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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建筑所包含的设计理念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积淀与哲学思想在营造活动中的反映。
中国建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独创一格。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的物质载体，中国建筑的崇高形象犹如一棵参天大树自立于世界建筑文化之林.
并且成为世界建筑历史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文明成就之一。
　　早在隋唐时期，中国建筑的发展就达到了鼎盛阶段，其营造技术与建筑艺术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
宋元时期，理学的兴起和相关建筑法式的颁布，促成了建筑风格从汉唐的雄健浑朴向其后的典雅清丽
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建筑无论是色彩还是装饰内容都更加丰富多彩，少数民族建筑文化也繁荣发展，并有
相当数量的优秀建筑作品保存至今。
　　由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迥异于兴起在西方的现代建筑理念，加之目前建筑学专业教学大纲上并没
有安排太多有关中国传统建筑的课程，从而造成一些建筑师对传统建筑的设计规律了解不足。
在进行日常设计时，他们往往很难把中国建筑的文化思想与哲学理念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作
品中。
本丛书就是针对这一现象而编写的.目的是使一般设计人员能够用较少的时间集中地从这套书籍中获取
较多对实际设计有所启发和帮助的信息。
　　本套丛书包括五个分册，其中涉及到中国传统建筑的组群、色彩、小品、雕刻装饰及屋顶造型。
从宏观到微观、从造型到色彩全面地分析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基本构成特点并总结了其规律。
这些特点与规律，对今天的建筑师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空间或环境.会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中国传统建筑的成就体现了一代代中国人艰苦而漫长的大胆尝试。
是中华民族政治、经济、科技与艺术的辉煌象征。
诚然.明清时期的建筑与大木结构辉煌时期（唐宋时期）代表建筑相比，在某些方面可能稍有逊色.但
诸如天坛、故宫、长城、颐和园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明清建筑仍然使我们佩服不已。
即便是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建筑也如同镶嵌在地球上的颗颗明珠，闪烁着先民智慧创造的光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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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建筑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悠久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建筑有“反宇飞檐”的屋顶形态，其独特的屋顶风格造就了建筑本身美丽而端庄的造型特征。
本书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形式、屋顶构造、屋顶色彩、屋脊装饰、屋面瓦作及屋顶内部装饰全部囊
括其中，并精选了大量中国古代优秀建筑屋顶的图片，其中包括宫殿建筑、宗教建筑、民居建筑等，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生动而具体的解读，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不同类型的中国古建筑其屋顶
各方面特征的差异。
本书采用了形象而直观的描述方法，不仅可以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专业人员提供可靠的资料，也十分
适合广大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阅读，是一本简单易懂的优秀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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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1989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获工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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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于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的《图解建筑史系列丛书》，荣获中华图书报“2007年全国百佳图书奖
”，其中的《图解中国民居》分册，入选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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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br>第一章 屋顶的形式　　第一节 屋顶的形式　　中国传统建筑主要由屋顶、屋身和台基三大部
分组成，有“三段式”之称。
台基在高级建筑中可以增加到二层甚至三层，并且每层台基的侧面通常都饰有复杂的雕刻。
屋身是由梁枋、立柱和门窗等组成，如果是楼阁还可以在屋身上设置外廊和四周的栏杆等。
建筑的屋顶则是这三段式中外形尺度最大、最富有特色的部分，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突出、最显眼的
主要构成元素，具有沉稳大方而又精巧秀美的形态特征。
同时屋顶往往也能从体量、形式、色彩、装饰、质地等方面表现出建筑的等级和风格特性。
　　“屋顶”一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解释是“房屋上层起覆盖作用的围护结构，又称屋盖”
。
这里是从屋顶的功能与结构角度出发，对其作的解释。
考古学对建筑的功能始于屋顶的看法提供了可靠的考证。
在最初的巢居文化中，先民主要是依靠树冠、树枝和茅草架构成的屋顶来遮风避雨；而在穴居文化中
，洞穴的上部土层也可作为“以待风雨”的屋顶的雏形。
所以最初屋顶的形制是由一根立柱支撑起一个人字形的屋檐组成，这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基本的元素
，以后的各种大屋顶形制都是由人字形屋顶演变而来的。
　　建筑的屋顶就像建筑的帽子，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就像不同身份的人戴的不同样式的帽子，有大
礼帽、小礼帽、军帽、官帽、睡帽等，不同形式的屋顶标示着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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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建筑屋顶》不仅是专业设计人员很好的参考书，也是广大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爱好者的
优秀读物。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系列丛书》共分为五册。
分别讲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组群、色彩、雕饰、小品和屋顶，是作者王其钧教授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
传统建筑的心得体现。
王其钧教授调研中国传统建筑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
因此这套丛书的内容不但涉及我国现存的早期寺庙、陵寝及明清宮殿、官府，而且还囊括了各地有代
表性的民居住宅和园林、既有官式建筑，又有民间建筑；既有皇家园林，也有岭南、台湾私家花园。
该套书的绝大多数照片都是由作者亲自拍摄，插图也都是其亲自执笔或指导学生绘制的。
　　该套书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生动而具体地介绍了中国传统建筑相关技术与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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