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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小史》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但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建筑及建筑研究受到其他
因素的影响较大，导致中国现当代——尤其是20世纪末期到21世纪——建筑的发展呈现出较为混乱的
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普及和宣传就显得尤为迫切。
本书以“史话”体裁，概括而形象地为广大读者介绍了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流程、独特的艺术风格和
精湛的技术，为进一步了解和发扬我国古代建筑的优秀传统奠定了基础，并在继承传统与探索革新的
过程中，起到不可多得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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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大章，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就职于中国建筑
设计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并任中国紫禁城学会顾问、
中国文物学会民居学术委员会顾问、传统建筑园林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专注于建筑历史、民居、清代
建筑及古建筑彩画等方面的研究，并主持复原山海关古代建筑等多个项目，在业内声誉卓著。曾参与
编纂《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五卷“清代建筑史”，并有《中国民居研究》《中国民居之美》《中国古
代建筑彩画》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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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1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分期和演变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四千年，而中国建筑的历史要比史书记录的年代更古远得多。它经历过曲折
的道路，同时又不断革新，不断发展。按照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原始社会
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早期、封建社会中期、封建社会晚期这五个历史阶段。
2 半坡及姜寨
穴居及巢居分别是我国上古时代北方、南方的原始居住形式，而它们也分别演化出了抬梁式、穿斗式
这两种中国古代建筑最普遍的建筑形式。半坡及姜寨是我国原始社会最有代表性的居住遗址，其建筑
布置形式已经明确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特色。
3 二里头及殷墟
宫殿与陵墓是奴隶社会中诞生的两类重要建筑。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除拥有宫室、墓葬外，廊院
也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殷墟遗址为商代，在此发掘出了规模极为宏大的王室、贵族墓葬。在这个时期
内，建筑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城墙、台基、木构、桥梁等已然成形。人们集居的城市内部已有了功
能的分区。
4 《考工记》
《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记叙工艺制造的著作，其中列举了应用木、金、革、石、土五种材料及绘染
材料的三十种手工业工种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制度规定。其中“匠人”章节记录了工匠的土木营
造技术，保留了先秦时期建筑与规划方面的重要资料，其影响一直流传后世。
5 高台榭，美宫室
从先秦到两汉，台榭与宫室成为各国君主享乐与炫耀国力的重要手段。在木结构处于初始阶段、尚不
能建造大体量建筑物时，工匠们用土木混合的结构方式来解决多层建筑的问题。随着木结构建筑的日
益成熟，楼阁宫殿更多地采用纯木结构制造，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外貌。
6 万里长城
长城不仅是世界建筑史上“七大奇迹”之一，还是我国建筑工程历史的一部札记。从公元前7世纪到16
世纪中叶，长城的建造横跨23个世纪，工程量难以计算，材料也从最初的土筑、木板墙到后期的石墙
、砖墙。长城不仅是古代重要的防御工程，也是建筑艺术史上的一块瑰宝。
7 里坊与街巷
方整平直的街道方格网系统堪称我国传统城市规划布置最重要的特色，这一形式来源于里坊制。里坊
制及与其相应的闾里制度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成形，并一直延续至汉、唐，直到宋代才被街巷制所完
全替代。里坊制与街巷制不仅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标配”，还影响到东亚其他国家。
8 寺塔建筑中所反映的中印、中日文化交流
佛教作为各国各地之间的文化传播媒介，在建筑的交流中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我国的石窟、佛
