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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具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属性，虽不是纯艺术，却同样具有形式美和艺术美，而且因其体量巨大。
保存时间久远，更由于它的表现性和抽象性等艺术特性，其价值并不在纯艺术之下，且不能被代替。
中国古代建筑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在实用和形式美的背后，深蕴着精神内涵——“道”，这“道”
既是“人文”的，又是“自然”的，反映出中国人的礼乐、道德观和“天人合一”的生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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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默，1938年生，湖南衡阳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建筑艺术研究所前所长，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
主要著作：《中国建筑艺术史》（主编与主撰）、《世界建筑艺术史》丛书、《敦煌建筑研究》、《
萧默建筑艺术论集》、《建筑艺术历史与审美》、《巍巍帝都》、《天竺建筑行纪》等。
曾创办和主编《建筑意》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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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谈谈建筑艺术的特性第壹章 “非壮丽无以重威”　　——都城与宫殿第贰章 “敬大法祖”　　——
礼制建筑第叁章 “事死如生”　　——陵墓第肆章 “洪钟震响开觉悟”　　——寺观第伍章 “欲穷
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景观楼阁与塔第陆章 “虽由人作，宛白天开”　　——园林第柒章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民居第捌章 “万方乐奏有于阗”　　——少数民族建筑　藏传
佛教建筑　维吾尔族建筑　傣族建筑　侗族建筑图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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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壹章 “非壮丽无以重威”——都城与宫殿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在于强调整个社
会的长治久安、和谐与稳定，是在一种礼乐观的指导下，加强中央集权即“君权”的具体政治运作，
在建筑上的表现则是以弘扬君权的宫殿及与宫殿密切相关的都城规划为主。
　　所谓“礼乐”，即“乐统同，礼辨异”。
“辨异”就是区别等级社会中各阶级阶层的地位，建立起政治秩序，这是“礼”的职能；“统同”就
是维系民心的统一协同，承认君权的高高在上，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这就是艺术——“乐”的功用
。
中国的都城与宫殿建筑是这种观念的最好体现。
甲骨文“宫”字，是一座简单的穴居小屋的形象：在屋顶下面的两个“口”字代表天窗和门，原指所
有的房屋，秦汉以后这个字才专属于帝王，宫殿也就是帝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地方了【图1-1】。
宫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于原始社会圆形村落的中央建筑，即考古学上所称的“大房
子”，最初是用作首领居住、集会和祭祀。
从夏代起，这类建筑被一座大院围绕起来，院内有一座大殿，殿内分间，但仍然合三种功能为一体。
陕西岐山早周（时属晚商）宫殿由两进四合院组成：前面有广场，前院有一座“堂”，是集会和祭祀
的地方，后院用作居住，说明三种功能已开始分化。
西周时，功能进一步分化，与都城也加强了联系，追记西周陪都和东周都城洛邑规划制度的《考工记
》中记述到：匠人营造的王城，方形，每面九里，各开三座城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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