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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孔庙建筑与环境》首先从孔庙的发展、类型、分布状况进行梳理和归纳，并结合孔庙文化
阐述其历史地位和现代意义，建立起研究的背景平台。
继而从风景园林专业的角度按照空间要素、山水环境、建筑布局、植物配置、道路广场和建筑小品等
的分类，由外至内对中国孔庙的择址、建筑空间布局和建筑形制、地形塑造和利用、庭院植物配置、
甬道海墁及建筑小品做系统性研究。
最后结合国内外孔庙保护利用实例对孔庙的保护和利用提出了建议。
本研究最终认为：孔庙的择址依据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和儒家礼制思想文化的双重影响；其建筑的价值
意义在于它们的功能用途和文化称谓，以及所形成的整体布局体现的综合文化内涵；其庭院植物的配
置除了营造庄严、肃穆的纪念气氛，还蕴含丰富的人文理念内涵；各地孔庙的甬道海墁铺装形式虽然
不同，但是其形式和铺装等级同整个建筑群在空间上保持一致；庙中的各种景观小品其文化内涵更是
渗透着儒家思想的精蕴。
当今孔庙的保护和利用应配合城市规划、旧城改造和内部设施提升工程进行，结合当今社会需要加以
再利用，使其成为传播儒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宣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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