塔等建筑形式均由印度传来，而我国的佛寺建筑又深深影响了日本寺院的营建。在古代，国家间的政
治、经济交流往往较为困难，而宗教却能打破国界的藩篱，促进文化间的融合与发展。
9 赵州桥与拱券结构
尽管我国古代建筑以木构为主，但以砖石为材料的拱券结构也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桥梁及
防火要求高的地面建筑上。中国拱券结构随着建筑技术与建筑材料的进步逐渐发展成熟，在技术、艺
术上都具备极高的水准。
10 《营造法式》及清工部《工程做法》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关于科学技术、建造技艺的著作极其罕见，其中的代表是宋代李诫编著
的《营造法式》和清工部的《工程做法》。《营造法式》是宋代建筑工程的总结性科学著作，亦反映
出至12世纪时我国建筑科学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工程做法》主要内容则是建筑过程中的监督控制，
尽管技术层面上有所逊色，却在装饰工艺等方面有其所长。
11 能工巧匠出自民间
中国古建筑工艺之精湛，构造之巧妙，在世界建筑史上亦享有盛名，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而这些
成就却是一些默默无闻、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的民间匠师们创造的。与此同时，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
反映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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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林苑、花石纲、《园冶》
中国的园林艺术将自然山水之美融汇于一方天地之间，风格独树一帜，典雅优美。从奴隶社会开始，
就已经有了苑囿式的园林。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苑囿逐渐被人工建造的山水园、因地制宜的宅园所
代替。明朝末年计成所著的《园治》即为总结宅园建造经验的专著。
13 视死如生的艺术——陵墓的地上地下
“视死如生”是中国古代的人们对于死亡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反映在了独特的墓葬形制和陵墓建筑之
中。中国的陵墓建筑可分为地下和地上两部分，地下部分满足了死者“死后生活”的需求，地上建筑
则以恢弘的布局来表现死者的精神永存。
14 轴线艺术
轴线对称式布局在中国古建筑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纯属的技巧，小到一所住宅，大到整座城市，都有
可能因循中轴线进行精确的配置。中国古代工匠通过对直轴、曲轴、竖轴、虚轴这四种轴线形式的运
用，制造出了无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的建筑作品。
15 彩色建筑
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建筑都缺少不了色彩，但每个国家的建筑色彩基调和风格又各不相同。中国
古代建筑色彩与众不同，用色强烈；图案丰富；使用色彩的部位多，面积大，但彼此间又十分和谐统
一，具有绚丽、活泼、生活气氛浓厚的艺术风格。在形成中国建筑色彩的诸多因素中，以琉璃瓦、彩
画及汉白玉材料所起的作用最大。
16 乡土建筑之根——民居
古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乃至各个国家内的各个地区之间的建筑都具有明显的差异，表现出浓厚的
乡土气息。中国地域广博，历史悠久，现存的具有特色的民居建筑不下数十种，其数量之多，形式之
异，在世界各国中也是十分少见的。即使在今时今日，也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17 华夏建筑的特色
严整的城市规划，标准化、多样化的木结构体系，建筑与自然环境的结合，就地取材，因材致用，绚
丽多姿的色彩⋯⋯中国传统建筑正是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富的内涵，成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迥然不同
的建筑体系，亦对现当代建筑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导读节选
一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分期和演变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丰富鲜明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生活
、蕃息在这块富饶土地上的劳动人民，就像所创造的各种璀璨古代文化一样，也创造了风格独特、成
就突出的建筑艺术。历来研究建筑史的学者都把中国古代建筑列为东方四大建筑体系之一。古代亚述
、巴比伦建筑为西亚古代建筑体系，负有盛名的空中花园、萨艮王宫等优秀建筑可称为一代奇迹。可
惜这个体系早已湮灭。南亚地区的印度系建筑亦有漫长的历史，受婆罗门教、佛教传布的影响，产生
过不少类如桑契大塔、阿旃陀石窟等雄伟的宗教建筑。流风所被，影响远及斯里兰卡、缅甸、南洋群
岛等地，但后来这个建筑体系被西亚的伊斯兰教建筑所隔断，没有持续发展下去。西亚后起的伊斯兰
教建筑体系，遍布欧、亚、非三洲，成为中世纪建筑历史上重要角色。但历史最悠久、风格最统一、
特点最显著者，莫过于东亚的中国建筑体系。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的建筑都长期稳定地融合在
