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沈阳城市建筑图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沈阳城市建筑图说>>

13位ISBN编号：9787111312628

10位ISBN编号：7111312627

出版时间：2011-2

出版时间：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陈伯超 编

页数：3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沈阳城市建筑图说>>

内容概要

　　本书以图说这种直观的形式精选沈阳具有代表性的百余栋建筑加以表述，为读者提供一条了解沈
阳建筑发展的简单而清晰的脉络，使读者走近沈阳。
《沈阳城市建筑图说》以时间为顺序，以建筑作品为例证，共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部分。
通过对沈阳百余座建筑作品建设年代、位置、形式及其文化影响力等方面的介绍，向人们展示了沈阳
建筑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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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东路、中路、西路是三条近乎于平行的南北向轴线控制下的三个部分。
三部分的功能性质明确，形成各自相对独立而又有部分横向沟通的整体关系。
沈阳故宫的东路，为努尔哈赤时期形成的由一组宫殿建筑群围合而成但原先并无围墙的梯形城市广场
。
位于中轴线北端的大政殿作为主体建筑，努尔哈赤本意欲将此用作他的金銮宝殿（后因工程未竣工努
氏先亡而成为礼仪之所）。
它是一座八角重檐攒尖顶殿宇，坐落在高1.5m的须弥座台基上。
屋顶黄琉璃绿剪边，檐下是硕大有力的五踩双下昂计心造斗拱。
8个檐柱形成大殿周围的外廊，南面正门前的两颗檐柱上两条金龙蟠柱翘首扬爪，粗犷生动。
其南面的东西两侧依“八”字形排列着10座皆为歇山顶周围廊的“亭”式宫殿，称为“十王亭”或“
八旗亭”。
再南面是后来增建的一对奏乐亭。
东路的建筑布局体现了当时“分旗理政、君臣合署办公”这一特殊的政治军事体制。
后期它被皇太极主要用作举行大典的礼仪之所。
沈阳故宫的中路，是皇太极时期临朝理政和生活起居的大内宫阙。
它是沿中轴线按“前朝后寝”的格局所形成的具有满族民居风格的五进四合院建筑群。
第一进院落是在大清门之外，主要建筑与大清门隔道相望，由朝房、奏乐亭、影壁以及果楼、炭楼等
建筑组成。
文德和武功两座牌坊跨越在大清门前的沈阳路上，界定出中路东西方向的空间尺度。
大清门是沈阳故宫的正门，又是文武群臣的候朝之所。
大清门之内的第二进院落即故宫的中心，皇帝临朝的崇政殿坐落在此院正南。
它是一座五开间前后出廊的硬山式建筑，屋顶及墀头皆为琉璃作。
大殿前后有石围栏和石踏跺，正中铺二龙戏珠石雕。
殿内彻上露明造，梁架满绘彩画。
正中是平面为“凸”形威严富丽的堂陛，并置放着宝座、屏风等。
崇政殿两侧的耳房分别称为左、右翊门。
殿前有月台，月台之上东有日晷、西有嘉量，月台之北石阶下是一条通向大清门的御路。
御路东西各有5间厢楼称作飞龙阁和翔凤阁。
崇政殿后的第三进院落是联系前朝与后寝部分的过渡性院落。
东有师善斋、日华楼，西有协中斋、霞绮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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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沈阳城市建筑图说》：中国城市建筑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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