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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古建筑特别是古建筑史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尤其是我国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在这
样长的时间里，历代匠师们建造了无数的民居、宫殿、寺院、庙宇。
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形成了庞大的中国建筑体系，也形成了纵跨几千年的连续不断
的中国古建筑史，为后人学习、研究中国古建筑提供了最直接、最形象的实物素材。
　　我们都知道，人类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住”即对人们所住的房屋提出了各种要求。
我国古建筑的整体水平也正是在不断满足这些要求的过程中与时俱进。
随着时间的推进，建筑的形式越来越多，技艺也越来越高超，经过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今日我们所见的
既美观又实用且具多种含义的建筑体系。
　　作者在常年考察古建筑的基础上，积累了一些文稿，现将这些文稿做一分类，形成本书，主要是
对全国各地古建筑进行的考察、研究、鉴别以及复原、维修建议。
其中有些文章已在国内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过。
　　本书共分9章207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文章附有图片、照片，以帮助说明内容.加深读者朋友对文章
内容的理解。
　　本书整理完成之后，经反复修改，终能正式出版，望它能给当前研究与发展中国古建筑、中国古
建筑史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尤其是对初学者，可促其独立思考，使其在中国古建筑、中国古建
筑史方面的知识可以更进一步。
　　由于本书成稿年代较早，一些用语、地名可能于今之说法略有出入，敬请广大读者朋友谅解、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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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9章207篇文章，每一篇为独立的古建筑分析，并分别作阐述。
其内容包括城池，寺院，祠堂、庙宇、宫观，民居、园林，书院、会馆，万里长城，陵园、坟墓，古
建筑木结构以及综合等九部分。
    本书是在作者亲自实地考察并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也是作者对古建筑的独特体会及
心得，所以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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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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国内外著名的古建筑专家，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研究工作。
张先生曾在中国科学院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建筑历史研究室工作，给梁思成先生当助手(秘书)。
他在梁先生的亲自指导下辛勤工作，深受其严谨治学学风的熏陶。
之后，他调入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
又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升为研究员、教授。
 
    张先生对中国古代建筑及其历史有独到的见解。
他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中国佛塔史》、《中国古代县城规划详解》、《中国佛教寺院讲座》、《中国
古代建筑文化》等70多种。
另著有《张驭寰文集》15卷本。
他在数十年间所做的仿古建筑设计达到80多项，并已出版《仿古建筑设计实例》一书。
 
    张先生曾应邀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等8所大学讲学，并曾在一所大学任教。
之后又应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十所大学之邀进行演讲、访问活动。
张先生又在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的十多所大学讲学，受到了当地各大学的欢迎。
他把中华民族传统的建筑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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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北京平安大街南侧改建中的仿古建筑，笔者已在别的文章中谈过。
本文再对平安大街改建后存在的问题作以下分析。
北京平安大街的改建，除解决贯通北京城的东西交通问题之外，对于这条大侧建设的性质，尚不明确
！
　　要建设成什么样的大街？
建设的原则是什么？
大街两嘲要用什么建筑来壮观街面？
据笔者分析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建设高楼（包括塔式住宅楼和写字楼）；二是采用这次改建时所建的
仿古店面建筑。
如果按照第一个办法在大街两侧建设高楼，那么大街对面——南侧新建仿古店面几个区域是否拆除？
如果不拆除，考虑到高楼与仿古店面建筑出现在同一条大街上，会不会髟响观瞻？
这两种建筑不是一种风格，该如何解决？
到那时，在一条大街上既有塔式高楼，又有仿古建筑，一高一低、一新一古，可以想象，又会造成一
片新破烂。
如果按第二个办法思考，大街两侧不建高楼，那就要继续建造仿古店面建筑。
若按这样的方法进行，因仿古店面建筑体量不够高大，高度也达不到要求，不够壮观，会出现千篇一
律的式样，缺乏新意；而且在那么宽广平坦的大街两侧出现那些仿古的小房屋、小门面，又都是由个
体户租赁，营业范围狭小，与大街的阔气格格不入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新改建的平安大街，道路宽阔平坦，大街两侧的旧房屋、旧店面，在改造中已一一进行整修每个门面
也都加以处理，许多破旧房屋已被拆除，改变了过去破破烂烂的外观，且用青灰色粉刷一新，这一点
做得非常之好，是改建平安大街的一大亮点。
　　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新建牌楼建筑的位置不合适。
如交通口、名人故居、重要景点等，应在建筑前加一个标志，才可建设牌楼，否则没有大的意义。
还有的庙宇正门并不在街面上，这种情况下应当做标志，将建筑显现出来。
另外，王府的大门也都不明显，应当将街两旁的名建筑突显出来，如王府、大宅等，就像郭沫若故居
，即使离街口甚近，也应有突出标志。
而什刹海的南门更应当有标志或牌楼之类的建筑供指示。
北海的北部外墙既然已经接高，高度增加了，那就应当做出古式墙顶及墙脊，否则，如同新砖墙，极
不和谐，大煞风景。
　　关于平安大街的十字街口，基本上没有做大的改建与处理，旧建筑显得十分破烂陈旧。
没有一个街口是像样的。
例如，地安门以西的西四北大街口、赵登禹路口、西什库街口、官园口以及北安门以东的宽街路口、
东四北大街口、小街口、十条口这八个十字大街街口其四个转角的建筑都没有改造，建筑显得破旧，
影响大街的观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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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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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承的，并保持着一贯的完整性。
它是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出来的，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独立的系统和风格。
本书是在作者亲自实地考察并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主要对古建筑作了独立的分析，具
体内容包括城池、寺院、民居、园林、书院、会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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