这个体系之中，至今它还蕴藏着生机，为创造我国未来的建筑形式提供有益的营养。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四千年，而中国建筑的历史要比史书记录的年代更古远得多。它经历过曲折
的道路，同时又不断革新，不断发展。按照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发展过程可以大致分为五个历史
阶段：
原始社会时期
大约从60万年以前开始至公元前21世纪止，经历了漫长的时光。在原始社会中，人类曾经历过原始人
群、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三个发展阶段。解放以来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揭示出了这三
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面貌。当时的人类是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和消费的原始共产的社会生活。
初期的社会生产为采集野生植物，以后发展为进行渔猎以及原始农业。使用的生产工具为石器，并经
过了旧石器（打击形成的石器）和新石器（磨制出来的石器）两个阶段，有石斧、石凿、石锛、石刀
、石箭镞等类型的工具。同时也有少量骨器。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
原始人群时期，人类尚不能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只能利用自然条件解决居住问题，多选择近水、近猎
场的山洞居住。例如50万~40万年前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的北京猿人，即曾集体居住在天然山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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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原始人群居住的山洞在河南、辽宁、湖北、浙江等地皆有发现，说明洞居是一种普遍现象
。据文献记载，在南方潮湿、多猛兽的地区，原始人群也可能居住在树上。
距今4万年左右，中国原始社会逐渐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到了六七千年前，中国母系氏族公社发
展到了兴盛阶段，农业生产使人们定居下来，选择土层丰厚的黄土地区挖掘横穴或竖穴，用木材构筑
简单的屋顶，作为居住的地方，并且形成村落。从此开始了人类有目的的营造活动，再也不受天然洞
窟的局限，穴居提高了原始人群择居的自由度。由于黄河流域所处的有利自然条件，原始氏族村落大
量地在这些地方涌现出来。例如陕西西安市附近的半坡遗址（图2）、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等，都是
典型的原始氏族村落。
约在5000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的母系氏族公社先后进入父系氏族公社。居住建筑有的已经
完全建立在地面上，形成了真正意义的居住建筑。除了圆形、方形以外，还有“吕”字形平面以及三
至五间房连在一起的形式。在中国的其他地区，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不同，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结构
的房屋。如南方湖滨地区，有在密集的木桩上构筑的房屋，江西一带有脊长檐短、呈倒梯形屋顶的房
屋，内蒙古地区有用石块砌成的圆形小房等。
中国北部地区房屋的结构，基本上是采用木构件互相搭接，以绳或藤条绑扎方法固定的。屋顶为草泥
顶，墙壁多为木骨泥墙。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原始的榫卯技术。
奴隶社会时期
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前后经历了约1600年。按照古代传说，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财产
私有、王位世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阶级社会。夏代的创始者——禹动用了巨大的劳力整理河道，
防治洪水，挖掘沟洫进行灌溉，修建城廓、陂池、宫室。目前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可能属于夏代的几处
建筑遗址进行发掘，进一步探索夏代文化。
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成熟阶段，统治者大批役使奴隶，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石
器所具备的工具类型都已被青铜器所代替。根据某些建筑迹象表明这个时期可能已经出现锯子。商代
国都筑有高大的城墙，城内修建了大规模的宫室建筑群，以及苑囿、台池等。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
宫殿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宫殿遗址等实例中，可以看出建筑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设
计出了具有规整结构系统的大建筑物。奴隶主阶级根据“尊神事鬼”的迷信思想，在死后都要建造工
程浩大的墓葬。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中发现有大规模的宫殿、宗庙建筑区，还在陵墓
区内发现了十几处大墓，墓内有数以百计的人殉。墓穴深入地下达13米（图3）。夯土与版筑技术是当
