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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当代城市化进程加快，西方建筑师不断涌人中国市场，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融趋势下，中国
传统文化、中国建筑文化愈加引起建设者的重视。
然而，当前中国建筑师掌握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根基不够深厚，横向学习、应用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
建筑技术多，纵向积累、借鉴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知识少。

建筑要有地域特色，中国城市和建筑要有中国特色。
中国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建设曾带来对历史文化的破坏，城市建筑类似、雷同，缺少地域特色，缺少文
化内涵，城市建设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等面临着诸多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唤民族文化、传统建筑文化的回归。

本书汇集了作者50多年来有关历史文化名城和古建筑保护的多篇文章以及作者的诗词随笔，内容涉及
到历史文化名城理论与实践及中外文化历史名城保护实践的历史检验借鉴，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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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哲文，中国古建筑学家。
1924年出生，四川宜宾人。
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
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
1950年，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
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塔》、《中国古代建筑简史》、《长城》、《长城赞》（已录入小学课本中）、
《长城史话》和《中国帝王陵》等。

　　现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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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言
作者自序
第一篇 考察研究
1．雁北古建筑的勘查
2．斗棋
3．赵州大石桥石栏的发现及修复的初步意见
4．太原龙山、蒙山的几处石窟和建筑
5．一幅宋代宫苑建筑写实画——金明池争标图
6．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7．元代“运筏图”考
8．临洮秦长城、敦煌玉门关、酒泉嘉峪关勘查简记
9．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发现唐、五代的题记和唐代壁画
10．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
11．谈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
12．万里长城的历史兴衰与辉煌再创一山海关、居庸关云台、八达岭、嘉峪关
13．中国悠久的造园历史和独具特色的造园艺术
14．北京的牌楼
15．中国古塔
16．中国古桥
17．中国古亭
18．北京钟楼、鼓楼
19．北海和团城
20．皇史成——我国仅存的一座皇家档案库
21．双园竞秀两岸情深——记台北板桥林家花园和厦门菽庄花园
第二篇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古建文物维修保护
1．关于古建筑保护法令
2．苏联建筑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宣传普及问题
3．苏联建筑纪念物的保护
4．谈文物古迹的普查工作
5．记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物保护工作
6．长城保护研究工作座谈会侧记
7．为什么要保护古建筑
8．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
9．如何保护古建筑
10．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重大措施
11．古建筑的维修原则及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问题
12．关于城市计划与道路交通
13．三峡库区古建筑的价值及其保护抢救之意见
14．保护古城、另建新区
15．中国博物馆文物保护概况
16．开辟环路，扩大步行区，严格道路功能分工是解决历史文化名城交通问题的一大良策
⋯⋯
第三篇 诗词、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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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考察研究　　1．雁北古建筑的勘查　　这次勘查的目的，主要是协助前察哈尔省文化事
业管理局勘查设计重点修缮的大同善化寺（也叫南寺）普贤阁和朔县崇福寺两处的工程，同时就便了
解沿路所经过地区的一些古建筑的情况。
现在把两处重点修缮工程勘查结果和初步的设计以及在各处所了解到的古建筑大概的情况报告于下。
　　一、普贤阁　　普贤阁在大雄宝殿前方西侧，一般人叫它“西楼”。
本来在它的东面还有一个对称的东楼——文殊阁，但很早就被焚毁了。
该阁建在砖砌台基上，面阔三间，进深四架椽，平面呈正方形，东向。
阁身两层，下檐、平坐、上檐都施斗棋。
阁顶有上下二檐，上檐为九脊式顶（歇山顶）。
上下两檐均以筒瓦覆盖。
在整个外观上是座结构精巧、比例匀和的楼阁式建筑。
它的建筑年代，依结构形制和手法、斗棋的配置看，应该与大雄宝殿同属辽代遗构。
　　（一）勘查经过　　重点修缮普贤阁，是经过两次勘查之后才决定的。
首先我们根据大同市的报告和过去勘查的材料，对大同市主要的古建筑的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决定
先视察一次。
把大同市内1952年拟作修缮的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善化寺三处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发现上、下华严
寺残坏的程度比较轻，善化寺比较重，因此，根据目前的财力和人力条件，决定上、下华严寺只作一
般保养，善化寺作重点修缮。
　　决定了重点修缮善化寺之后，又作了再度勘查，进一步把寺内各个建筑的价值和残毁情况作了比
较和研究。
善化寺内共有四座主要建筑，即大雄宝殿、三圣殿、山门和普贤阁。
其中以普贤阁和大雄宝殿年代最早。
残坏的情况以普贤阁最严重，但工程比较小，是目前的财力和人力条件可能做得到的。
其他各殿，虽然破坏也很严重，但估计目前还不致倒塌，且修缮工程庞大，因此，经过与大同市文化
局共同研究，决定暂时先把普贤阁作为善化寺中的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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