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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圆明园作为帝王园居住理政的场所，它设置了专有的设计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为“样式房”，
其负责者被称为“样式房掌案”。

　　身为皇家第一园的特殊地位，使得与圆明园有关的记录从此丰富起来。
根据已知档案来看，圆明园的建设几乎年年都有而且改建频繁，情由各异。
但是留在奏案和活计档册中的文字记载，对于园林空间形象的表述并不是很完整。
按比例绘制的样式房图纸作为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资料实录，记录下了大量文献缺载的营建信息，并已
多次由考古挖掘证明具有很高的真实度．为我们了解圆明园的真实空间形象提供了准确依据。

　　圆明园的个体建筑不但出现了许多史无前例的形式，而且各个景区的建筑群设计立意非凡，有的
体现着儒家伦理型文化特点，有的表现出平等简素的审美理想，有的具有世外桃源的生活情趣，有的
富有宁静祥和的环境氛围。

副标题: 样式房图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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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黛姮，196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师从于梁思成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建筑与城市遗产保护。
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曾任清华大学建筑历史教研室主任
。

 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学术专著有：
《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一宋辽金西夏卷》、 《华堂溢采一一中国古典建筑内檐装饰艺术》、
《东宋第一山保国寺》、 《20世纪东方建筑研究》、 喀广代宗师梁思成》、
《乾隆御品圆明园》、《远逝的辉煌一圆明园建筑园林研究与保护)：中、英文版《中国古代建筑
》2003年在中国和美国分别出版(合作)，并主持编写《从龟兹到库车一一城市与建筑调查研究报告》
丛书。
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持完成古典建筑设计和重要文物建筑保护设计及规划多项，如杭州雷峰塔设计、珠海圆明园新园设
计，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恭王府保护规划及修复设计、圆明园
部分遗存保护及修复设计、隋唐洛阳城明堂和天堂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设计等。
其中“杭州雷峰塔设计”获2003年中国教育部评选“优秀设计一等奖”、2004年全国第十一届“优秀
工程勘察设计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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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凡例
上篇：圆明园样式房图档研究
　第一章　样式雷与样式房
 官式建筑的营造系统与样式房的性质
 样式房、样式雷与圆明园
 样式房有关圆明园的图样保存状况
　第二章 反映圆明园造园史的样式房图纸
 圆明三园营建简史
 样式房遗图所反映的圆明园变迁
　第三章 样式房图所反映的圆明园造园艺术
 山水空间环境的创建
 建筑群总体布局的网格化设计手法
　　⋯⋯
下篇：圆明园样式房图纸注释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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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②天然图画 从各时期总图上所反映的信息可以看出，道光五年前后，南侧水池和
岛屿皆被填埋，并于东侧添建了值房。
 ③坦坦荡荡 文献中未见有改建记载。
然而从样式雷图中却可以看到其变化。
乾隆中期以后，岛北岸修建了石拱桥“碧澜桥”与杏花春馆相接。
在鱼池东北部增建了观景平台，平台平面与西北部原有的四方亭对称，至咸丰时期，又恢复了只有西
北部一座亭子的格局。
同时，岛内西南角值房也不断有所添改。
 通过对建筑元素不间断的对称布局，使严肃的氛围层层加深。
最前面为土山、三座并列式的牌坊式门及两对在四角对称放置的华表，这里算是前导空间的第一个节
点，与周围的山林无明显的边界；走过三座并列的石桥，便是呈品字形排列的三座牌坊围合成的虚拟
空间，置于墙垣之外，这里算是前导空间的第二个节点，山林等自然的元素被甩在牌坊之外，较前略
感严肃；再经过外垣围墙上的琉璃牌楼式墙门，登上台基到达的宫门，最后到达坐落在封闭院落中高
台上的大殿，随之而来的庄严肃穆之气达到极致。
 2.体现平等简素的审美情趣 典型的如洞天深处，是皇子住所和读书的地方，这里东半部分为4组形式
规模皆相同的庭院，供皇子分头使用。
其西侧作了南北两组院落，南侧者为皇子们的书房“前垂天贶”，也是合院式，后部为一组小园林“
后天不老”。
寝殿和书房一区以白墙灰瓦素木门窗的单调模式，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布置四合院，几乎感觉不到皇
家园林的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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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圆明园的"记忆遗产":样式房图档》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圆明园的“记忆遗产”>>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