时的一项创造，广泛用来筑城墙、高台及建筑物的台基。土和木两种材料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主
要材料。“土木之功”成为巨大建筑工程的代名词。
公元前11世纪建立的周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以许多王族和贵族为首领的诸侯国，建
筑活动比前代更多。从陕西岐山西周早期建筑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当时宫殿建筑已经形成了“前
朝后寝”以及门廊制度。个体建筑平面中柱列整齐，开间匀称。西周时代开始制作陶瓦，改善了屋面
构造。
延至公元前770年的春秋时期，社会财富不断集中在城市，对建筑提出了更高的使用要求。文献中记载
着“山节藻棁”“丹楹”“采椽”“刻桷"等对建筑外观描述的文字，说明当时已经产生了在建筑物中
使用彩绘及雕刻等手段进行装饰美化的新趋向。
封建社会早期
早期封建社会大约自战国时代开始；至南北朝时代结束，即公元前475年至公元581年，约经一千余年
的历史。这个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局面由第一
次大统一到大分裂的时期。生产工具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至汉代已经完成了铁器代替青铜器的改革。
木构架建筑体系亦形成初级形态。
战国时代各国的都城以及商业城市空前繁荣，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周的成周、魏的大梁、楚的鄢
郢、韩的宜阳都是当时人口众多、工商麇集的大城。城市内分布着宫殿、官署、手工业作坊及市场。
战国时代开始流行建造高台建筑，各国统治者都以“高台榭，美宫屋”来夸耀自己的财富与权势，在
政治上“以鸣得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在贯彻一系列政治措施的同时，
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建筑活动。修驰通，开鸿沟，凿灵渠，筑长城。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
征发七十余万刑徒修建庞大奢华的阿房宫和骊山陵。并集中了全国的巧匠良材，模仿六国宫殿的形式
，集中修建在咸阳北面的高地上。在首都附近200里内修建了270处离官别馆。沉重的劳役和残酷的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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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激起了农民的反抗与起义，结束了历时仅15年的秦王朝的统治。
继秦而起统一中国的西汉（前206年～前8年）和东汉（25年～220年）进一步发展了封建经济，都城的
规模更加宏阔。汉长安城（今陕西西安）内的未央宫和长乐宫都是周围10公里左右的大建筑群，城内
贯通南北的大街长达5.5公里，街宽50米。汉代陵墓规制亦有变化。东汉以后地下墓室大量采用砖石结
构，代替了木椁墓室，以求耐久。遗存至今的汉墓石阙以及墓中殉葬的陶制明器和墓壁装饰用的画像
砖、画像石和壁画，都直接或间接反映出汉代建筑的丰富形象（图4）。
两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建筑的技术与艺术也呈现出划时代的变化。木构技
术进一步提高，不仅应用于单层房屋，而且开始建造楼阁建筑。建筑屋顶形式多样化，出现了五种基
本形式一一庑殿（四面坡的屋顶）、悬山（两面坡的屋顶）、囤顶（弧形的屋顶）、攒尖（坡顶攒聚
在中心点后屋顶）以及折线式的歇山顶（山面是悬山加披檐的屋顶）。砖、石及石灰的用量较前增多
。用于墓室中的空心砖长达1.5米，砌筑拱券用的型砖有小砖、楔形砖、子母砖等多种类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社会历史上的动乱时期，由于连年争战。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人民企
图从宗教信仰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因此，自东汉以来传入中国的佛教逐渐兴盛，建寺立塔，成为当
时建筑活动的重要内容。在北魏统治区域内建筑了佛寺三万多座。《洛阳伽蓝记》中所记载的永宁寺
即是洛阳城内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寺内木塔高达9层，“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这座高大的木
构建筑足以代表当时建筑水平之高。此外，还建造了大量的石窟寺。现存的山西大同云冈（图5）、
河南洛阳龙门、甘肃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山西太原天龙山、河北邯郸响堂山都是当时著名
的大窟。石工们以极为准确而细致的手法，不仅雕凿了巨大的佛像，而且檐廊、窟壁上还留下不少有
关建筑的形象，可作为我们了解这时期建筑状况的参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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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前两章是建筑史，后面是长城、石窟、园林、墓室以及一些特殊建筑构造的介绍。感觉泛泛而谈
，算不上严谨的史！
2、小史，入门。初版1986年。
3、入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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