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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建築與文化》

内容概要

建築是技術、藝術與人生的總合。建築物雖然是實質的，但它所能暗示或揭示的，卻包括了生活的全
部。因為它不但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技術與科學水準，那個時代的精神，當時的審美觀念，而且忠實的
記錄了當時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
建築是生活的舞台。人生離不開建築，大部分具有精神價值的物品都以某種形態連結在建築上。古代
的器物，包括藝術品，如果沒有建築空間的架構為基礎，都顯不出其文化上的光輝，就淪為美麗的骨
董。
中國建築在本質上是一種人生的建築。中國建築是以人為主的，是沒有理論的人本建築。簡單的說，
中國文化在這方面一直保有其原始的、純樸的精神，把建築看成一種工具，一種象徵。
中國人從來沒有認真的要改造建築，造成式樣的改變，卻也不受建築傳統的過分約束，常適度的予以
修改。因此中國建築幾千年來，就順著中國文化的漸變而漸變。它忠實的反映了中國人的過去；知識
分子怎樣在世界上求心靈的安頓，統冶階級怎樣展示其權力的象徵。殷商巨賈如何追求生活的逸樂，
都能表現在簡單而幾近原始的建築空間結構上，真是世界建築上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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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建築與文化》

精彩短评

1、我看过你一本书，因为你的口而低估了你，如今看来你确实就是口水化的~
2、閱畢，說古代中國人的居室空間感是很原始的，一個房間是要承擔很多個功能，而不是如現今的
西式房屋一般有著明確的空間功能劃分——忽然覺得我如今的生活真是尤其具有古典韻味啊~所謂臥
室、書房、起居室、會客廳、更衣間都集中在一個小方格子里。。。多麼多重空間融合貫通之圓融美
學啊~~
3、Final是一個吃書的季節
4、汉爷爷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精心包装的原始文化，秦汉建筑是熊的建筑，中国园林设计和切玉的道
理一模一样，从双开间到单开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唐以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圆，中国的建筑文化
是由文学意向控制的。
5、把关联性用到极致，虽不严谨，但有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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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國的建築與文化》的笔记-第64页

        建築大典是上樑，宋代還有著名的上樑文。
有了樑才產生中國的基本建築空間與流通性的空間觀念。因為這種流通性的觀念，柱梁架好以後，各
種空間裏面對外面的關係，或部份與部份的關係，很自然地產生。

2、《中國的建築與文化》的笔记-第63页

        中國文化的特色之一：簡單、直接反映在手指的運用上。
中國建築結構系統是樑柱。
世界上很多文化發展出來木造建築，這與自然環境有關。森林多的地方，房子都是木造的。可是中國
建築的柱梁結構系統，是其他木造建築文化中看不到的。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柱梁好像是木造結構所必須得，其實並不是如此。實際上木構造系統在結構上比較
容易用小的木頭疊成承重壁。

3、《中國的建築與文化》的笔记-第13页

        就「性」而言，西方人強調愛的重要性，發明一夫一妻制，目的在於維持人類社會和諧，以免爲
了爭奪配偶而發生殺戮。我們祖先爲了保持人間和諧，產生的文化其基本精神是尊重生物天性——將
性慾視為當然，古代沒有禁欲的倫理。

中國文化沒有發展出約制原始慾望的體系，卻努力把慾望神聖化。中國文化中的性，強調孕育後代，
稱之為傳宗接代。「孝」的包裝，性成為家族責任，孕育後代成了嚴肅的道德行為。由於承認慾望是
人性，又不信任內在的自我規範，因此發明了「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以避免誘惑。

4、《中國的建築與文化》的笔记-第30页

        中國建築是在現世主義、生命主義、官能主義的人生態度下，受倫理制度的外在制約而產生的。
要這樣去瞭解，才知道中國人的建築行為何以如此的動物性，何以缺乏精神素質。

5、《中國的建築與文化》的笔记-第12页

        原始文化是人在原始時代以本能為生存所產生的文化。其基本的性格是生存，一切價值以維持生
命為主要目的。而中國文化被視作經過包裝的原始文化，就是保留了原始文明的自然需要，但加上繁
複的禮儀。

6、《中國的建築與文化》的笔记-第73页

        你不懂玉文化，簡直就不懂中國文化。
中國基本的空間觀念，是在棒棒支配下，如果以水平延展的時候，就是建築平面的原則，這是中國文
化的另一個向度。手指是線，手掌是面。接觸手掌，面需要質感，需要細膩度、精緻度，還需要溫潤
感。在空間上所考慮到的是面的圖案這是二向度的造物。中國人二度空間的觀念是從玉的雕刻，玉器
來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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