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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到《论语》上的“不知生，焉知死”，不明它的意义，后来听到农民在夜校念
到昔时贤文上的“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才悟到事物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是有所发生、有所发
展、有所消亡的。
同时，消亡了的东西，又部分地寄存在后来再生产的东西中。
不管你怎么分类，那些共通的与特殊的东西总会貌似地存在着。
 学习、研究和编写建筑史的，好像是“知死”，实际上是在“知生”。
因为“死”了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它“生”的时候那种活泼生气，而且会影响或推动人们去再生产。
这就是“知生”的必要和所以。
同时，“死”或消亡的东西，又是再生产而来的。
这消亡的东西，也会去再生产而延续下去。
这是“无古不成今”的道理。
若要“观今”之延续和再生产，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鉴古”，了解历史上的规律，吸取历史上的经验
教训，那就可保证顺利地延续下去和善于再生产。
 中国古建筑是古今都在东亚地区，由东亚人民产生的。
它是一种赏心悦目的视觉艺术和清静环境，是古代养目、养心、养身、遂生的具体表现。
它既具有几何构成又有模式表达和逻辑组成。
这是出乎今西方人意料之外的。
 这可能由于古代中原地区是得天独厚的温带地区，即所谓“华夏地区”。
同时又南有热带、亚热带地区，北有寒带地区，西北有戈壁、沙漠，东南有黄海、东海、太平洋、南
海，西南有崇山峻岭，东北有白山黑水，所谓“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地”。
不过，这里有地震，有台风，有风沙，有寒流，有大风雪，有洪水水患。
这些地理气候等因素可能是使中国古建筑长期少变的主要原因。
 另外，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艺术的发展才是促进中国占建筑从原始社会制经夏制
、殷制、周制、春秋战国制、秦制、西汉制、东汉制、三国魏蜀吴制、两晋南北朝各地制、隋唐制、
五代十国各地制、宋、辽、金制、元制到明制、清制及各地区制，这是中国古建筑主流。
这主流在历代传到四裔、四海就又成了各种与当地人民建筑相融合的风格。
 还有本土产生过儒教、道教，东汉前后有西域的西王母、南亚的佛教、西亚的波斯教、伊斯兰教、景
教、摩尼教，中国形成一个亚洲宗教汇集之地。
特别是儒教、佛教的影响最为深远、广泛。
不过，这些影响似乎只影响到人的精神，而很少如同欧洲基督教、天主教之教堂建筑受影响之大，及
南亚受伊斯兰教影响之大。
也就是说，外来宗教建筑传到中国来，到后来都中国化了。
 还有内战、外患之多，也促进了建筑材料、施工、建筑政策的发展，特别随着火攻、水攻战术的发展
，建筑又受到多次破坏、烧失、拆迁重建之灾难，但较之西欧各国之迄今分裂，我国幸而早在秦代就
形成全国统一，汉代也长期统。
以后，虽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唐又告统一。
此后，又有五代、十国、宋、辽、金、曲夏的分裂，但到元、明、清又告统一。
这里要注意的是中国在历史上虽有分裂但建筑上的风格仍属统一。
 由上面各种条件而论，我国是以汉族为主，各民族共同肜成的建筑历史，是一件光辉的成就。
而这，是经过与自然斗争即与寒暑风雪、地震台风、大沙暴、大洪水、大寒流做斗争，同时又要与内
战外患中之火攻、水攻战术进攻的社会灾害做斗争，再加上科学技术、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
上的斗争，终于还足完成了本东亚地区的天文、地理、气象气候，山、河、湖、海等所应发生的建筑
内容和其相应的形式和形式中的精神。
 今允稣先生于编完《李研山书画集》后于1975年根据其建筑设计经验，从设计角度来著述一本探讨中
国古典建筑的设汁理论的书，名之日《华夏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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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新体裁、新方法的著作。
现在有这本著作出现，我看足会达到那种从设计角度要求学以致用的目的的了。
本书最可贵之处，是在用现代建筑的观点和理论分析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问题，并希望能够较为系统地
全血地解决对中国古典建筑的认识和评价问题。
允鉌先生在本书中尽量引用中外古今有关文献著述以供讨论。
同时他希望表达自己对建筑设计多年来积累的意见和体会，并对前人的有关著述中某些问题做出了一
些讨论或提出不同论点，来请读者予以指正。
这是符合百家争鸣的。
本书又对中国古建筑术语作了注释，也会方便读者去阅读占籍；又特为读者做出提要，列于页边，这
