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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的文明》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一种技术，同时也是一门艺术，甚至是一个各种文化形态的综合产物。其中包含
着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科学技术、生活方式等各种因素。《营建的文明：中国传统文
化与传统建筑》主要论述中国古代建筑与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用通俗的语言解说建筑中的各种
文化现象，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建筑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
《营建的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内容超出建筑学的界限，把建筑当作一种文化和艺术来看
待，对于提高全民文化素质，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营建的文明：中国
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适用于普通读者，以及建筑学方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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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柳肃，1956年生，博士，毕业于日本鹿儿岛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湖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建筑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普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建
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学术委员、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日本建筑学会正会员。出版有学术专著14部
，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承担过20多项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古建筑的修复保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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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政治与中国建筑
一、营造法与建筑学——中国和西方建筑观的差异
二、皇权思想与城市规划
三、城市制度与城市管理
四、历史上的“形象工程”
五、礼仪制度与建筑礼制
六、国家表彰——牌坊的意义
第二章 中国哲学与中国建筑
一、自然哲学与生态意识
二、墨子与鲁班之争
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坛庙形制
四、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的差异
五、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的差异
六、阴阳五行与建筑方位
七、风水观念与建筑环境
八、“事死如事生”——陵墓的意义
九、艺术中的哲学思维
第三章 中国宗教与中国建筑
一、佛教传人与宗教建筑的发生
二、塔的演变
三、石窟的意义
四、外来宗教与中国传统祭祀
五、宗教与迷信
六、建筑中的信仰文化
第四章 中国教育与中国建筑
一、学宫与书院
二、孔庙的发展与孔子文化
三、文庙建筑与儒家文化
四、书院建筑与儒家思想
第五章 文学艺术与中国建筑
一、时代的风格与时代的艺术
二、以善为美的审美理念
三、“礼”与“乐”的文化意义
四、文学艺术、文人趣味与文人园林
五、中国绘画与中国建筑
六、中国雕塑与中国建筑
七、中国文字与中国建筑
八、象征型艺术
第六章 生活方式与建筑
一、市民文化与城市建筑
二、观演文化与戏台建筑
⋯⋯
第七章 民俗文化与民间建筑
第八章 地域文化与地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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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的文明》

精彩短评

1、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中国建筑。非常赞。入门的不二之选。
2、就是报了那么中国古代建筑艺术那门课，然后看到的参考书是这本，然后就去网上下载下来看完
了的；这是一本不错的入门的书，主要是对怎样欣赏古代建筑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的了解，以后出去
玩的时候看到的那些建筑群，或者一些建筑我想我都会从几个方面去分析这个建筑的特点然后增加一
些游玩的乐趣
3、在MOOC上学了一门课，就是柳肃老师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柳肃老师讲得非常好，这本书
其实就相当于这门课文字化了，我把它当成这门课的一个复习书来看。不过这本书存在一些错别字和
排版的问题。
4、这本书挺好看的 知识介绍的很多配图也很好
5、内容还算详实，小错误有点多，比如平安京平城京这个误了两次。作者是湖大的，图片关于湖南
的比例有些多。
6、太长见识了！如果我早几年看完这本书就好了。
7、考研书籍
8、除了获得关于建筑的一个并不是很清晰的知识性框架以外，其他的也就一般网络喷子水平。
9、知识量大而且读起来比较轻松
10、不错的中国建筑入门书，图文并茂，思路也清楚。
11、对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是非常易读的传统建筑入门书，面向很全，浅显易懂。定位于此不可能
太精太深。报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这门课，先读作预习。有些内容比较重复。配图不错。有些观
点论证略牵强。赞一下短评第一个，把比较重要的概念名词都圈出来了。看了看其他的古建筑相关书
籍，基本上入门的内容也就是这些。另外参考文献里的书目可延伸阅读。
12、重点读了开头结尾，过于通俗以至失去精准性了，逻辑衔接没有说服力，没有兴趣读更多。最后
一章说到中国古代神话不成体系，这句话有依据么？
13、上完课复习一遍。
14、From《建筑的意境》短评
2016.03.20-03.24 在《建筑的意境》之后读到此书，深感幸运。全书逻辑结构清晰，文字流畅，深入浅
出，对我这样一个建筑的门外汉，虽然信息量巨大，但读起来行云流水，读完甚感意犹未尽。在这本
书大带领下，从政治，哲学，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民俗，地域等不同角度来认识中国
古建筑，清晰的回答了“古建筑为什么是这样”这个诱人大问题，让建筑在我心中的呈现愈发立体，
同时也让我更深刻体会到“建筑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全部生活的集中体现”。
另外，全书的照片和文字的质感一样，不求奇险，但光线角度舒服，重点突出，交代清晰，看图和看
字都让人有爽朗之感，对作者的敬意更深一层。
15、不算是建筑学了，讲的建筑背景下的相关文化，思维和文笔都非常老派，有些观点我不敢苟同，
底子厚讲文化的东西还算丰富，讲文化的篇幅远远超过讲建筑，适合没入门想读浅一点的人吧
16、此书是针对于非建筑类的学生，但我觉得建筑类学生看了也受益匪浅！柳爷一直是我读书和做人
的终极目标！
17、文化与建筑对半分，没有哪个部分特别出彩。内容繁复，观点禁不住推敲。
18、建筑不仅涉及物质文化方面，还涉及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审美观念、民俗民风等精神文化的内
容，是石头的史书。以木构为特点的中国古代建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艺术形态，是一份值得永
久保存和研究的文化遗产。
19、柳素老师的书  内容很多和古建艺术那个课很像   结构很清晰  151222读完
20、自己导师的书～
21、评4星，公开课加1星。从文化视角出发，解说古代建筑，算是入门级图书，对古代建筑做一些背
景知识的了解差不多够了。尤其对于书院的理解深刻（谁叫湖大离岳麓书院那么近），对于一些国内
没有的建筑或构建竟能以日韩实例为证，请柳先生收下我的膝盖。但有一点明显不足是全书各处重复
较多，影响了系统性，略显得累赘（也有可能是建筑艺术的综合性决定的）。
22、重檐、歇山、庑殿、攒尖。“五门三朝”“左祖右社”“前朝后寝”。一池三岛。天一生水，地
六成之。开间，九五。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苏式彩画。佛塔、风水塔（镇妖塔）。孔庙、岳庙，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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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建的文明》

