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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杰出的建筑史学家陈明达（1914-1997年）先生的遗着《（营造法式）辞解》即
将出版了，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顼新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是事关古代建筑遗产保
护的一件大事——它直接为研究和保护早期木结构建筑提供了权威性的技术参照。
书稿的整理者向我介绍了这项工作的基本情况，并邀请我作一篇序言，盛情难却，我谨作为这一领域
的晚辈学人和一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写几点感言，聊以代序。
    陈明达先生是我一向钦敬的学者，也是我们国家文物局的老前辈、老专家，对国家文物局的工作曾
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
20世纪初，在已故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的主持下，国家文物局（当时稻为中央文化
部文物局）曾先后聘请过许多知名学者任职，如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任局博物馆处处长、书画鉴定
专家张珩先生任文物处副处长，而谢元璐（考古学家，教授）、傅忠谟（古籍版本和古器物研究专家
，研究员）、罗福颐（古文字学家，教授）、徐邦达（书画鉴定家，研究馆员）、陈明达（建筑史学
家，研究员）等知名学者则被聘任为局业务秘书，发挥各自的专长，为文物局的工作献计献策。
在此时期，陈明达先生曾在统筹安排古建筑普查、决策国家重要文物修缮工程项目（如赵州桥大修、
永乐宫搬迢工程等）、建立古建筑保护技术档案、拟定文物保护法规以及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尤其值得后人钦敬的是，肋年代初，鉴于文物局各项专业工作已逐步走向正轨，陈明达等专家主动将
他们的工作移交给更年轻的同志，  自愿离开政府机关，转入教学或研究机构，精心治学。
这样的选择，表现了他们淡泊名利、勤奋、笃实的学者风范，也给人以启示：我们事业的发展需要多
方面的人才各尽所能、和衷共济，既要有专业人士参与社会工作和行政工作，也要有学者心无旁骛地
固守书斋、潜心于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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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明达（1914-1997）湖南祁阳人，1932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始为绘图员，后升为研究生、助理
研究员、副研究员。
师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先生，重点致力于全国古建筑、石窟寺类文物的研究与保护工作。
1949年以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工程师，文物出版社编审，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
研究所研究员。

　　陈明达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
他长期从事古代建筑遣构的调查工作，并以实物测绘、文献考证和理论分析三者的结合为研究基础，
通过《营造法式》的专题研究，重点探索古代建筑设计规律，阐发古代建筑的科学性，在这一领域做
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其主要著述有《应县木塔》、《巩县石窟寺》、《大木作制度研究》、《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
和《蓟县独乐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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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首先是识读陈先生的手稿，按照原文的意图，对词条的编排顺序、用字以及标点逐一加以整理
，录入计算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原稿尚是初稿，词条及释文钩改涂抹更换次序乃至改变页数之处不在少数。
同时，词条排序、用字、标点等格式亦时有微差。
比如，原稿在词条排序方面，总的来说是依照梁思成先生撰写的《清代营造辞解》体例：将词条以首
字等画数为序排列，笔画数相同的以所属部首先后为次，首字相同的再以次字笔画为序，其余以此类
推。
于是，我们本着这一原则，对个别次序与之不相符合的地方进行了调整。
另外，在用字方面，陈先生原稿基本为常用繁体字，来自《营造法式》的字词写法则多准仿宋的陶本
，即陈先生晚年研究的工作用本。
本着这一原则，我们将其间偶尔使用的简化字改为繁体字，并对手稿中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如砖、
坞）加以统一。
这部分工作除了比对陶本外，也参考了其它几种版本的《营造法式》C92，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图书馆藏张蓉镜抄本（张本）以及新近影印出版的故宫本《营造法式》，特别是中华书局影印
的南宋刊本《营造法式》残卷，是确定字形时的重要依据。
最后校对统稿阶段还参考了北宋时期影响较大的两部韵书《广韵净和《集韵》的宋刊本。
另外，考虑到《辞解净涉及的词语尤其是各个词条其中有很多字对于非专业的读者而言可能显得生疏
，因此，为了阅读时的顺畅以及进一步查阅其它辞书的方便，我们特地给每个词条加注了汉语拼音，
供读者参考。
具体的读音基本上依照《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遇到多音字或异体字等情况，则结合字词
的含义，根据我们的理解选定了一种读音。
确定读音虽然总的看来操作比较简单，即依照《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即可，但若具体到每
个音的确定，又涉及到不少问题，情况往往非常复杂，需要做专门的深入研究；而且字的音义关系甚
为密切，而除了读音之外，字形也有类似的复杂情况，同时还要考虑版本刻印传抄的因素，也就更增
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
关于读音和字形，此前学界已经都有过一些讨论，限于篇幅，这裹仅依文字在原书中是否有音注，分
两种情况各举一例大概说明一下我们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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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辞解》：封面底图采自南宋刻本《营造法式》，左上方是陈明达先生签名，书脊及扉页题名集南宋
刻本《营造法式》及南宋刻本《孟子注疏解经》。
正文笔画数上下栏图案摹自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北宋崇间《敕赐阁主》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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