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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古代建筑源远流长，从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到西安的半坡村遗址，可以考证的实物已可上溯
至7000年前。
当然，战国以前，建筑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漫长岁月，秦汉以降，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家的统一，
经济实力的提升，建筑的技术和规模与时俱进，建筑艺术水平也显著提高。
及至盛唐、明清的千余年间，建筑发展高峰迭起，建筑类型异彩纷呈，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制作，从构
造做法到用料色调，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之林，独放异彩，独树一帜。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除了文字典籍和出土文物，最能震撼民族心灵的是建筑。
今天的炎黄子孙伫立景山之巅，眺望金光灿烂雄伟壮丽的紫禁城，谁不产生民族自豪之情！
晚霞初起，凝视护城河边的故宫角楼，谁不感叹先人的巧夺天工。
　　珍爱建筑就是珍爱历史，珍爱文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从成立之日起，即把整理出版中国传统建筑、弘扬中华文明作为自己重要的职责
之一。
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梁思成、刘敦桢、童高、刘致平等先生的众多专著。
改革开放之初，本着抢救古代建筑的初衷，在杨俊社长主持下，制订了中国古建筑学术专著的出版规
划。
虽然财力有限，仍拨专款20万元，组织建筑院校师生实地测绘，邀请专家撰文，从而陆续推出或编就
了《中国古建筑》、《承德古建筑》、《中国园林艺术》、《曲阜孔庙建筑》、《普陀山古建筑》以
及《颐和园》等大型学术画册和5卷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
前三部著作1984年首先在香港推出，引起轰动；《中国园林艺术》还出版了英、法、德文版，其中单
是德文版一次印刷即达40000册，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这些著作既有专文论述，又配有大量测绘线图和彩色图片，对于弘扬、保存和维护国之瑰宝具有极为
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诚然，这些图书学术性较强，主要为专业人士所用。
　　1989年3月，在深圳举行的第一届对外合作出版洽谈会上，我看到台湾翻译出版的一套《世界建筑
全集》。
洋洋10卷主要介绍西方古代建筑。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却只有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三五幅图片，是中国没有融入世界，还是作者
不了解中国？
作为炎黄子孙，别是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此时此刻，我不由得萌生了出版一套中国古代建筑全集的设想。
但如此巨大的工程，必有充足财力支撑，并须保证相当的发行数量方可降低投资风险。
既是合作出版洽谈会，何不找台湾同业携手完成呢？
这一创意立即得到《世界建筑全集》中文版的出版者——台湾光复书局的响应。
几经商榷，合作方案敲定：我方组织专家编撰、摄影，台方提供10万美元和照相设备，1992年推出台
湾版。
1989年11月合作出版的签约典礼在北京举行。
为了在保证质量的同时，按期完成任务，我们决定以本社作者为主完成本书。
一是便于指挥调度，二是锻炼队伍，三能留住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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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始终为追求食、衣、住、行的满足而努力，居所的安定无疑更是其他三者的保障，因而发展
成民间住宅的形式在中国这片广大的土地上，或因民族的不同，或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产生各种不
同类型的民居形式，形成圆楼窑洞四合院等特殊建筑文化，在世界各国的建筑形式中独树一帜。
本书沿华北、华中、华南、西部地方等地区，介绍各地特有的民居形式，如四合院、窑洞、浙皖民居
、红砖建筑、干阑式建筑、石板房、吊脚楼等，展现中国艺术与民间住宅结合所呈现的美感，并由此
了解中国民居的意蕴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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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为弘扬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不惮繁杂，潜心调研、摄影
、编纂，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国古建筑大系》。
全书共分10册：①宫殿建筑、②帝王陵寝建筑、③皇家苑囿建筑、④文人园林建筑、⑤民间住宅建筑
、⑥佛教建筑、⑦道教建筑、⑧伊斯兰建筑、⑨礼制建筑、⑩城池与防御建筑。
这部巨著，集中国古建筑大全于一书，不但内容精当、图片精致，而且印装精美，值得每位中国古建
筑的研究者与爱好者珍藏。
本书曾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特别奖。
"中国古建筑之美"为此套煌煌巨著的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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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形成一种古代关于择居、营居的学问。
风水观念显得深沉而凝重。
加之汉武帝时推崇儒术、罢黜百家，在住宅的立面、布局上非常注意整体的秩序礼仪制度。
建筑开始被多方限制，住宅没有战国以前那样形式灵活、平面多样了。
汉族房屋制度，如前堂后寝、左右对称、主房高大、院落组织等，从汉代至今，无多大变化。
　　汉代的住宅建筑形式不仅有文献记载可考，而且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如画像石、画像砖、明器陶
屋、明器青铜房屋等提供了形象资料，可以了解得更加具体。
　　汉代最常用的住宅单位，尤其是西汉，即是所谓“一堂二内”的制度，也是一般平民所最喜用的
制度。
“内”之大小是一丈见方。
后世所谓“内人”即是内中之人的意思，亦即是家庭主妇的别称。
堂的大小等于二内，所以宅平面是方形的，近于田字。
这种双开间的宅制在汉明器、祠堂、崖墓上是非常多的。
　　汉代规模较小的住宅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屋门开在房屋一面的当中或偏在一边。
房屋的构造除少数用承重墙结构外，大多数采用木构架结构。
墙壁用夯土筑造。
窗的形式有方形、横长方形、圆形等多种。
屋顶多采用悬山式或囤顶。
规模稍大一点的住宅，无论平房或楼房都以墙垣构成一个院落。
　　汉代楼居的风气很盛，是与后世住宅大不相同的地方伶天西南、东南一带仍多有楼居的，不过北
方多为平房）。
楼居的盛行显然是将干阑式建筑的下段略为提高作堂室之用，而人们仍居楼上。
这是很经济的办法。
但是北方天寒风大，木楼房不甚适用，所以以后渐渐减少。
至于干阑式建筑在汉代仍然是很多的。
如“席地而坐”即是由于干阑式构造产生的习惯。
近来在广州亦有干阑式明器出土，可以证明汉代干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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