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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几千年来始终延续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这种一脉相承的建
筑体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造成儒家思想主导我国建筑文化这种事实，有自然地理与社
会政治的两种因素。从地理环境来说，我国周边有大海、高山和沙漠，由于交通不便，受到外来文化
的入侵相对较少。从社会政治来说，中国儒家思想产生以后，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推崇，同时儒家文化
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各地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文化的渗透，所以，我国的建筑文化虽然经历了数千年
的发展，其核心价值观从未改变。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国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设计，乃至装修装饰
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就拿城市规划来说，几千年来，我国按照统一的模板不断克隆，在外国人眼中
“中国有一千零一个雷同的城市”。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在建筑上留下尊卑
等级的烙印。从壮丽重威的紫禁城到到遍及全国的行政官衙，在设计上都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如果超
越标准就犯了“僭越”之罪。北京四合院、山西大院、岭南民居锅耳屋、徽州民居、广东开平碉楼、
福建五凤楼、云南一颗印，各式各样的民居建筑都深深打上了礼制文化的烙印。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被历代帝王赋予“至圣至尊”、“万世师表”、“大成至圣先师”这样无比崇高
的称号。因而出现了祭孔建筑，在全国各地都建有孔庙，在山东曲阜更有孔府、孔林这些大规模的建
筑群。在科考制度下还产生了私塾、太学、国子监、辟雍、书院、会馆、贡院这些儒学文化建筑。在
儒家仁义礼智信与忠孝节义的思想下，还产生了南京明孝陵，北京明十三陵，清皇陵这些陵园建筑群
以及牌坊、祠堂等纪念性建筑。儒家文化也有过度强调男女有别的一面，甚至产生了江南避弄这类畸
形的空间。
儒家思想对建筑文化的影响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当今的开发建设来说也是取之不尽的精神
财富。本书不仅分析了儒家思想对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与技术的影响，还结合当代城市规划、公共建筑
设计、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分析可以借鉴的地方，让我们从中传承历史、沟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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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不错的，推荐～
2、儒家思想之于中国文化，仿若基督教之于西方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呈现于显性的意识形态，更沉
淀于其所主导的文化演进的非显性层面和微观层面。建筑作为一种实存的综合体，在中国古代向来承
载了等级、秩序、审美、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儒家文化即深深地潜行其中。这本小书找到了很
好的一个点，并用相对通俗的方式加以解读，是一个专业建筑师很好的尝试。国人对于儒家思想尚多
有误区，对于中国建筑之美也缺乏相应的审美能力，更较难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在礼制、秩序、思想等
方面所隐含的意义，这个一百讲可以完成一次普及。很好的一本书，编排方式也比较适合当代读者浅
阅读的趋向。推荐！同时也表示，比较喜欢这本书的装帧，露背装，很复古，与内容相当益彰。
3、很不错的书，能在欣赏古代建筑的营造设计时，更深入了解了中国儒家文化，是了解儒家文化的
一个有趣又独特的视角。书中更有对现代建筑对古代文化传承的分析，值得推荐！
4、作者道听途说或凭空臆测的“小百科”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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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儒家思想之于中国文化，仿若基督教之于西方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呈现于显性的意识形态，更沉
淀于其所主导的文化演进的非显性层面和微观层面。建筑作为一种实存的综合体，在中国古代向来承
载了等级、秩序、审美、意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儒家文化即深深地潜行其中。这本小书找到了很
好的一个点，并用相对通俗的方式加以解读，是一个专业建筑师很好的尝试。国人对于儒家思想尚多
有误区，对于中国建筑之美也缺乏相应的审美能力，更较难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在礼制、秩序、思想等
方面所隐含的意义，这个一百讲可以完成一次普及。很好的一本书，编排方式也比较适合当代读者浅
阅读的趋向。推荐！同时也表示，比较喜欢这本书的装帧，露背装，很复古，与内容相当益彰。
2、书籍内页文章通俗易懂，最关键是篇幅不长，这就很好了。我是在图书馆的哲学区找到的这本书
，是很醒目的露背装，装祯素雅，每一讲都有一副小小的建筑画，一看就喜欢。我之前以为都是讲古
代建筑方面，没想到也讲到了现代建筑。儒家文化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直到今天也有很大影
响。唯有一点，第十一讲中，讲四合院建筑顺带提了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事，原文讲鲁迅买了八道
湾的房产，与母亲兄弟同住，弟媳羽太信子想要独占四合院，污蔑鲁迅偷看她洗澡，周作人听后写信
给鲁迅绝交，鲁迅最终搬离八道湾。作者说，八道湾后院房屋的窗子开得很高，从外面无法看到屋里
，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偷看她洗澡纯粹是无中生有。我觉得这个例子不好。例子的内容敏感，知情人都
做了古。亲兄弟之间的矛盾按理说是家事，但因为鲁迅、周作人两位都是著名文学家而备受关注。首
先，八道湾的房产不是鲁迅一个人的，而是三房共有：“惟其名户则由树人出名，倘有事故，再以次
房作人，三房建人轮具”。所以不能说羽太信子想要霸占房产而赶走户主。至于“偷看洗澡”那条谣
言，当初传得很厉害，但谣言始终是谣言。按照作者原文的意思来读，羽太信子很可恶，而鲁迅就很
高尚，看了兄弟的绝交书后就“无奈地”搬了出去。言辞明显偏向一方而不够中肯，这对不知道实情
的读者来讲很容易造成误解。周氏兄弟失和已经成了个谜题，鲁迅的日记没有记，周作人的日记记了
后来有剪了。我们这些看热闹的人，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把普通的兄弟失和上升为“中国近代文学
史上的一大疑案”，挖空心里猜测他们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真是够了。不过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事
，还是止庵写的好。只叙述，不做评价。
3、很不错的书，能在欣赏古代建筑的营造设计时，更深入了解了中国儒家文化，是了解儒家文化的
一个有趣又独特的视角。从皇城布局到学府书院再到普通民居，可从中体会儒家文化对古代建筑设计
理念的广泛影响，书中更有对现代建筑对古代文化传承的分析，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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