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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更是“凝固的文化”。
建筑不仅仅是需要在白纸上绘图而已，它是一种思想、一种灵魂、一种哲学和一种精神的体现，是研
究每个时代的标尺，也是人类创造的最值得自豪、最有价值的文明成果之一。
不同时期，不同的建筑物所体现的技术方法及其技术蕴涵都不尽相同，不同的民族与国家都有其引以
为荣的建筑文化。
所以建筑不仅有很重要的物质价值，还有重要的精神价值。
    中国建筑文化作为世界建筑文化的一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和智慧创造了
辉煌的中国建筑文明，它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慧，是先民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丰赡、弥足珍贵的
宝藏。
    中国建筑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体系最完整的建筑体系，从单体建筑到院落组合、城市规划、园林
布置等在世界建筑史中都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建筑独一无二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建筑思想。
    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民族，使得中国建筑艺术异彩纷呈，别具特色。
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的方形或圆形浅穴式房屋发展到现在，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
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上、蜿蜒曲折万里的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县的安济桥
，在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完美结合上，早已走在世界桥梁科学的前列；北京明、清两代的故宫，则是世
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规模建筑群。
至于我国的古典园林，它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它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颗明珠⋯⋯这一系列现存
的中国建筑其技术之高超、艺术之精湛、风格之独特，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
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像一部部石刻的史书，让我们重温着祖国的历史文化，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同
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
对象。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建筑文化，作者精心编撰了《中国建筑文化入门》一书，本书可以说是
一本文字通俗的中国古建筑文化全书。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现代建筑由于和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相差较大，故本书对中国现代建筑略去，只介
绍中国古代建筑。
本书根据多年来对中国建筑梳理、研究的成果，给予中国建筑以文化上的诠释。
在内容布局上有点有面，以建筑为点旁及其他艺术门类；有纵有横，纵向把各个历史年代的建筑以艺
术风格传承串联起来，横向把各种建筑归类；综合性与系统性、广泛性与概括性、知识性与趣味性、
专业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力图从中梳理出一个内在的线索，在介绍知识的同时兼顾内在的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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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文化作为世界建筑文化的一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含着华夏先哲的无穷智慧，是
先民留给后人的一份极其丰赡、弥足珍贵的宝藏。
作者根据多年来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成果，给予中国建筑以文化上的诠释。
在内容布局上有点有面，以建筑为点旁及其他艺术门类，有纵有横，纵向把各个历史年代的建筑以艺
术风格传承串联起来，横向把各种建筑归类；综合性与系统性、广泛性与概括性、知识性与趣味性、
专业性与通俗性相结合，是一本难得的了解中国建筑文化的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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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建筑材料的首选——木 被钟情的木材 中国古代建筑无论从形态上还是材料上都极
力从自然中寻找创造的来源。
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树木是自然万物中的有机生命，在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生命形态与人发生密切的关
系。
因此，中国古代建筑在材料的应用上特别钟情于木材。
 面对随处可见的石料而选择木料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这是建筑观念和文化信念的使然。
不仅如此，选择木材还在于木材优越的物理特性和易于加工的材料性能，透过所加工的形态从中体现
出柔韧、温和的品质。
柱、梁、门、窗所散发的木质气息，以及那记录生长历程的纹理，都处处体现了木材与人的亲和关系
，用木材营造的建筑自然会弥漫着家园的温暖。
中国古代建筑之所以选择木材，无论是自然之木，还是心性之木，都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心性对木性的
认同，然而木性也适应心性的要求。
 木构架的优势 木构架如同现代的框架结构，承重结构与围护结构明确分开，墙壁（围护结构）不负
担屋顶或楼面重量，赋予设计以极大的灵活性。
它可以做成四面毫无遮挡，有顶无墙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严实、空间封闭的仓房。
木构架对于室内空间的划分同样也十分自由，为了在室内获得大面积空间，无须任何隔断，仅剩柱子
的排列。
与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间进行围隔，从而获得较小空间。
特别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断样式，既划定了空间范围，又不阻挡视线，做到隔而不断，虚实相
间。
木构架结构能灵活地适应各种地形，既能把单体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庞大的建筑组群，又能依
山傍水建构楼阁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这就为建筑组群的空间布局带来极大的可能性。
 人们常用“墙倒屋不塌”这句谚语来形容中国古代建筑，这是因为木材具有一定的弹性，构架各节点
榫卯又有若干伸缩余地，因而可减小地震对建筑的危害。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又名应县木塔），为国内现存最古木塔，经千年历数次强地震而巍然屹立便
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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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建筑文化入门》是一本文字通俗的中国古建筑文化全书。
《中国建筑文化入门》根据多年来对中国建筑梳理、研究的成果，给予中国建筑以文化上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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