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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宫》

前言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古代叫紫禁城。北京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都非常优越，有三干多年
的建城史，是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之地，有过四座大内皇宫。辽、金的都城和皇宫在改朝换
代的战争中焚毁了。洪武元年(1368)，徐达率领大军攻克了元大都，逐元帝于漠北。在朱元璋执政的
洪武年间，曾先后修建过南京吴王府、临濠(凤阳)中都、南京大内三座大明皇宫。    明成祖朱棣在永
乐年间，迁都北京，并在北京重建新都和皇宫。由于要弘扬大明王朝的新气象，又有明初所建三座大
明皇宫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明成祖朱棣对北京都城和皇宫的修建自然会有更新、更高、更符合汉族礼
制的要求。北京紫禁城的修建毕竟是在农业文明时代，所用的建筑材料是传统的土木砖石，所用的建
筑工艺也是传统的大木结构，除选材精到和做工精细外，紫禁城的宏伟壮丽、皇权神圣主要是靠建筑
的空间系列变化来表现。因此，紫禁城建筑的群体布局和文化内涵便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皇宫的
布局设计强调天命至尊、皇权无上，集君权、族权、神权、夫权于一身的皇帝，成为人间的最高代表
。因而必然要以封建时代特有的儒家学说、风水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在布局设计上进行全方位的思考
和仔细的推敲。所以北京紫禁城的布局规划，最符合《周礼·考工记》所载的有关王城的规划设计。
虽然在两千年前的周代就有理想的王城规划设计，但历史上成功的实例却不多见。在明代以前，只有
元大都皇宫算是最成功的一例。但北京紫禁城的布局规划，在体现皇权至高无上方面远远超过元大都
皇宫，也更有汉族文化特色。    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变革中，战胜的一方总是要把战败王朝的都城和
皇宫付之一炬，繁华的都城和金碧辉煌的皇宫都化作熊熊燃烧的大火、浓烟、焦土、瓦砾，很少有都
城和皇宫能幸存下来。明初所建的南京吴王府、临濠(凤阳)中都皇宫、南京皇宫，虽然有不同的命运
，但在清初时就已是残破不堪，有的已成一片废墟了。只有北京紫禁城作为大明皇宫历时224年后，在
明、清换代的战争中又幸存下来，继而又成为大清王朝的紫禁城，此后又传十帝，历时267年。    北京
故宫是世界上现存皇宫中历史最悠久、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封建皇宫。北京紫禁城虽然
在明、清两代一直不断地营建、重建、改建、扩建，但它基本规模仍然是明永乐时期所确定的紫禁城
，至今仍能看到许多明代的古建筑。这是弥足珍贵的。    本书以介绍北京故宫的建筑为主，插入相关
的文史知识，配有相当数量的实景照片，便于读者更加详细地了解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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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宫》

