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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中国古代建筑、近代中国建筑、现代中国建筑三部分，每一部分除对发展概况进行综述外，重
点对城市建设与各类型的建筑作了分章论述。
其中古代建筑部分所占分量较重，内容较系统、全面，对木构建筑特征和清式建筑做法也辟有专章介
绍；近现代建筑部分则着重于建筑发展的概括论述和典型实例的分析，使读者对近、现代中国建筑的
发展有一个完整而具体的了解。
为了使读者获得更丰富而形象的相关信息，本书还配有光盘，收录古代建筑重要实例的彩色照片约千
幅。
    本书除供高等学校建筑学、城市规划专业作教材外，也可供考古、风景园林、旅游、工艺美术、舞
美等专业人员及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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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古代建筑发展概况　　我国古代建筑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
，其中封建社会是形成我国古典建筑的主要阶段。
　　原始社会，建筑的发展是极缓慢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从艰难地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
，逐步地掌握了营建地面房屋的技术，创造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了最基本的居住和公共活动要求
。
在奴隶社会里，大量奴隶劳动和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建筑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宏伟的都城、宫殿、
宗庙、陵墓等建筑。
这时，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已初步形成，但前期在技术上和艺术上仍未脱离原始状态，后
期出现了瓦屋彩绘的豪华宫殿。
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建筑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体系，不论在城市规划、建筑群
、园林、民居等方面，还是在建筑空间处理、建筑艺术与材料结构的和谐统一、设计方法、施工技术
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创造与贡献。
直至今天，许多方面仍可为我们在建筑创作中提供有益的借鉴。
　　1.1　原始社会建筑（六七千年前-公元前21世纪）　　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住所是天然的岩
洞。
旧石器时代，原始人居住的岩洞在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发现
，可见天然洞穴是当时用作住所的一种较普遍的方式。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曾记载有巢居的传说，如《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
，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孟子·滕文公》：“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
”因此有人推测，巢居也可能是地势低洼潮湿而多虫蛇的地区采用过的一种原始居住方式。
地势高元地区则营造穴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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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建筑史》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分中国古代建筑、近代中国建筑、现代中国建筑三部分，共十九章，主要介绍了古代建筑发展概
况，宗教建筑，古代木构建筑的特征与详部演变，近代建筑制度、建筑教育与建筑设计机构，现代建
筑作品与建筑思潮等内容。
为了使读者获得更丰富而形象的相关信息，《中国建筑史》还配有光盘，收录古代建筑重要实例的彩
色照片约千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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