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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名为《中国建筑美学》，实际上中国建筑美学的涉及面很广，这里只是尽力把握住主干，从四个
方面展开论述：　  一是综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体——木构架体系。
概述中国古代建筑为何以木构架建筑为主干，分析其历史渊源和发展推力。
提出了“综合推力说”，论证了自然力、材料力与社会力、心理力的多因子合力作用和不同时期、不
同类型建筑中，强因子的转移、变化。
扼要论述了木构架建筑体系所呈现的若干重要的特性。
    二是阐释中国建筑的构成形态和审美意匠。
在单体建筑层次，探讨了中国建筑的“基本型”，揭示了官式建筑区分“正式”与“杂式”-的深刻意
义。
从“下分”台基、“中分”屋身和“上分”屋顶，对单体建筑的三大组成部分展开了构成形态、构成
机制和审美意匠、审美机制的分析。
在建筑组群层次，阐述了庭院式布局的缘由、作用和潜能。
将庭院单元从功能性质上区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和十种交叉类型，分析了庭院单元的构成特点和组群总
体的构成机制。
并对庭院式组群的空间特色和审美意匠作了较细致的论析。
　  三是论述中国建筑所反映的理性精神。
针对“理”的两种含义所构成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理性”，分别阐述了中国建筑的“伦理”理性精神
和“物理”理性精神。
前者主要分析在“礼”的制约下，中国建筑所呈现的突出礼制性建筑、强调建筑等级制和恪守“先王
之制”，束缚创新意识的现象。
后者主要论析中国建筑重视“以物为法”，在环境意识上强调因地制宜，在建筑构筑上注重因材致用
，在设计意匠上体现因势利导的“贵因顺势”传统。
　　四是专论中国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独特的美学问题——建筑意境。
借鉴接受美学的理论，阐释了建筑意象和建筑意境的涵义。
概述了建筑意境的三种构景方式和山水意象在中国建筑意境构成中的强因子作用。
把建筑意境客体视为“召唤结构”，区分了意境构成中存在的“实境”与“虚境”和“实景”与“虚
景”的两个层次的“虚实”，试图揭示出一直被认为颇为玄虚的建筑意境的生成机制。
并从艺术接受的角度分析“鉴赏指引”的重要作用，论述中国建筑所呈现的“文学与建筑焊接”的独
特现象，展述了中国建筑成功地运用“诗文指引”、“题名指引”、“题对指引”来拓宽意境蕴涵，
触发接受者对意境的鉴赏敏感和领悟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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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建筑的主体——木构架体系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古代中国建筑和古代埃及建筑、古代西亚建筑、古代印度建筑、古代爱琴海建筑、古代美洲建筑，并
列为世界古老建筑的六大组成。
中国古代建筑的主体——木构架建筑体系，在汉代已经基本形成，到唐代已达到成熟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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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气温、湿度、雨量、地形和地表土层差别悬殊，地方性的建筑材料资源
也大不相同，加上众多民族的不同生产特点和生活习俗的影响，使得中国古代建筑，除了占主体地位
的木构架体系之外，还并存着干阑、井干、窑洞、土楼、碉房等多种其他建筑体系。
而遍布于广大国土的木构架体系建筑自身，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基本构筑形态的共同性基础上，也带
有地域性、民族性的许多差异。
这样，中国古代建筑既存在着木构架体系与其他建筑体系之间并存、共处、相互渗透的“多元一体”
现象，也存在着木构架体系内部统一的构筑形态与不同的地方特色熔于一炉的“多元一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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