在题目章节分明外又添一提要，是方便人们去查阅的。
本书插图丰富，排版醒目，足一本图文并茂的著作。
特此推荐。
 中国位于亚洲东南部，七地辽阔，历史悠久，建筑遗产极为丰富。
数千年来，中国建筑随着社会发展与建筑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在城镇规划、平面布局、建筑类型、
艺术处理以及构造、装修、家具、色彩等方面，久已树立一套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理论与缜密完整的
营造方法，从而形成东方建筑的一大体系，在世界建筑史中占有灿烂辉煌之一页。
如北京的故宫、天坛，山西应县的木塔，江南的园林⋯⋯既属中华民族优秀建筑遗产，亦为世界建筑
文化艺术宝库的珍品。
 有关介绍中国古典建筑特征及其光辉成就的书籍，近年出版问世者尚不多，且往往偏重于营造及历史
文献考据。
而建筑师拿君允鉌所著《华夏意匠》，则是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古代建筑优秀遗产的知识性书籍。
著者从建筑设计角度出发，对中国古典建筑的分类、设计原理与营造方法诸方面，均一了，以较全面
介绍，并运用中外建筑对比方法进行分析，阐述其相互影响与渊源异同，立论有据，图文并茂，并有
提示标题附于正文之侧，新颖醒目，对研究和热爱中华古典建筑的广大读者而言，李君新著乃一部有
益之参考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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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允鉌，祖籍广东，出身书香世家，其父李研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岭南画家、书法家和诗人
，被誉为“山水画大师”。
李允鉌在其父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便打下了扎实的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文化基础。
1953年李允鉌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学系。
他曾先后在沈阳、北京、香港、曼谷、新加坡、广州等地从事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及室内设计工作。
　　李允鉌先生多年潜心研究中国建筑设计传统，长期实地考察东西方建筑，览中外建筑经典。
他借鉴西方建筑设计理论方法，继承中国古代古籍的论著体裁，以现代建筑科技的观点和语汇对中国
传统建筑进行全面阐述和分析，验证了中国自古便存在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建筑和规划理论，其中许
多设计思想及技法属中国独有或首创，在世界都居于领先地位；进而充分肯定了中国古典建筑设计理
念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结晶，也是世界建筑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华夏意匠》总结了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对中国古典建筑文化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驳斥了少
数西方人傲慢、狭隘的版面学术观点，批评了某些中国“学者”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西化倾向，字里行
间不时流露出一位学者对祖国的拳拳热爱之情和对优秀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华夏意匠》涉及的学术范围非常广泛，除了直接相关的艺术和科技之外，还包括了历史、哲学
、文学、政治、宗教等学科。
它的内容意涵深邃，语言亲切隽永，堪称中国建筑文化领域中的“传世之作”。
对于建筑师、设计师、美术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专业人以及从事一般文化艺术活动或爱好中国
文化艺术的人士，它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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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李允鉌出身书香世家，其父李研山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岭南画家、书法家和诗人，被誉为
“山水画大师”。
李允鉌在其父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便打下了扎实的中国传统艺术与传统文化基础。
五十年代李允鉌自华南工学院建筑系毕业，他先后在沈阳、北京、香港、曼谷、新加坡等地从事建筑
