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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大地，山川锦绣，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自秦汉以来直至明清，跨越了数千年的历史，遗留下许多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古代建筑作为人们生息繁衍的空间“容器”，其朴实的艺术、合理的结构、精细的做工，最能体现古
老的中华风情。
中华古建筑的内涵博大精深，式样繁多，蕴涵了许多能工巧匠和先贤圣哲的奇思妙想，其艺术和精神
财富是无可估量的。
古人在建造房屋时喜欢选择自然环境优美之处，风景或温婉，或雄奇，均自然天成。
古人偏好自然，顺理成章地选择在风景独善之地兴场立宅。
顺应天然，不拘泥于形式，建筑格局自由飘逸，体现自然与人文融合的关系，古人于此中生息，自然
也就形成一派宽容大度，悠哉游哉的个性。
而古建筑在我们现代人的眼里是一种神秘而又让人猜不透的古老艺术，当我们漫步在古建筑之间，确
实会有许多奇妙的想象在脑海里游荡，在那种交通和机械设备都很落后的年代里，人们是怎样完成这
些不可想象的工程的？
同时，人们也对古建筑的艺术创作、制作工艺、结构部件的作用，充满着一种神秘的感觉。
但不论是用哪种眼光来看，古建筑给人的感觉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让人仿佛回到了古老而宁静的乡
村和远古的时代；在此游览，真的是有“流连忘返”之意。
但就古建筑本身来讲，它的设计思想、艺术创作、制作技术，布局及外型确实会让人产生对古老历史
的追忆，对它的欣赏和研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但对现代人来讲，古建筑的实用价值跟现代建筑就无法相比了。
现有一种观点就是不喜欢这些“破旧的东西”，但大多数人是喜欢怀旧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在享受现代化的同时，又开始留恋返璞归真的东西，似乎又把古建筑这些“破
旧的东西”给想起来了。
想到古镇去欣赏一下古建筑；回忆一下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的场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品尝一下农家
菜，感受一下古老的田园风光。
　　人们思维的转变，给拥有古建筑的村子带来了滚滚的财源和显赫的名声。
然而，兴起对古建筑旅游大开发的热潮又在另一个方面给古建筑带来不确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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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研究古建筑，首先应当了解这些不同形式的建筑的不同构造，了解每种构造都是由哪些构件
组成的，它们在整体结构中起着什么作用。
《解读中国古代建筑》用图文的形式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基本形式、基本框架结构、建筑构架组合方式
、营造技术、各种古建筑的起源、主体建筑的工艺和技术，在建造房屋时选择自然环境及严格的建筑
格局、建筑法规，以及对人类的作用。
适用于建筑专业及相关从业人员、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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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悬山建筑的基本形式　　一、悬山建筑的特征和主要形式　　悬山建筑形式最早见于汉代
画像石及明器中，多见于民间建筑。
建筑屋面有前后两坡，而且两山屋面悬出于山墙或山面屋架之外的建筑，称为悬山（亦称挑山）建筑
。
悬山建筑梢间的檩木不是包砌在山墙之内，而是挑出山墙之外，挑出的部分称为“出梢”，这是它区
别于硬山建筑的主要之处。
以建筑外型及屋面做法划分，悬山建筑可分为大屋脊悬山和卷棚悬山两种。
大屋脊悬山前后屋面相交处有一条正脊，将屋面截然分为两坡，常见者有五檩悬山、七檩悬山以及五
檩中柱式悬山、七檩中柱式悬山。
卷棚悬山背部置双檩，屋面无正背，前后两坡屋面在背部形成过陇脊，常见者有四檩卷棚、六檩卷棚
和八檩卷棚等。
还有一种将两种悬山结合起来，勾连搭接，称为一殿一卷，这种形式也常用于垂花门等。
　　二、悬山建筑的构造特点及部分功能　　从建筑物的柱网部分分布以及正身梁架的构造看，悬山
建筑与硬山建筑并无多少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山面檩木的变化。
硬山建筑山面檩木完全包砌在山墙内，悬山建筑山面檩木则挑出于山墙外。
　　悬山檩木悬挑出梢，使屋面向两侧延伸，在山面形成出檐，这个出檐有防止雨水侵袭墙身的作用
，这是悬山建筑区别于硬山建筑的地方。
但檩木出梢也带来了山面木构架暴露在外的缺点，这对于建筑外形的美观和木构架端头的防腐蚀都是
不利的。
为解决这个矛盾，古人在挑出檩木端头外面用一块木板挡起来，使暴露的檩木得到掩盖和保护，这块
木板叫“博缝板”，博缝板的尺度是与檩或椽子尺寸成比例的。
清代《工部做法则例》规定博缝板厚为0.71椽径，宽6～7椽径（或二椽径），随屋面举折做成弯曲的
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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