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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代皇帝无一例外都不惜工本、倾国之力为自己修建宫殿，使得这些宫殿建筑往往凝聚着中华文
化的精华，成为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
宫殿作为中国古代最具典型性的建筑类型，集中体现着中国传统建筑的鲜明特点与神工意匠。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木构体系、成熟的标准化与模数制系统、严谨而有哲理的空间组合、功能
与艺术融于一体的造型艺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而在宫殿建筑中，装饰对于这些特点的形成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恰是装饰的作用，使得建筑形态具有了更为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和更为深邃的思想内涵。
　　现代建筑装饰伴随着建筑的复杂化与科技化进程，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分工的细化趋势，
逐渐地从建筑设计中脱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
专业与学科的这种分工，有利于装饰技术与艺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然而，随之而生的却是建筑设计与装饰环节相互脱节、相互滋扰的矛盾与羁绊。
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二者本是高度统一、一气呵成，并互为承托的。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不是建筑的附加物，不是脱离建筑构件而独立存在的。
从它产生伊始，就与建筑构件结合在一起，是对建筑本体的美化与加工，它是一门在实用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艺术。
例如，中国古代的木构建筑以色彩著称，施色浓烈、手笔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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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针对沈阳故宫建筑装饰进行详细的阐释，从色彩、纹样及装饰的不同门类分别论述，通过与
其他建筑如北京故宫、西藏建筑装饰等比较分析其装饰特点，并进一步探究其产生的时代、环境等因
素对其的影响，从而为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解和满族对汉文化的诠释和融合等历史问题提
供可参考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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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取得和补充沈阳故宫主要建筑的测绘图和照片；　　（2）查阅和收集有关沈阳故宫建筑和
历史人物、事件的历史资料、档案、文献等，查阅有关满民族和清朝之前的历史资料和有关文献；　
　（3）对满、汉、藏、蒙建筑的调研，特别是对满族民居的调查和对典型建筑的测绘；　　（4）收
集其他宫殿建筑的有关资料；　　（5）对沈阳故宫建筑历史历次修复工作的调查，和对相关人物的
走访。
　　科学的比较与分析　　通过满族民居与其他民居的比较、满族宫殿与满族民居的比较、沈阳故宫
与其他宫殿建筑的比较，分析和总结出沈阳故宫建筑的特色。
　　全面深入而直观地表达　　以测绘图、照片、文字方式对研究成果分别进行多视角的描述，全面
、深入又直观地表达该成果。
　　1.3.1 沈阳故宫建设的自然背景　　1.3.1.1 沈阳地区的地理与气候条件　　沈阳故宫建筑装饰离不
开所在地的地理、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努尔哈赤选择沈阳作为“后金”的都城，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看重了沈阳的地理位置。
努尔哈赤一直把“天时”、“地利”、“人和”的逻辑思维作为他的决策依据。
这“地利”就是清史中对沈阳地理位置的评价：沈阳三面环山、四通八达，是块绝佳的军事要地，即
所谓的“形胜之地”，而浑河就是“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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