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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建筑，不仅是物，也是事；不仅是事物，也还是事情和人情。
同样，古建筑文化必然要透射一定的文化现象和一定的人事状态。
以古建筑文化为旅游对象的活动恰恰是要将一定的文化和一定的人事，以历史的语言形态，讲述"虽过
去，却实在"的物、事与人情。
　　因此，古建筑文化不应当只是浅层次的展示存在的历史实物形态或朗读一段历史剧情。
即使对于经济层面的旅游文化来讲，古建筑也不仅仅是"眼球经济"和"眼睛文化"，而是体现着某种感悟
层面的"心灵经济"和"心性文化"。
古建筑文化不是仅仅让后来者在眼前景物中透视历史，它更需要我们在与眼前景物的心灵对视或心灵
对话中收获一种灵感。
旅游意义上的古建筑文化教育，不是建筑技术的掌握，而是建筑艺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从而使旅游从
业人员在旅游工作中，为旅游者解读古建筑历史提供比较有意味的"历史阅历"。
　　中国古建筑文化，是历史上"人的灵魂活动"的雕塑，是古往今来"人的意义化"的风景。
学习古建筑文化就必然要达到"灵魂风景"的感触和"风景灵魂"的感悟。
至少，应当向"那个境地""趋步"。
　　基于这种思考，本教材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以古建筑的文化体系为编写脉络，以试图解释中国古建
筑文化体系的精神基础和文化内涵为编写重心，以具体的建筑物体为学习的参照对象而不仅仅是接受
对象为考虑，以牵引受教育者在文化"传统与现实"中所能产生的思索为手段，以建构中国古建筑文化
初步认识为编写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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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建筑文化，是历史上"人的灵魂活动"的雕塑，是古往今来"人的意义化"的风景。
学习古建筑文化就必然要达到"灵魂风景"的感触和"风景灵魂"的感悟。
至少，应当向"哪个境地""趋步"。
　　基于这种思考，本教材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以古建筑的文化体系为编写脉络，以试图解释中国古建
筑文化体系的精神基础和文化内涵为编写重心，以具体的建筑物体为学习的参照对象而不仅仅是接受
对象为考虑，以牵引受教育者在文化"传统与现实"中所能产生的思索为手段，以建构中国古建筑业化
初步认识为编写目的。
本书在以上指导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编写思路是：宏观上，以古建筑遗存实物为点、以建筑文化艺术为
线，以一定时代的人文历史为面，完成中国古建筑文化应当反映和传达的"历史信息"，并成为我们解
读"历史中国"的一个视点。
微观上，叙述古建筑文化空间纬度的建筑艺术特色(如从建筑总体文化渊源--各派文化思想对古建筑的
影响--各具体艺术门类对古建筑的衬托一建筑群落一院、屋、房的介绍)，形成从广泛到精炼、从广博
到精深的总结；叙述古建筑文化空间经度的建筑艺术特点(如从史前社会--先秦--汉--唐--宋--元--明--
清的阐述)，归纳出中国古建筑文化历史走向的特征。
在具体建筑构件文化上，力图以小见大，以大鉴小，达到能够睹物见性、思事出情，从而使中国古建
筑与古建筑文化成为"有生命的历史"和"有历史的生命"，使读者在了解学习中国古建筑时，既能从现代
走近历史，又能从历史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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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中国古代建筑概述课前导读教学目标第一节中国古代建筑的起源与发展一、中国古代建筑的起
源一二、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一、儒家礼制文化对中国古
代建筑的影响二、道家风水文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三、佛教世俗文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四、
民俗文化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第三节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一、中国古代建筑绘画二、中国古代建筑雕
塑三、中国古代建筑碑刻第四节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鉴赏一、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特征二、中国古代建筑
文化形式三、中国古代建筑审美观念四、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趣味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2章中国古代
都城与建筑课前导读教学目标第一节中国古代都城建筑一、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起源二、中国古代都
城建筑的发展第二节中国古代城防建筑一、中国古代城防建筑二、中国古代城防建筑的发展特征本章
小结思考与练习第3章中国古代宫殿与民居建筑课前导读教学目标第一节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一、中国
古代宫殿建筑的起源与发展二、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时代特征三、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形制规范四、
