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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全集：建筑（套装全4册）》所选作品范围为中国人创作的、反映中国文化的建筑作
品，使读者对建筑的起源、发展、鼎盛和衰落过程有一个较为全面、宏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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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清官式建筑以金龙合玺为最荣贵，雄黄玉最低。
民居一般不画彩书，或只在梁枋交界处书“箍头”。
园林建筑彩画最自由，可画人物、山水、花鸟题材。
台基一般为砖石本色，重要建筑用白色大理石。
色彩和彩画还反映了民族的审美观。
首先是多样寓于统一，一组建筑的色彩，不论多么复杂华丽，总有一个基调，如官殿以红、黄暖色为
主，天坛以蓝、白冷色为主，园林以灰、绿、棕色为主；其次是对比寓于和谐，因为基调是统一的，
所以总的效果是和谐的，虽然许多互补色、对比色同处一座建筑中，对比相当强烈，但它们只使和谐
的基调更加丰富悦目，而不会干扰或取代基调；最后是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例如宫殿地位最重要
，色彩也最强烈，依次为坛庙、陵墓、庙宇，色彩的强烈程度也递减而下，民居最普通，色彩也最简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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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美术全集:建筑(套装共4册)》是一部汇集中华五千年艺术珍品的大型图集，全面展现了中国各
时期各门类艺术的发展和成就。
《中国美术全集:建筑(套装共4册)》规模宏伟，编辑周密，内容丰富，代表了我国美术出版的最高水
准，是我国有史以来美术出版方面规模空前的宏篇巨帙，它还是一部最权威、最全面、最经典的中华
艺术综合性大典，堪称“中华艺术大百科全书”。
《中国美术全集:建筑(套装共4册)》所选作品范围为中国人创作的、反映中国文化的建筑作品，使读
者对建筑的起源、发展、鼎盛和衰落过程有一个较为全面、宏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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