设计、城市设计及室内设计工作；同时还对建筑理论，尤其是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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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第一章 基本问题的讨论  中国·传统·建筑  中国文化和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和西方建筑  木结构
发展的历史原因  建筑的思想和政策  影响形制的特殊因素第二章 总释  中国的文字和建筑  名词和术语
的变迁  建筑物的类型和名称  “门堂之制”及其他  台观的发展和意向第三章 分类概述  建筑物的性格
和分类         住宅和房屋功能的演变  宫殿和宫城  礼制建筑  佛寺·浮屠及其他  商业建筑的集中和分散  
古代为科技及工业服务的建筑物第四章 平面  建筑平面的构成  单座建筑的平面  建筑群平面  典型的平
面制式  布局的组织和程序的安排第五章 立面  建筑立面的构图  立面构图的组织和展开  台基  屋身  屋
顶第六章 结构与构造  结构·构造的设计  结构原则的演变  材料的选择和标准的制定  构件的形制  屋面
的构造和屋面的曲线第七章 主要构件的形制  柱和柱础  斗拱  雀替·驼峰和隔峰  栏杆  槛框和隔扇第八
章 色彩·装饰及“内檐装修”  色彩的由来  装饰和彩画  天花和藻井  门窗  隔断第九章 园林建筑  设计
思想和意念  历史的基础  构图的原则  园的构成元素  “园群”的组织第十章 房屋以外的建筑物  非房屋
建筑  城墙和城楼  桥及“桥屋”  陵堂与墓室第十一章 城市规划  古代的城市和规则  都城的盛衰和兴亡
 城市形状的产生和变迁  城市的内容和组织  道路网和城市的布局第十二章 设计·施工·研究和著述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家  古代的建筑设计工作  古代的建筑施工工作  古代有关建筑的研究和著述  近代有
关中国古典建筑的研究和著述  发展的终结和传统的断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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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华夏”指的是古代的中国，“意匠”可作建筑的设计意念，《华夏意匠》意即“古代中国的建
筑设计意念”。
用这样的一个书名好像比较“简而雅”，可惜就是不那么通俗。
　　这是一本意欲用现代建筑的观点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古典建筑设计问题的书。
论述这一类专题要涉及的学术范围非常之广，除了直接相关的艺术和科技之外，无论历史、哲学、文
学、政治、宗教等等也无一不与之有关，因此下起笔来就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较为浓厚的学术意味。
　　笔者并不打算令这本书成为一本极为严肃的、枯燥的、语言无味的学究式之作，相反地力求取材
和行文都能够生动活泼一些，尽量注意使它能够引起阅读的兴趣。
为了方便更多人容易阅读，较为偏僻、少见的名词和术语都做出详细的解释或者注释，相信它同时也
可能成为一本文化和技术基础知识的传播性读物。
　　全书的内容当然能够给那些意欲模仿中国传统形式的设计者们提供足够的参考资料和设计论据，
不过更主要的目的却是希望能够较为系统和全面地解决对中国古典建筑的认识和评价问题，由此达到
建立一个较为合乎实际、恰如其分的价值观念。
在这个意义和目的上，就是设想它将会负起一定的历史文化任务。
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的意愿，借此而自我鼓励去完成这一件颇不容易完成的工作而已。
其实，限于笔者的学识和能力，眼高手低在所难免，它绝不会真的成为那么成功的作品。
　　虽然，本书大量地引用中外古今有关的文献和著述，但是，它绝不只是一本“述而不作”的东西
，其实它的精神和重点还是放在一个“论”字上。
坦白地说，写作本书另一动机就是希望同时表达自己对建筑设计多年来积累的意见和体会。
本着“独立思考”的精神，书中也对中外著名的学者如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李约瑟、伊东忠太
等人有关的著述当中的某些问题都做出了一些讨论，或者提出不同的论点。
当然，在这许许多多的大胆地畅抒己见当中肯定存在着不少的错误或者偏见，不当之处希望高明人士
能不吝指正。
　　两位审阅过原稿的建筑师都提出过这样的意见：它应成为一本建筑师或美术设计师都应存有的工
具书，以便碰到有关问题时可以随时查阅。
于是，为了方便查阅，特地在内文之外添加了“提要”。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就一直盼望能看到一本较为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中国古典建筑的著作，而且