中国宫殿建筑审美第二节中国古代民居建筑一、中国古代民居建筑起源二、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特征本
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4章中国宗教建筑课前导读教学目标第一节佛教建筑一、中国佛教建筑渊源一二
、中国佛教建筑发展特征第二节石窟寺建筑一、中国石窟寺建筑渊源二、中国石窟寺建筑发展特征三
、中国石窟寺造像艺术特征第三节中国道教建筑一、中国道教建筑渊源二、中国道教建筑发展特征第
四节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一、中国伊斯兰教建筑渊源二、中国清真寺建筑发展第五节中国基督教教堂
建筑一、中国基督教建筑渊源二、基督教建筑发展特征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5章中国礼制性建筑课
前导读教学目标第一节祭坛建筑一、中国祭坛建筑起源二、中国各类祭坛建筑及其内容第二节中国庙
祠建筑一、中国庙祠建筑起源二、中国庙祠祭祀的文化内容三、中国庙祠建筑发展特征四、中国祠堂
建筑的种类及布置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6章中国陵墓建筑课前导读教学目标第一节中国古代丧葬建
筑一、中国古代丧葬建筑起源二、中国古代墓葬建筑体系第二节中国古代陵墓建筑一、中国古代陵墓
建筑渊源二、中国古代陵墓建筑发展特征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7章中国古塔建筑课前导读教学目标
第一节中国古塔建筑渊源一、中国古塔建筑起源二、中国古塔建筑形制第二节中国古塔建筑发展特征
一、中国古塔的类型二、中国古塔建筑时代特点三、中国古塔雕刻艺术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8章中
国古代园林建筑课前导读教学目标第一节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渊源一、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起源二、中国
古代园林建筑发展阶段三、中国古代园林构建艺术第二节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特征一、中国古代园林建
筑时代特征二、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类型第三节中国古代园林建筑艺术审美一、中国古代园林的艺术特
色二、中国古代园林的艺术情趣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第9章其他古建筑课前导读一教学目标第一节楼
阁建筑一、中国楼阁建筑起源二、中国楼阁建筑类型第二节牌楼(坊)建筑一、牌楼(坊)建筑起源二、
牌楼(坊)建筑类型第三节古桥梁建筑一、中国古桥梁建筑起源二、中国古桥梁建筑类型第四节古代水
利建筑一、中国古代水利建筑二、中国古代水利建筑类型本章小结思考与练习主要参考文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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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中国古代建筑审美观念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审美观念与伦理价值密切相关，建筑艺术不但
满足审美愉悦，更要为现实的伦理秩序服务。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实践的理性基础上，对美与善、艺术与典章、情感与理智、心理与伦理
的礼乐文化有着自己的审美取向，表现在建筑上有以下几点：　　(一)建筑艺术的民族性　　建筑艺
术的民族性，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一部分的根本前提。
中国古代建筑则最强烈地遵循了这一精神。
比如，中国单体建筑的造型，主要由"间"和曲线屋顶组合起来的；中国寺庙建筑的空间，以"四壁皆空"
来体现中国佛教观念(它不似基督教建筑以挺拔向上的线条来证明天国的神圣)；中国明清民居，以白
壁、黑瓦、山墙表现出当时民间住宅朴素却具有诗章般的韵律；中国木构架建筑特色，表现为墙不承
重，只起间隔、围护作用。
屋顶或楼层的重量由木构架承托(承托的主要方式有两种，即北方的抬梁式和南方的穿斗式)。
为了支撑屋檐的重量，又设计成斗拱，来承托梁头与出檐；同时，木结构构件又便于雕刻彩绘，增强
艺术的表现力。
所以，中国古建筑造型的审美价值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结构美。
如传统建筑的单座造型比较简单，而大部分是定型化的式样，任何一座孤立的建筑都不能构成完整的
艺术形象，建筑艺术的效果主要依靠群体序列来表现。
一座殿宇，在总体中作为陪衬时显得平淡，但作为主体时就会显得突出。
例如，北京故宫中单体建筑的式样并不多，但通过不同的空间序列转换，各个单体建筑才显示出自己
的性格。
　　(二)建筑结构统一的数学比例关系　　中国古代建筑广泛运用数的等差关系，以表现不同建筑等
级的差别，这是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又一个主要特征。
如建筑的开间等级文化，以九间为至大(清代扩大到十一间)，顺次降为七间、五间、三间、一间；进
深十三架为至高，依次递减成为十一架、九架、七架、五架、三架；屋脊的仙人走兽以十一为至多，
依次递减至二个；台座有一、二、三层的差别；斗拱挑出的层数有三、五、七、九、十一之分；装饰
图案的用量、门窗格纹的花样，都有数之等差规则。
　　(三)中国古代建筑的"以人为本"　　中国古代建筑的创作，以现实生活为依据，无论大殿小品都
没有高不可攀的尺度(不似西式建筑以突出"神的力量"直插云霄)，没有逻辑不清的结构，没有节奏模
糊的序列和不可理喻的装饰，不以"孤高蛮霸"来震慑他人，却用博大精深的气势来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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