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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
”　　——（宋）晏几道《鹧鸪天·十里楼台倚翠微》　　北宋大词人晏几道用细腻、清新的笔端向
我们勾勒出翠色掩映下建筑与环境交互相映的场景，笔者每每读到此句，总会忍不住感叹先人建造技
艺的纯熟，对翠微掩映下的古建筑更是心思神往。
　　从最早出现、仅为休憩之用的“山洞”“茅茨土阶”到后来技艺高超、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
我国古建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形式风格上，始终是承前启后、一脉相传
，不失为体系完整，特色鲜明。
在笔者研究古建筑六十多年中，常辗转各地考察，其间接触到的众多古建筑可谓是异彩纷呈，美不胜
收，更切身感受到中国古建筑几千年来始终如一的风格魅力之所在。
　　为飨读者，特以“十里楼台”为契机，将《古塔实录》《古建筑的重生》《古建筑的符号》三本
书收录其中，期望读者能以时间为轴，沿着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步伐，跟随笔者一起怀古思源，探寻
古建筑的发展历程，领略其独有的神韵风貌，感受“十里楼台倚翠微”的情境交融。
　　任何一座建筑除了砖瓦木石，更重要的意义是蕴涵着人们的思想、情感。
其建筑式样、装饰和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使每一座建筑除了作为一种工程技术的组合体外，更包含着
技术、艺术与意识的完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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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我国自远古时期到民国时期已消失的部分古建筑予以复原，其中包括宫室、明堂、陵园、楼阁
、寺院、庙宇及城池等各种类型。
同时，依据文献资料绘制出复原设想图，对古建筑的考察具有重要意义，对建筑师、设计师、考古学
者、历史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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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驭寰，吉林省舒兰县人，1951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工学院建筑系，国内外著名古建筑专家。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建筑历史研究室工作，深受梁思成先生严谨治学的风格熏陶。
先后调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继续从事古建筑的
研究工作。
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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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商周建筑式样复原建筑。
　　1.总体布局　　按照中国礼制建筑制度进行创造性的复原设计。
　　以中轴线为对称：在一组建筑之内，主要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也就是说，主要建筑左右对称，
这是从商周以来一直延续的方式。
试观中国古代宗庙、佛寺、宫观、民居、城市⋯⋯均按这个方式进行布局。
我们复原设计的汤王陵、南大门、大影壁、廓门、献殿、祭殿等均在主要中轴上。
东寝门、西大门等在横轴线上，体现出商周以来的传统建筑制度。
　　院内影壁：从西周时代宗庙建筑就有完整的影壁了，以后历代相传，到明清时代影壁更常见。
复原设计的汤王陵陵园，进入南大门后，有一座大影壁，符合自古以来又遮又挡的建筑手法。
　　外墙包围方式：一组建筑不做自由式，而是标准礼制，用外围墙把全院的分散的单体建筑围起来
，构成一个整体，这也是古制。
建筑虽然在陵园内，也需用墙包围、为一个整体，使汤王陵有独立完整的一面。
大公园内的一组建筑组群，紧凑完整，给人一种整体观念。
　　2.回廊制度　　在坟墓与献殿、祭殿之外，用回廊围绕，目的是要突出陵墓，使陵墓成为全园中
心，采用空廊包围主体，殿内可以通行，又存在一个范围与界限，又遮又挡，效果非常好。
回廊从商代起就大量的运用了，例如盘龙城商代遗址中就有方形的回廊，我们根据这个制度来运用大
回廊，是非常成功的。
　　3.献殿、祭殿　　因为陵园主要是对汤王祭奠，所以用祭殿作为祭祀的主要建筑。
在进入祭殿之前，有献殿，自古以来献殿是主要建筑的一个过渡空间与陪衬，同时又在祭殿进行典礼
时作准备用房，这样的复原安排，符合中国礼制建筑制度。
　　4.东西碑亭　　东西碑亭是将现存的两块石碑予以保护，也作为陵园中的左右附属建筑，碑亭在
礼制建筑中是不可缺少的。
　　5.西大门　　西大门面向主要干道，平时开西大门，游人从西大门进入，重要的纪念日才开正门
，正门即南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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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上栋下字，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　　——《易经·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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