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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筑史序说》

内容概要

路秉杰、包慕萍编译的《日本建筑史序说(原著增补第3版)》是一本系统介绍日本从古代到明治时代建
筑历史的学术专著。目前引进版是太田博太郎先生自1947年初版后的第三次改版，也是这位世界级建
筑史大家的绝笔版。其对于日本建筑史研究和考证的经典地位一直位居日本各有关建筑类书籍之首。
可供高等建筑院校师生、建筑师以及研究与爱好日本建筑文化的各界人士研读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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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太田博太郎 译者:路秉杰 译者:包慕萍
太田博太郎 日本著名建筑史大家。重要著作有《日本建筑史序说》《日本的古寺》《日本民居》《日
本建筑史基础资料集成丛书》等等。
1912年生于东京
1935年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毕业
1943年东京大学副教授
1957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1960年东京大学教授
1973年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
1974年九州艺术工科大学(现并入九州大学)校长
1978年武藏学园(包括武藏大学、武藏高中、武藏初中)园长(董事长)
1992年(财团法人）文化财建造物保存技术协会理事长
1999年日本学士院(The Japan Academy)会员
2007年辞世
路秉杰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中国建筑史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中国
古代建筑历史、修缮与设计，日本古代与近代建筑文化研究。主要著作：《天安门》《中国伊斯兰教
建筑艺术》，译著：(日译汉)《日本建筑史精要》《地震反应谱的分析及应用实例》《日本文化城镇
保护》，(汉译日)《苏州园林》《扬州园林》等。
包慕萍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硕士，东京大学工学系研究科博士(工学)，博士学位论文荣获日本“亚
洲·太平洋研究奖”(2003年，神户)。现任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个人专著：(日)《游牧与
定居的重层都市呼和浩特》，译著：(日译汉)《建筑学的教科书》。合作出书：(日)《近代建筑的亚
洲》、(日)《中国文化史大事典》、(日)《亚洲视野下的日本都市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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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日本建筑的特征
一、日本的自然与社会
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对传统的继承
三、日本人的建筑观
四、日本建筑的材料与结构
五、日本建筑的设计意匠
第一篇 古代
一、竖穴与干栏式
二、神社建筑的产生
三、佛教建筑的传人
四、佛教建筑的发展
五、密教建筑的特征
六、神社建筑的发展
七、净土教建筑的流行
八、建筑形式的日本化
九、造寺司和木工寮
十、寝殿造的完成
第二篇 中世
十一、大佛样与重源
十二、禅宗样的传人
十三、禅宗建筑的发展
十四、和样的传统
十五、新形式与和样
十六、建筑业者的行会组织——“座”
十七、中世建筑的结构与设计意匠
十八、从寝殿造向书院造的发展
十九、地方建筑界的繁荣
第三篇 近世
二十、新建筑与新生产方式
二十一、城郭建筑的兴盛
二十二、书院造住宅的发展
二十三、茶室的产生
二十四、书院造住宅的普及
二十五、近世的工匠们
二十六、城市的发展
二十七、市民社会的建筑
二十八、城市住宅(町家)与农村住宅
二十九、西洋建筑的传人
附录A 日本建筑史文献
一、论著目录
二、概说书
三、与中国、朝鲜相关的论著
四、专业术语解说
五、建筑物的目录与图录
六、结构与设计意匠
七、建筑生产
八、住宅建筑(1)：概说／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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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住宅建筑(2)：中世／近世
十、茶室与民居
十一、神社建筑
十二、寺院建筑(1)：概说／飞鸟、奈良时代
十三、寺院建筑(2)：平安时代
十四、寺院建筑(3)：中世／近世(包括灵庙建筑)
十五、城郭与都市
十六、学校、剧场及其他
十七、明治建筑
十八、建筑保护问题
十九、史料的探讨方法
附录B 续日本建筑史文献
一、论著目录
二、概说书(包括跨两个领域以上的论文集)
三、中国与朝鲜
四、专业术语解说
五、建造物的目录与图录
六、结构与设计意匠(建筑部分／木割法)
七、建筑生产
八、住宅建筑(1)：概说／古代(包括宫殿、衙署)
九、住宅建筑(2)：中世／近世
十、茶室与民居
十一、神社建筑(近世社寺建筑报告书从略)
十二、寺院建筑(1)：概说／飞鸟、奈良时代
十三、寺院建筑(2)：平安时代
十四、寺院建筑(3)：中世／近世
(包括灵庙建筑／近世社寺建筑调查报告书从略)
十五、城郭与都市
(包括农村集落／集落村镇街道调查报告书从略)
十六、其他
十七、明治建筑
十八、建筑保护问题
十九、辞典／年表
二十、建筑史学史
二十一、国宝-重要文化财建筑物修理工程报告书目录补遗
(昭和四十四年(1969)后，以县为别)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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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关野贞、伊东忠太的余音，其实书蛮老的。日本人文献脉络真清晰，很容易就溯源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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