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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黎明前的泰姬陵，那完全被白色大理石覆盖的建筑，令人难以置信是这个世界的；来自沙·贾汗国王
曾经被幽禁过的安哥拉城的眺望也令人百感交集；坐在吴哥窟山顶，望着渐落的夕阳感到风光无限。
我也曾几度登上过巨大的曼陀罗的婆罗浮图寺，每次攀登都顺时针地漫步环视那述说着佛陀生涯和教
义的浮雕，将浮雕中描绘的建筑无一遗漏地收入相机，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土间式的建筑。
伊斯法罕的伊玛姆清真寺，其精美的几何学令人叹为观止；星期五清真寺无数的小圆顶，其创意感人
至深；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简洁、素朴但是强有力的空间，原本是基督教的教堂后转用为清真寺；
而多次增建的伊斯兰建筑的杰作科尔瓦多清真寺则被转用为基督教的教堂。
印度的建筑转用为清真寺的例子有德里的库特卜清真寺，其尖塔可以从遥遥相对的州立回教堂尖塔上
看到。
伊斯兰传到印度尼西亚后清真寺也变成木结构的了。
北京的天坛，可以称之为宇宙建筑，从景山望去与紫禁城的屋顶毗连，是名副其实的“庙宇之美”；
四合院虽是相同元素的反复运用，却创造出富于变化的景观；万里长城则已经是地球规模的建筑了。
不仅有世界文化遗产级的建筑，小建筑也有珠宝般的珍品。
越南河内的一柱寺，在一根柱子上端坐着圣堂，我也曾想尝试这样的建筑；庆州的石窟庵，据说佛像
的额头内的水晶玉正好与冬至的太阳入射角相交；被誉为“印度尼西亚的高迪”的荷兰建筑师M·蓬
特建造的小爪哇婆娑朗教堂有着手工制品的韵味；马哈巴利普拉姆小印度寺庙有5个拉塔，这或许是
该种建筑的雏形吧，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爪哇井里汶王宫中看到的法塔赫布尔西格拉古城内谒殿中央
柱那种木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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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洲城市建筑史》是日本“亚洲城市建筑研究会”的学者多年以来研究成果的积累，有着很浓
厚的功底。
该书的特点是多层次地展现了亚洲城市、建筑历史的多样性。
特别是关注了城市与建筑的密切关系。
关于建筑的介绍除了基础的数据外，重点放在其空间构成及设计手法上。
其现场的第一手资料的采集、生动的案例，使《亚洲城市建筑史》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资料性的价值
。
　　阅读《亚洲城市建筑史》应着眼于以下几点：首先，今日亚洲仍然有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乡土建筑
的世界中，而处于强势的现代化住宅理念正冲击着地域多年来培育出来的生活秩序，今后的城市住宅
应该是怎样的形态?其次，亚洲各城市留下了许多丰富的建筑文化遗产，如何继承和活用这些存量，特
别是对欧洲留下的殖民建筑如何评价?第三，迄今跨越地域的建筑文化的谱系将亚洲地域相互联系在一
起，维持了地域的生态结构。
今后在地球环境问题的大框架中是否会产生“基于地域生态系统的建筑体系”?这些对建筑师来说是关
于亚洲城市及建筑共同的课题。
如今建筑书店的专业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详细介绍亚洲城市建筑史的专著却凤毛麟角，在《
世界建筑史》等图书中亚洲占的分量很低。
这是译者翻译此书的动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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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05  日本建筑的起源一东洋建筑史的开端1 “日本建筑”“东洋建筑”东洋建筑史学领域的建立
，在概念和理论框架上支持对建筑的见解上有内在的联系。
奠定“东洋建筑史”基石的先驱被公认为是伊东忠太和关野贞。
后继者有藤岛亥次郎，村田治郎，竹岛卓一，饭田须贺斯⋯⋯另一方面，“日本建筑史”的创始人也
是伊东和关野二人。
因此可以认为“东洋建筑史”和“日本建筑史”的建立是密切相关的，两者都是与“西洋建筑”相对
立的概念。
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而带来“建筑”概念之后，构筑能抗衡于“西洋建筑(史)”的“日本建筑(史)
”成为主题。
于是，不可避免地遇到“日本建筑”的起源和根据的问题。
同样“东洋建筑”也出现了探寻“日本建筑”的起源与“东洋”间关系的问题。
如上所述，伊东忠太是非常容易被理解的人。
他的学位论文是《法隆寺建筑论》(1898年)，将世界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法隆寺作为与西洋建筑相匹
敌的建筑来定位是其论文最大的动机。
伊东试图寻找法隆寺与帕提农神庙相媲美的论据。
虽有些见解稍显幼稚，如认为法隆寺柱子的隆起是来源于帕提农神庙的圆柱收分线。
当然，不仅这些，法隆寺各部位的比例遵循黄金分割率等属于西洋美术史的体系是他的论点。
此外，表明古希腊的建筑文化是通过犍陀罗传入古老日本的是他绘制的示意图。
当然，他最关注的是法隆寺的祖先，佛教建筑的起源。
当初有一种假说认为传入日本的佛教建筑有两大体系，是中国汉魏时期吸收了西域风格的三韩式即推
古式(从佛教的传入到天智天皇)和六朝时期吸收了西域风格的隋唐式即天智式。
为证明此假说，伊东沿着示意图上的路线出国调研了7次。
当时的建筑学者和技术人员都是去欧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在这种形势下，伊东的形迹显得极为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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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亚洲城市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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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