此两书为准绳焉”。
自第二章始，按绪论的分期逐代阐述中国古建筑“词汇”、“文法”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从而将一部
古代建筑艺术的“鸿篇巨作”历史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建筑史》一书处处体现出粱先生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研究方法。
针对每一具体的历史时期，先将文献上该阶段的建筑活动表述于前，并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背
景简要地穿插其中。
这样既有利于读者的整体把握，又为后继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接下来便是对此一时期现存实物的逐一剖析，描述生动，文字精要。
在实例研究中颇多联系比较，其中既有同一时期建筑的横向联系，以表明此阶段建筑型制的共同特征
；又有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比较，从而体现出建筑“词汇”、“文法”的发展演变。
在实例分析之后，水到渠成地总结出该时期建筑的特征及与其他时期的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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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这一代建筑工作者，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中，以自己的热情和才华义无反顾地投
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摸索着中国建筑文化的出路。
清醒、真实地了解民族的历史与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本民族建筑文化，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心中的历史
课题。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努力，使《中国建筑史》在世纪之交再次面世。
同时，此书的出版也向新一代建筑工作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置身在这个特殊时刻的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去解答这样一份问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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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思成（1901～1972）现代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
广东新会人。
著有《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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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西洋各国在文艺复兴以后，对于建筑早已超出中古匠人不自觉的创造阶段。
他们研究建筑历史及理论，作为建筑艺术的基础。
各国创立实地调查学院，他们颁发研究建筑的旅行奖金，他们有美术馆博物院的设备，又保护历史性
的建筑物任人参观，派专家负责整理修葺。
所以西洋近代建筑创造，同他们其它艺术，如雕刻，绘画，音乐或文学，并无二致，都是结合理解与
经验，而加以新的理想，作新的表现的。
    我国今后新表现的趋势又若何呢?    艺术创造不能完全脱离以往的传统基础而独立。
这在注重画学的中国应该用不着解释。
能发挥新创都是受过传统熏陶的。
即使突然接受一种崭新的形式，根据外来思想的影响，也仍然能表现本国精神。
如南北朝的佛教雕刻，或唐宋的寺塔，都起源于印度，非中国本有的观念，但结果仍以中国风格造成
成熟的中国特有艺术，驰名世界。
艺术的进境是基于丰富的遗产上，今后的中国建筑自亦不能例外。
    无疑的将来中国将大量采用西洋现代建筑材料与技术。
如何发扬光大我民族建筑技艺之特点，在以往都是无名匠师不自觉的贡献，今后却要成近代建筑师的
责任了。
如何接受新科学的材料方法而仍能表现中国特有的作风及意义，老树上发出新枝，则真是问题了。
    欧姜建筑以前有"古典"及"派别"的约束．现在因科学结构。
又成新的姿态，但它们都是西洋系统的嫡裔。
这种种建筑同各国多数城市环境毫不抵触。
大量移植到中国来，在旧式城市中本来是过分唐突，今后又是否让其喧宾夺主，使所有中国城市都不
留旧观?这问题可以设法解决，亦可以逃避。
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
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
。
    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
痛心的。
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致于消灭的现象。
四十年来，几个通商大埠，如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曾不断地模仿欧美次等商业城市，实在是反映着
外国人经济侵略时期。
大部分建设本是属于租界里外国人的，中国市民只随声附和而已。
这种建筑当然不含有丝毫中国复兴精神之迹象。
    今后为适应科学动向，我们在建筑上虽仍同样的必需采用西洋方法，但一切为自觉的建设。
由有学识，有专门技术的建筑师，担任指导，则在科学结构上有若干属于艺术范围的处置必有一种特
殊的表现。
为着中国精神的复兴，他们会作美感同智力参合的努力。
这种创造的火炬已曾在抗战前燃起，所谓"宫殿式"新建筑就是一例。
P4-5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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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中国建筑既有延续了两千年的一种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一个艺术系统，许多建筑物便是我们文
化的表现，艺术的大宗遗产。
    已有科学技术的建筑师增加了末国的学识及趣味；他们的创造力量自然会在不自觉中雄厚起来；这
便是研究中国建筑的最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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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建筑史》一书处处体现出粱先生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研究方法。
针对每一具体的历史时期，先将文献上该阶段的建筑活动表述于前，并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背
景简要地穿插其中。
这样既有利于读者的整体把握，又为后继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接下来便是对此一时期现存实物的逐一剖析，描述生动，文字精要。
在实例研究中颇多联系比较，其中既有同一时期建筑的横向联系，以表明此阶段建筑型制的共同特征
；又有不同历史阶段的纵向比较，从而体现出建筑“词汇”、“文法”的发展演变。
在实例分析之后，水到渠成地总结出该时期建筑的特征及与其他时期的传承关系。
　　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这一代建筑工作者，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中，以自己的热情和才华义无反顾地投
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摸索着中国建筑文化的出路。
清醒、真实地了解民族的历史与创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本民族建筑文化，始终是萦绕在他们心中的历史
课题。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努力，使《中国建筑史》在世纪之交再次面世。
同时，此书的出版也向新一代建筑工作者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置身在这个特殊时刻的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去解答这样一份问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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