内容概要

《解读故宫:一座宫殿的历史和建筑》介绍了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皇宫中历史最悠久、建筑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封建皇宫。北京紫禁城虽然在明、清两代一直不断地营建、重建、改建、扩建，
但它基本规模仍然是明永乐时期所确定的紫禁城，至今仍能看到许多明代的古建筑。这是弥足珍贵的
。《解读故宫:一座宫殿的历史和建筑》以介绍北京故宫的建筑为主，插入相关的文史知识，配有相当
数量的实景照片，便于读者更加详细地了解北京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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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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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宫》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太子宫、皇子宫分别是指专为皇太子、皇子、皇孙所建的居所。明代太子宫今已
不存。现存的清代太子宫大多只住过一任太子，因太子登极后，便因是“潜龙邸”而不再入住皇子。
太子是皇储，地位显赫。因太子宫位于紫禁城的东部，民间常以“东宫太子”相称。 毓庆宫 毓庆宫
位于内廷东路。明弘治年问，这里新建了一座供奉太后神位的奉慈殿。明隆庆年间，将奉慈殿改名为
神霄殿。清康熙十八年（1679），拆除了神霄殿等建筑，为皇太子允扔修造了一座寝宫——毓庆宫。
允扔被废之后，这里成为皇子、皇孙的居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仅12岁的弘历因得到祖父康
熙皇帝的赏识，恩赐住进了毓庆宫，17岁结婚时迁居乾清宫西五所的二所（重华宫）。乾隆八年
（1743）改建毓庆宫，并添建后殿。 乾隆年间，在乾清宫上书房读书的皇子、皇孙大多居住在毓庆宫
，直至15岁才迂到宫外的官邸。皇十五子颐琰（嘉庆皇帝）从5岁到15岁居住在毓庆宫。嘉庆初期，因
太上皇乾隆仍住在养心殿，嘉庆皇帝便以毓庆宫为寝宫。嘉庆皇帝入主养心殿后，毓庆宫作为皇帝的
“潜龙邸”，不再入住皇子。清末幼年即位的光绪皇帝，便被安排在毓庆宫读书，翁同铄、孙家鼐、
夏同善、孙治经先后担任老师。1911年以后，清逊帝溥仪仍在毓庆宫读书。 毓庆宫是一座四进院落的
大宫殿。主体建筑毓庆宫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前檐明间开门，次间、梢
间是槛窗，后檐明间有一个穿廊与后殿相通。穿廊面阔一间，进深三问，东西两侧都是槛窗。后殿面
阔五间，进深三间，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前檐明间与穿堂相通，廊檐安装有小板门，次间、梢
间都是槛窗，后檐也都是槛窗。后殿室内明间悬挂有“继德堂”匾额，嘉庆皇帝为皇子时赐西次问藏
书室名为“宛委别藏”，东耳房名为“味余书室”，东侧围房名为“知不足斋”。两侧共有20间围房
。 重华宫 重华宫位于西六宫区北面、西二长街北端百子门的斜对面。 此处本是明中期为未成年皇子
所建的宫殿西七所。清初改为乾西五所，供未成年皇子所居。雍正五年（1727），皇四子弘历奉其父
皇之命，从毓庆宫迁到乾西五所中的二所居住，一直住到即皇帝位。乾隆皇帝即位后，这里便升格为
潜邸，在此建重华宫。嘉庆七年（1802）和光绪十七年（1891）重修。 重华宫占据了原乾西五所中三
个所的面积，由三个宫院组成。院内从南至北排列着三座宫殿，即前殿崇敬殿、中殿重华宫、后殿翠
云馆。重华宫的东侧院是漱芳斋，西侧的院落改建为重华宫的厨房。 崇敬殿面阔五间，黄琉璃瓦单檐
歇山顶，前出抱厦三间，内悬挂着乾隆帝御笔亲题的匾额“乐善堂”。“乐善堂”是雍正十一年
（1733）弘历被封为和硕宝亲王时，同时受赐的。堂内还悬挂着乾隆帝自拟、大臣张廷玉敬书的楹联
“圣训光昭敬诚常自勖，天伦敦叙忠孝在躬行”。堂内中部为宝座。乐善堂的东西暖阁供佛像。东暖
阁内悬挂有康熙帝书写的“意叶心香”匾，楹联“莲花贝叶因心见，忍草禅枝到处生”。西暖阁悬挂
着“乾隆帝书写的匾额“吉云持地”，楹联“满字一如心得月，梵言半偈舌生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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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宫》

编辑推荐

《解读故宫:一座宫殿的历史和建筑》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这座历史悠久的皇家居住城的历史和
建筑结构。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爱好者，尤其是对北京宫殿感兴趣者来说，《解读故宫:一座宫殿的历史
和建筑》的出版绝对是一大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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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宫》

