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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理论的支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得到了迅速发展。
由于环境设计对人们宜居生活的重要性，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所起的重要作用，环境设计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环境意识觉醒，设计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环境设计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但是，与快速发展的环境设计实践相比较，有关环境设计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
环境设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经验教训，以及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及时总结和解决，中国当代环境设计
学科亟待理论方面的建树。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张绮曼教授环境艺术设计工作室（第三工作室）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环境
设计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把推动中国环境设计的发展及构建中国环境设计的理论框架作为工作室博士
生课程的重要内容。
近几年来，通过每个博士生选择一个环境设计中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每篇论文解决一个环境设计中
的问题等方式，积累了一批研究环境设计理论的优秀论文。
这些论文虽然选题不同、写作的角度不一样，但都是围绕环境设计所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其
中有一些研究题目还填补了国内环境设计理论研究的空白。
论文通过答辩后，又经过了作者的修改和润色，对一些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
因为得到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些成果作为丛书陆续出版，以期在环境设计理论领域
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环境设计界对理论探讨的重视。
　　本丛书所选书目从环境设计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内容涉及了城市环境规划、景观设计、
室内设计等。
既有对世界环境设计思潮前沿的理论研究，也有对环境设计历史的梳理和设计风格形成的探讨，还有
针对中国当代环境设计所作的分析与批判，为中国当代环境设计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并希望通过此丛书建构一个良好的环境设计研究的学术理论平台，积极探索中国环境设计的未来，进
一步理解中国传统的环境美学思想，重新建立中华民族的自信，建设真正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好和
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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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文化陶冶出“尚大”的文化风尚，文化造像呈现“大美”形象。
建筑空间形态“以大为美”，室内空间营造亦然，形成“壮丽之美”的时代风格。
帷帐在室内广泛应用，逐步形成并奠定了中国传室内空间的组织形态。
室内家具陈设因床的普及和榻的出现，由传统的“随用随置”逐步转向相对稳定的“以床榻为中心”
的陈设模式，并沿袭着席地而居时期形成的低起居礼俗，陈设原则“以礼而序”。
    本书主要供从事环境艺术设计、城市规划设计以及建筑设计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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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中国古代建筑室内空间主要的三种形态，在秦汉时期都已出现。
一是土木混合结构的高台建筑，其室内空间是一种“聚合”形态①，此形态的特点是有若干个“小的
矩形单元”以土台为中心聚合而成，此形态盛于秦至西汉，衰于东汉。
二是楼、阁、阙等多层建筑也有新的发展，这种竖向维度的空间关系更丰富了该时期的空间形态。
三是东汉时期，全木框架结构体系技术已日臻成熟，单体建筑已有“墙倒屋不塌”的特性，以此结构
体系而形成的室内空间形态，具有“高敞”、“融通”和“自由分隔”的特征。
　　其次，帷帐在秦汉以前，是一种用于军旅、狩猎、祭祀活动的临时性建筑。
秦汉时期“高敞”的室内空间与低型的家具，在尺度上比例严重失调，帷帐在室内的使用便解决了这
一问题。
这种将“帷帐”与“房屋”两个空间由外而内进行“空间复合”，可将较大的建筑室内空间分隔成几
个较小的功能空间。
帷帐运用形式多样，灵活多变，“与其他日常起居家具组合应用，挂与壁上、悬于顶上、张于架上，
包裹梁柱等等。
”②至此，中国室内空间层次也丰富起来。
帷帐有拆装灵活的特点，可根据室内空间功能的不同要求，改变张设形式，也可实现同一空间在不同
的时间段完成不同的功能。
这一室内空间分隔的组织观念，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建筑室内空间分隔的组织形式。
同时，对当下室内空间多功能化设计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再次，秦汉时期的“大一统”的社会格局，交通空前发达，多民族相互融合。
汉地生活习俗受到了影响，直接反映到室内家具的品种及陈设上。
虽然沿袭了前代的跪坐的礼俗，在保持“席地而坐”的传统的同时，“居于床上”生活方式也普遍接
受，因此，与床配套的家具得到发展。
榻的出现，标志坐卧具的分野。
至此，“以床、榻为中心”家具的陈设方式开始流行。
置于床上的小家具也开始丰富起来，该时期以实用的漆木家具发展为主，家具的样式、色彩、材料、
陈设都给秦汉时期的室内空间环境带来一派新气象。
高坐家具于东汉中晚期初露端倪，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演进，直至北宋才基本定型。
　　自封建社会始，礼制从青铜重器转移到了宫殿建筑之后，高台建筑便成为统治阶级政治活动中心
。
至秦皇汉武更是把宫殿建筑、陵寝建筑作为权力的象征及封建礼仪制度的重要构成。
所以，秦汉时期主要建筑的室内空间营造表现出为皇权而设计的特征。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秦汉时期室内空间营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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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