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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
”　　——（宋）晏几道《鹧鸪天·十里楼台倚翠微》　　北宋大词人晏几道用细腻、清新的笔端向
我们勾勒出翠色掩映下建筑与环境交互相映的场景，笔者每每读到此句，总会忍不住感叹先人建造技
艺的纯熟，对翠微掩映下的古建筑更是心思神往。
　　从最早出现、仅为休憩之用的“山洞”“茅茨土阶”到后来技艺高超、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
我国古建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形式风格上，始终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
，不失为体系完整，特色鲜明。
在笔者研究古建筑六十多年中，常辗转各地考察，其间接触到的众多古建筑可谓是异彩纷呈，美不胜
收，更切身感受到中国古建筑几千年来始终如一的风格魅力之所在。
　　为飨读者，特以“十里楼台”为契机，将《古塔实录》《古建筑的重生》《古建筑的符号》三本
书收录其中，期望读者能以时间为轴，沿着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步伐，跟随笔者一起怀古思源，探寻
古建筑的发展历程，领略其独有的神韵风貌，感受“十里楼台倚翠微”的情境交融。
　　任何一座建筑除了砖瓦木石，更重要的意义是蕴涵着人们的思想、情感。
其建筑式样、装饰和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使每一座建筑除了作为一种工程技术的组合体外，更包含着
技术、艺术与意识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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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了我国史前至明清时期经典的古建筑作为建筑符号，叙述了我国古建筑在发展过程中，
结构、风格和艺术上的一脉相承及完整的建筑体系。
一座建筑不但是工程技术的组合体，也是建筑艺术的综合产物。
本书对建筑学师生、古建筑爱好者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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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驭寰
　　吉林省舒兰县人，1951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国内外著名古建筑专家。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建筑历史研究室工作，深受梁思成先生严谨治学的风格熏陶。
先后调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继续从事古建筑的
研究工作。
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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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门阙内是神道，神道乃我国帝陵中特有的形制，其主要特点设以门阙、牌楼、牌坊、华表、石像
生等建筑小品，整齐地排列在墓区轴线的中间和两侧，起到引导空间，烘托主体建筑，加强肃穆气氛
的作用。
进入乾陵的神道，可以从正面眺望到陵区的全景。
远处南二峰上的两阙，在北峰深色背景的衬托之下，显出空间的层次。
同时，北峰又在前者的对比之下，比自身更显得高耸。
　　南峰上的东西二阙，是乾陵的第二道门，与其前的华表、翼马、朱雀、石人、石马等石雕艺术品
，共同组成陵前的建筑环境，同地宫上的天然山峰——北峰，形成强烈的空间对比。
高耸的山峰和严谨对称的建筑及雕塑，给人以威严、庄重的压抑感，这正体现了唐室对皇帝先妣“文
治武功”的至尊至崇和神灵般的顶礼膜拜。
自然和人工的巧妙结合，使乾陵这种纪念性效果，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石像生为陵的第三道门。
此处也曾设有门阙，门内左右排列着当时臣服于唐朝的外域君主和使臣的六十一尊石像。
从遗址情况看，这些石像当初都有建筑围护。
这组建筑和雕像结束了神道的空间，前面的朱雀门是陵园空间的开始，门外有守灵的石狮。
　　《长安图志》中记载，乾陵四周原有内外双重城垣，南北设朱雀、玄武，东西设青龙、白虎四座
门。
门内曾有献殿、廊庑、楼阁等建筑多处，现多已损毁，这种以人工的城垣环绕天然山峰的作法，是唐
陵的又一大特色。
　　陵园城中是梁山的北峰，这种地宫居中的布局，与城市中宫殿居中的形制相同。
唐代帝王陵寝大都遭到盗掘，唯有乾陵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现在找出的墓道，系由宽厚的石条砌成，长63.1米，宽3.9米；石条之间用铁栓，并灌以铅铁加固。
如此坚固的墓道，在皇陵中是不多见的。
开放地官，一览这座神秘地下宫殿的真面目，正受到举世的瞩目。
　　立于陵前的石刻雕塑艺术，对乾陵完整的布局起了重要作用。
这些艺术品集中反映出唐代高超的造型艺术水平。
　　华表位于神道第二道门以内的中轴线左右，八菱形，高8米，直径1.12米。
华表乃我国古代大型宫殿、陵墓前特有的纪念性石柱。
柱身常雕有动植物图案，上部往往还横插浮云雕花状的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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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考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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