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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木构架建筑体系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体，在世界建筑史上，是一支历史悠久、体系独特、分布地
域广阔、遗产十分丰富，并且延绵不断，一直持续发展，完整地经历了古代全过程的重要建筑体系。
这一体系，从前期的土木相结合，到后期的砖木相结合，一直延承着以木构架为主体结构，以木作技
术为主要工种的构筑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建筑的工艺技术，不仅是历史积淀的古老技术，也是仍在应用的鲜活技术。
这是因为：清王朝的终结，只是结束了皇家系统的宫殿、坛庙、苑囿、陵寝的建筑史，并没有结束木
构架建筑的活动史。
在中国近代时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和“二元结构”的经济制约下，广大的农村、集镇和大
多数的中小城市，从民居、祠堂到店铺、客栈等一整套乡土建筑，仍然延续着古老的旧建筑体系。
各地留存至今的民居，大多数都是鸦片战争后建造的，有的甚至是1949年以后建造的。
木构架建筑技术在许多民间建筑中一直沿用到近代，以至于现代。
而像北京四合院那样在明清时期已从京畿的地域性转化为官式的正统性，上升为规范程式的建筑，它
在近代的继续建造，就不仅仅是乡土建筑的延承，更是意味着北方官式建筑活动的延续。
这些建造于近现代时期的乡土建筑、官式建筑，可以说是中国古老建筑体系的活化石，它直观地展现
出传统建筑技术超长期的生命力。
　　中国木构架建筑比起西方古代的石构、砖构、天然混凝土构的建筑来，整体耐久性要差得多。
这就使得木构架建筑的维修、翻建、重建的频率很高。
遗存至今的古建筑，特别是大数量的明清建筑，构成了庞大的维修工作量。
这些建筑具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在发展旅游业的背景下，作为旅游资源还具
有极重要的经济价值。
无论是从古旧建筑修缮，还是历史文物保护的角度，都离不开传统的工艺技术。
历史建筑、文物建筑存在多久，古建维护、古建修缮工作就得伴随多久，古建工艺技术就会相应地延
用多久。
如果说，随着传统乡土建筑被现代新乡土建筑所取代而终究会摆脱传统工艺技术的话，那么，基于古
建筑修缮、重建所不可或缺的传统工艺技术却是永无止境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建技术有它独特的持续性、延传性，有它持久的鲜活性、实用性。
它形成了一个行业，也形成了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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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马炳坚在多年从事古建筑研究、设计、施工的技术积累和总结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的表
达方法总结我国古代传统木作营造技术的一部著作。
主要内容包括：传统木构建筑的种类、构造、权衡尺度、设计方法、传统工艺技术和营造施工技术、
明清木构建筑的区别、仿木构建筑的设计与施工等等。
在内容的编排上，本书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首先介绍古建筑的名称、部位、通则，进而介绍各种木构建筑的构造方式、构架功能，直
至制作安装的具体技术问题，各部分内容都附有详细的插图和权衡尺寸表，用起来十分方便。
本书对古建筑文物保护、修缮、仿古建筑设计有直接指导作用，对建筑史、建筑技术史的研究，古建
筑教学、技术人才培训亦有直接指导和重要参考作用。

本书适于古建、园林设计施工单位、文物保护研究单位的广大技术干部、技术工人、研究人员、大专
院校建筑系师生、舞台美术工作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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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炳坚，1947年生，高级工程师，从事中国古建筑施工、设计、研究、教学、办刊三十年，业绩显赫
，著述颇丰。
1983年与同仁共同发起创办《古建国林技术》杂志，并在其中担任重要工作，为继承、弘扬中华传统
建筑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所设计的古建园林工程遍布国内外，深爱各界人士的好评。
其代表著作《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被海内外学者誉为“近代对中国古建筑最有分量的书”，并
多次获奖。
现为北京市第二房屋修建工程公司古建筑研究咨询部主任，并兼任《古建国林技术》杂志编委会委员
、常务副主编，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学术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常务理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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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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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欢迎、支持和鼓励，数年之中重印
四次，台湾还出版了繁体字本，这使我很受鼓舞。
　　为报答广大读者的厚爱，在第四次重印之后，我即产生了将此书修订再版的念头。
一则是在将近十年的使用过程中，陆续发现了一些小毛病需要纠正；二则是本书初版时，内容有所欠
缺，需要进行补充；三则是十年之间，祖国的古建筑文物保护及民族建筑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必
要补写一新　内容。
因此，经与出版社协商决定再版。
　　但始料不及的是，由于本人工作的某些变动，近年来格外繁忙，即使节假日也摆脱不了琐事缠身
，几乎没有时问坐下来进行修订工作，于是，此书的修订即成了旷日持久的马拉松之战。
从2000年至2002年，一直拖延了将近两年时间，致使市场销售断档，许多读者寻书无门。
在此特向广大热心读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值得庆幸的是，本书再版得到了尊敬的老前辈老号家罗哲文教授、郑孝燮教授的热情鼓励，二老
的题词祝贺，使本书大为增色，加上初版时单老的题词，本书得到了三位最权威的老专家的全力支持
，实为荣幸之至。
本书再版，还得到了博士生导师、著名建筑专家侯幼彬教授的热情帮助，他撰写的第二版序言对本书
做出了高度评价。
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再版还得到了科学出版社有关领导及本书责编姚平录编审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本所同仁相炳
哲、肖东、唐婧持、梁雅卿、李琳等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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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适于古建、园林设计施工单位、文物保护研究单位的广大技术干部、技
术工人、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建筑系师生、舞台美术工作者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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