精彩短评

1、作为去之前的科普介绍读物很不错
2、简单看了下，内容比较全面，但每个部分的内容太过简略，图片清晰度一般，而且都是小尺寸的
，不过书里面有几处手绘的布局图还是挺好的。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收到书的时候虽然外面有塑封
，但封面上的“故宫”两个字却几乎没印上，塑封上面也没有沾到，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3、包含紫禁城的修建始末，明清对紫禁城改建重修等详尽的整理记录，是一笔不错的资料。另外，
由浅入深，讲故宫的建筑，由外而内，由大而小，越发详尽，从大型建筑的介绍到建筑群，建筑等级
影响的建筑细部，以及部分独特建筑景观，都有不错的描写。配图很棒，专而精。
4、书的质量很好，简要浏览一下，内容适合对故宫感兴趣的读者
5、全彩色的，质量很好，我买的着重点是对故宫建筑的描写，每一个宫都有彩图外还有象买房子那
样的户型图，总之比预期的还好。补充：前天看完了本书，发现155页有破损，就办理了换货，结果昨
天就给送货了，是全新的书，服务挺周到的，换货程序还挺便捷！
6、本书评细介绍故宫这个宏伟的建筑.深感中国人的设计和建筑伟大
7、栋宇皆史。
8、比较全面的介绍了故宫，里面有勘误
9、以前有一本差不多的 这本貌似是再版 内容翻翻差不多吧 总之还行 不错
10、附有每处建筑的彩色照片很清楚，且有建筑平面图，讲解详实，是本值得一看的好书。
11、太喜欢这本书了，列入必购书单。对故宫有简洁全面的解读，一座宫殿，一段历史。承载明清两
朝历史的故宫，值得我们细细研读，深入挖掘。
12、喜欢这本书的内容，对建筑多有介绍而不是介绍那些宫闱琐事博眼球，特别是一些细节，正好是
我关注的地方。
13、挺全面的，内容错误很少，就是文字是说明文，有点无聊，里面几张地图不错，加一星~
14、内容充实，讲解详细，是了解故宫不可多得的好书。
15、2015年8月24-27日读，2015-266，图120。
16、但是书中的图片不都清晰，内容还不够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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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宫》

精彩书评

1、时隔多年后准备详游故宫前买的一本书，发现非常实用。对故宫的前世今生和建筑、文化、典故
、涉及人物都有详尽介绍，文字简洁，点到即止。而且书籍比较明显是面向普通读者的，所涉及到的
所有专业术语都有解释，一点也不故作高深。强烈推荐游故宫前读，不然走马观花看几座破旧的宫殿
会很快让人厌倦。故宫里到处都是这样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看到的这些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的游
客。主要内容还是偏向建筑方面的，学建筑的学生应该也可以开卷有益。算了我还是把大目录抄一遍
吧。第一章 故宫的前世1、 北京古城的前身——蓟城的几度变迁2、 明初三都3、 明代迁都北京始末4
、 明代北京城和紫禁城修建始末5、 清代北京皇城与紫禁城清代第二章 故宫的营造法式1、 中国古代
宫城的设计思想2、 古代宫城的基本规制3、 紫禁城单体建筑的等级差别4、 督建官员和著名工匠明第
三章 故宫的建筑形制1、 城池建筑2、 紫禁城四门3、 重要的宫门4、 宫廷广场5、 外朝三大殿6、 外朝
三大殿的辅助建筑7、 内廷后三宫8、 太子宫、皇子宫9、 后妃寝宫10、紫禁城中的御花园11、紫禁城
中的佛寺、佛堂12、紫禁城中的道庙13、皇帝家庙和斋宫14、太上皇宫和太后宫15、宫廷藏书楼16、
其他建筑第四章 故宫建筑装饰细节1、 屋顶装饰2、 斗拱3、 外檐装修4、 内檐装修5、 建筑彩画装饰6
、 宫廷陈设7、 展示皇权威仪的露天陈设8、 影壁9、 墁地和墙体10、叠石山和奇异峰石盆景11、石雕
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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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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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