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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与工艺(第2版)》以木作、土作、石作、砖瓦作等主要结构性匠作为重点，系统地
论述了传统建筑匠作工艺的发展概况、建筑材料的利用和加工工艺、传统的营造工艺流程等，并关注
南、北方传统建筑工艺的异同。
《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与工艺(第2版)》对传统建筑的材料防护、防火、抗震、防潮，以及油漆与彩画等
方面的技术与工艺也有涉猎。
　　《中国传统建筑形制与工艺(第2版)》适合建筑学专业师生、考古工作者以及古建筑施工人员等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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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中国古代建筑的技术与工艺特色　　旧石器时代人们居住在天然洞穴里
。
新石器时代主要有两种居住形式——巢居和穴居。
新石器时代晚期，南方长江流域多水地区发展为干阑式，北方黄河流域采用木骨泥墙建筑。
穴居有从竖穴到半竖穴，再到地面建筑的历程。
　　原始社会晚期龙山文化的房屋有分间组合现象，普遍使用人工烧制白灰面，用于地面和墙面，起
到防潮、提高照明度的作用。
此外还有夯土技术的出现和土坯的使用，并已开始筑城，这在古代建筑史上有重要意义。
南方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最早的榫卯结构房屋实例。
原始社会晚期已有艺术的萌芽。
　　夏代河南偃师二里头一号宫殿遗址是已知最早的规模较大的木架夯土建筑和庭院实例。
商代中期以后开始采用版筑夯土技术。
西周最早的四合院实例是陕西岐山凤雏村早周建筑遗址，二进院落，有影壁、门、塾、前堂、后室等
，并已用瓦和陶制的排水管。
瓦的发明是西周的突出成就。
西周时已见斗棋的使用。
春秋时期建筑的重要发展是瓦的普遍使用、砖的使用，以及作为诸侯宫室用的高台建筑的出现。
春秋时代始筑长城。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商朝，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萌芽期。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这一漫长的时期，可看作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发育期。
　　战国经济的发展，商业、手工业的进步，奴隶制的瓦解，城市建设出现第一个高潮。
当时的主要建筑，仍是版筑的城垣和土木结合的高台建筑。
筒瓦和板瓦广泛使用。
至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对土木工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城市建设的规模及质量均有提高，陵寝规模庞大，陵体采用“方上”的形式。
　　汉代是中国木构架建筑的成熟期。
西汉时抬梁式和穿斗式两种构架已形成。
斗棋的使用已经普及，，但形式还不统一。
屋顶的式样也丰富起来，以悬山和庑殿最为普遍，歇山和囤顶也有应用。
东汉宫室和民宅中还盛行木楼阁。
木构建筑平面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再组成三合院、四合院、廊院、廊庑等院落形式，形成
轴线对称的纵向、横向、纵横向结合的多进多路式布局，以及庭院环绕的中心式组群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这些特征在汉代均已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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