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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彩色国学馆》丛书，以人文的视角、故事体文本、精致的图片，一改过去生硬乏味的叙述方式，将
博大精深的学术文化转为轻松愉悦的普及读本，不追求完整全面，只追求要点常识，不追求专业深奥
，只追求好读易懂，让您怀着轻松的心情，用最短的时间领略中国文化引人入胜的独特魅力。
    中国建筑一直保有其原始、纯朴的精神，是没有理论的人本建筑，它忠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中
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建筑》精心挑选近200座里程碑式的建筑，除了展现其技术及艺术的魅力之外，还从不同侧面讲
述了建筑史上的时代变迁和文化内涵，清晰呈现出中国建筑的发展脉络，在技术，艺术、历史、文化
的交互对照中，描绘出中国建筑博大而精致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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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文思，毕业于辽宁工业大学外语外贸系，进修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先后在电子、人物、财经、旅游等杂志社任职记者编辑，个人写作尤以人文、旅游、建筑为主，《以
欧式的技法演绎蝴蝶的爱情》《漫画大师梨园客》《才子佳人离恨歌》等作品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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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原始社会及夏商周1穴居与巢居：人类最初的居所筑在树上的房屋《庄子·盗跖篇》载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昼拾椽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日有巢氏之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数十万年前的上古时代，禽兽遍布山林大地，人类为了防御野兽的攻击，在树
上筑巢以保安全。
人们白天采集食物，晚上居住在树巢上，所以那时的人类又被称做有巢氏的子民。
为什么要称为“巢氏之民”？
这是因为发明巢居的人被称作有巢氏（或大巢氏），有巢与燧入伏羲同为改写中国古代历史的智者，
被后世奉作圣人。
有巢是个聪明且善于观察肯动脑筋的人，在他生活的南方，气候潮湿、土质松软，多山地密林，那里
不适合穴居，人类苦于野兽和风雨的侵袭无处躲避。
有一天，有巢边走边看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树，一只鸟儿从他头顶盘旋几下落在树枝上的鸟巢里，他停
下脚步，反反复复看着鸟巢，冒起一个大胆的设想：“鸟儿能在树上筑巢，我们为什么不能？
”于是他开始试验，在一株大树的枝干上搭建树屋，借树干为桩，借树枝为梁，再用柔韧的树条绳索
绑扎出屋顶骨架和楼板，再盖上茅草。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改进，树巢既能遮挡风雨又安全舒适，夜晚住在树屋里再也不用担心野兽的出没
，有巢把搭建树屋的技艺传授给大家，巢居很快成为南方人类普遍居住的房屋，发明者被尊称为有巢
氏，“上古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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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建筑》：彩色国学馆：500个知识要点，精挑细选，让您清晰掌握文化精义。
150个精彩故事，人性解读，与您分享文化的趣味。
200幅珍贵图片，丝丝入扣，向您呈现历史的见证。
文化可以好看，学习可以通俗，文字可以感性，图片可以亲切宫殿皇陵气势恢弘，事台桥塔浑然天成
，水乡古镇风格各异，南北民居异彩纷呈，情、趣、神，轻、秀、雅，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空间想象
力的体现，更是中国人艺术智慧的象征。
《中国建筑》以历史年代为线索，完美表现中国的风貌特征，让我们在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中，轻快
地领略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建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