心里老是觉得总会有人正在为此事而努力。
当然，写这样的一本书，当时自己是想也不敢想的，只是预计教过我“中国建筑”这门课程的梁思成
教授、龙庆忠教授等专家迟早会出版这一类的著述。
1957年，刘致平教授编著了一本《中国建筑类型及结构》，可算属于这一类的书籍，但是似乎并不是
自己想像中的那一个类型。
　　时问一下子就过去了二三十年，中国近代的建筑著述并不如预想中那么丰富。
不知何故，我常常会想起或者可以以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看到自己所盼望看到的作品的愿望。
　　1957年，我在欧洲参观了不少著名的西方古典建筑物，虽然它们大部分早在书本中熟悉，相见之
下仍然还有另一番感受。
回来之后曾以比较东西方建筑作为话题，写了一些游记在《广角镜》上面发表。
也许是出于一时的兴奋，与该刊编辑部工作人员交谈时，我提及有过写一本有关中国古典建筑问题的
书之设想，不料竟然得到他们的赞同和支持。
他们不但让我将其资料室可供参考的书籍都搬回去，而且时相询问。
于是“一时戏言”就成了“骑虎难下”之势。
　　平心而论，假如没有他们的督促和鼓励，这本书稿相信是不可能完成的。
此外，取得一些专业人士的协助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陈洪业建筑师供给我历年收藏得来的中外有关
中国建筑的图籍，其中且包括了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的出版物，今日来说就是十分难得和珍贵的资料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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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家潘业先生给我提供了他数十年来珍藏的有关中国建筑的史料和典籍，因而很快就使我手上的
参考资料达到近乎完善的地步。
假如没有他们提供的珍贵资料，这本书即使能够写成，内容肯定也会是十分苍白的。
　　开始的时候，应该使用什么体裁问题使我伤透了脑筋，想了又想，写了又写，在摸索的过程中真
不知浪费了几许笔墨和纸张。
几个月过去了，结果还是难于下笔，其后，终于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得到了启发。
为了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和文风，我首先将他的原著第四卷第三分册房屋工程部分小心地译成了中文①
，做完了这项工作之后似乎由此而得到了一种突破，体裁问题似觉已经迎刃而解，思想好像突然开朗
起来，结果这样才可以振笔直书下去。
　　1976年的夏天，初稿终于完成了。
当稿什交给出版社捉意见的时候，自己很快就将它令盘否定，因为愈看愈觉得错误百出，无一是处，
结果在秋天之后又重新从、大至尾改写了‘次。
这一改写却把原来的规模扩大了，从十多万字变成了三十万字，也许是经过初稿写作之后，对要论及
的问题有了更多的见解和体会。
重写的工作量虽然较大，但是写起来就不像最初那样难于下笔，到了1977年的春天便冉次脱稿。
接着的工作就是大量绘制和选择插图，一本完善的建筑著作中的插图肯定应该占较人的比重。
　　奉来计划可在1978年出书，因为广泛地征求有关学者、专家们的意见后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订，
原定的计划就推迟了。
“版向”的印刷设计本来已经做好了，因为添加便于查阅的“提要”¨义非重新来一次不可。
幸而这是一本没有时间限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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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华夏意匠》涉及的学术范围非常广泛，除了直接相关的艺术和科技之外，还包括了历史、哲学
、文学、政治、宗教等学科。
它的内容意涵深邃，语言亲切隽永，堪称中国建筑文化领域中的“传世之作”。
对于建筑师、设计师、美术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专业人士以及从事一般文化艺术活动或爱好中
国文化艺术的人士，他都是一本不可多得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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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认识现代科技的观点和建筑艺术语言对中国传统建筑
进行全面的阐述和分析。
全书重点在总结中国古典建筑的设计原理和法则，并指出他们和现代建筑之间的关系。
此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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