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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飞速发展。
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建筑学教育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建筑院系从原先的“老四校”、“老八校”发展到今天的一百多个建筑院校。
在建筑学教育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教材建设也受到各方面的普遍重视。
近年来，国家教育部提出了新世纪重点教材建设、“十五”重点教材建设等计划，国家住房与城乡建
设部也作出了相应的部署，抓紧教材建设工作。
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领导下，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与全国各出版社合作，进行
了建筑学科各类教材的选题征集和撰稿人遴选等工作。
目前由六大类数十种教材构成的教材体系业已建立，不少教材已在撰写之中。
　　众所周知，建筑学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学科。
它既是一门技术学科，同时又涉及文化、艺术、社会、历史和人文领域等诸多方面。
即使在技术领域，它也涉及许多其他相关学科，这就要求建筑系的学生知识面要十分广阔。
博览群书，增进自身修养，是成就一个优秀建筑师的必要条件。
然而，许多建筑专业学生不知道课外应该读哪些书，看哪些资料。
许多建筑学教师也深感教学参考书的匮乏。
因此，除了课内教材，课外的教学参考书就显得十分重要。
　　针对这一现象，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与天津大学出版社决定合作出版一套建
筑学教学参考丛书，供建筑院系的学生和教师参考使用。
丛书的内容覆盖建筑学的几个二级学科，即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城市规划及其理论
和建筑技术科学，同时也囊括建筑学的各相关学科，包括文化艺术和历史人文诸方面。
参考丛书的形式不限，专著、译著、资料集、评论集均可。
在这里，我们郑重地向全国的建筑院系学生和教师推荐这套建筑学教学参考丛书，它们都是对建筑设
计教学具有重要价值的参考书。
　　建筑学教学参考丛书将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
同时，我们呼吁全国的建筑学教师能关心和重视这套丛书。
希望大家积极为出版社和编审委员会出谋划策，提供选题，推荐作者，使这套丛书更加丰满，更加适
用，能为发展中国的建筑教育和中国的建筑事业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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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推荐教学参考书。
全书共13章，包括建筑学引论，建筑学本论以及建筑学史论三部分，具体内容有：建筑与建筑科学，
建筑学主体，建筑学客体，建筑学范畴，建筑性质，建筑内涵，建筑要素，建筑规律，建筑形式，建
筑学区域史，建筑学混融史，建筑学同一史，建筑学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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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这种语言是人类之间交流信息所独有的东西，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的产物，显然，人类
语言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主要标志，语言本身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类文化发展演进的进程
。
按现今语言学的角度而言，一种语言必须具备三要素，即语音（或语声）、语义（或语意）、语字（
或语符），方可称为一种真正的语言。
人类具有天然的发音功能，彼此间的交流以“声音”联系，显然不是一件难事，恐怕在未完全演进为
人类之前，就可能有之，或者说这是一种动物本能，尚不能被作为一种语言要素而论之。
人类发出声音不一定是为了彼此间的交流而传递某种信息，发音器官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发出声音的，
当然这种声音也就不带任何特定意义，而语言是以交流信息为其基本功能特征的，没有语义能说是语
言？
不过，一般同类动物之间也会发出带有一定信息意义的声音或声波来联系，这种信息意义也相当于人
类语言的“语义”，同样不能与语言要素的“语义”相提并论。
只有表达一定语音、语义的“符号”出现，这三者的合成才能说已基本上构成为一种语言，这种完全
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信息交流，为人类所特有的传递信息的媒介的语言，也成为人类文化形成的一种标
志。
由一般的“符号”出现，到逐渐演变成较有一定使用秩序的“文字”，这才真正表明人类文化发展进
入了另一个崭新的阶段——文明时期。
同时，语言的三大基本要素方完全出现，从而构成真正的人类语言。
　　总之，人类进化后的发音系统，为语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即有了发出语音的可能。
同时人类大脑神经系统进化后，也为人类的思维提供了可能，并产生了思维，而思维是语义的源泉，
离开了思维，语义是不存在的。
当人类将某种语义和语言表现为某种标记符号时，并由一定社会群体约定俗成后，成为语符或语字，
这就是人类语言产生的大致过程和与人类自身发展的因果关系。
　　作为语言本身，语义是语言的本质。
人类之间的交流或传递信息，主要是为了沟通某种思维内容或某种思想，但人类的思维内容或思想是
无形的，自身是无法传递交流的，于是转化为语言的语义.通讨语言的谀个榕体功能.语艾由相府的语
音或语字传递出去，以达到传递思维内容或思想的目的。
可见，在语言里，语义是语言的本质和目的，语音和语字则是语言的手段。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语言传播手段的语音和语字中，语音较难被留存，在人类文化初期，更是
基本上没有被留存的手段。
只有语字或语符，才较有可能被保存下来，以传达人类早期的一些思维内容或思想以至可能被记录下
来的活动情况，通过对语字或语符的考证，便可了解一些当时的语义内容。
所以，对人类早期历史内容的研究，主要还是通过语字或语符实现的。
　　语字或语符是语言形成史上最后一个出现的要素，而且语字本身形成也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发展史
。
以迄今所能发现的语字起源的遗存情况看，主要有四种基本方式：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实物记事和
图画记事。
　　结绳记事，是用绳子打结来计算日期，或记录劳动成果或物品交易，这是世界各区域人类早期最
常见的一种记事方式。
　　契刻记事，是采用木条或其他易被刻画的东西，刻上缺口或横、竖、斜线等条纹，来计数或表示
某种事件。
　　实物记事，是以现有的实物来代表某种象征意思，并以此来传递信息或记录事件的一种记事方式
。
所用实物，均为常见之物，或鸟兽、或贝壳等一般常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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