殿级，丹墀、龙珠、红墙黄瓦，重檐庑殿（歇山）。鸱吻、镇火、吞脊、宝剑。门簪，挂牌匾。孔林
，千年家族墓地。孔庙照壁=万仞宫墙，侧门：德配天地、道贯古今（礼门、义路<圣域、贤关>。瓶
生三戟（平升三级），喜鹊梅花（喜上眉梢）。外国广场，集会。中国广场，午门广场-阅兵，太和殿
广场-见群臣， 天安门广场-拆掉了从前的千步廊、六部。戏台，朝内开，娱神。坐下有席子，席位，
主席。仪门，有门无墙，重要人物开过。会馆圣母殿（福建），关帝庙（山西），万寿宫（江西），
禹王宫（湖北），张飞庙（屠户），孙祖殿（药材）。北土南木，窑洞吊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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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讲到中西方古代哲学差异的时候，作者说了这样的话：“应该说老天爷对他们（说的是希腊）
不够友好，给了他们一个严酷的生存环境。于是在他们的心中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意识，大自然是残
酷的，人类只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才得以生存。而在中国大地上，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这
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非常适合于植物生长和农业耕种。除了少数时候出现的自然灾害，大多数情
况下是风调雨顺，人们过的轻松而满足。中国民间的一句俗语' 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就是对这种惬意生活的简单总结。应该说老天给了中国人很优厚的生活条件，因此中国人的观念中
认为老天对人是友好的，不要与天作对（改造自然），只要顺应自然就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
能过好日子。古典农业的确是顺天时才能有收获，但是中国农业的传统精神里，却从来没有任何明确
的意识讲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认为自然是“友好的”。相反，人类就是从惧怕天地的原始社会中走
出来逐渐懂得耕作畜牧的。对自然畏惧的思想贯穿始终。只是中国人面对自然的态度很特别，很值得
研究而已。比如中国人独到五行观点，根据五行观点产生的在营造时“厌胜”的做法，园林规划中风
水的部分等等。农耕社会中人对自然的顺应，并非等同于认定自然对人是“友好的”。当然作者这里
如此说的原因是强调西方与东方文明的差异，但如此说的确不够精确。再者，比较中西方哲学起源这
么一个大问题，起码应该广泛的读书与实践而得出结论，之后概括性的写在书里，而不是粗浅的用自
己的话分析。可见作者在这方面有知识空白，又不花时间去解决。我对这么草率的处理这样伟大的学
术问题表示遗憾。作者对学术的不求甚解在书中随处可见，让书的学术水平大打折扣，对读者对正确
知识的吸取制造障碍。另。本书为文化与建筑的关系，即观念与艺术形式的关系。作者对待艺术形式
——建筑笔墨不够，又对观念挖掘不深。对待两者的联系较生硬，并且述而不作，我本期待能见到前
人书中或网路上没有过的新观点与新发现。但可惜没有。所以此书只能作为吸收知识的目录——作者
讲到哪里，就去哪里寻找更细致更多维更有深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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