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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建筑设计市场异常火爆，国内建筑设计企业也飞快地进行
了质与量的提升。相比较建筑设计领域的热闹，我国的建筑理论与建筑历史研究领域则显得比较冷清
，高质量、高水平的建筑理论著述较为缺乏，特别是面向建筑院校师生的有理论深度的文章较为少见
。为了向建筑院校师生特别是高年级学生提供建筑理论与建筑历史方面有深度的读物，我社决定出版
《建筑理论·历史文库》系列丛书，本丛书拟以连续出版物的形式每年向读者推出1～2辑。《建筑理
论·历史文库》每辑将收录一些建筑理论和建筑历史方面具有学术价值、理论见解和代表性的论文，
稿源主要包括以往已经出版发表过的优秀论文和新约稿的文章，由本书编委会的众位专家推荐、审稿
，以保证书稿的质量，满足读者的需求。本书主要包括建筑史学史、中国建筑史研究、外国建筑史研
究、建筑考古、传统园林、民居与乡土建筑研究、建筑思潮、建筑评论、国外建筑理论译介、建筑名
著评介、建筑名家解析、西方建筑理论、当代建筑理论、理论历史研究、建筑美学、建筑遗产保护、
城市设计等栏目设置。本连续读物致力于以较高的学术性和理论深度为广大读者提供一套有学术价值
的精神食粮，从而为提高读者的理论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企盼以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绵
薄之力，推动建筑理论与建筑历史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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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理论·历史文库(第1辑)》主要包括建筑史学史、中国建筑史研究、外国建筑史研究、建筑考古
、传统园林、民居与乡土建筑研究、建筑思潮、建筑评论、国外建筑理论译介、建筑名著评介、建筑
名家解析、西方建筑理论、当代建筑理论、理论历史研究、建筑美学、建筑遗产保护、城市设计等栏
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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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建筑史学史
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的思考
关于建筑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建筑史基础史学与史源学真谛
梁思成与梁启超：编写现代中国建筑史
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
汉代的建筑式样与装饰
中国古代院落布置手法初探
大乘的建筑观
明代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
五凤楼名实考——兼谈宫阙形制的历史演变
斗棋、铺作与铺作层
石头成就的闽南建筑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
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主题：现代转型
近代中国私营建筑设计事务所历史回顾
清末天津劝业会场与近代城市空间
当代建筑理论
建筑的模糊性
现代化一国际化一本土化
当代建筑批评的转型——关于建筑批评的读书笔记
白墙的表面属性和建造内涵
媚俗与文化——对当代中国文化景观的反思
传统园林
我国古代园林发展概观
清代皇家园林研究的若干问题
山林凤阙——清代离宫御苑朝寝空间构成及其场所特性
中国城市史研究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小史——西汉长安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小史——汉魏西晋北魏洛阳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小史——六朝建康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小史——隋唐长安
民居与乡土建筑研究
难了乡土情——村落·博物馆·图书馆
从文化整体性上研究与保护我国传统民居
乡土建筑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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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的思考陈薇按社会发展史划分和依建筑类别分类，是研究中国古
代建筑史常用的两种框架体系。我个人对此问题比较感兴趣，出于两方面的认识：一是在前几年的教
学中，由于与学生的接触，开始感觉到中国古代建筑史现有的框架，在许多方面不能适应和满足学生
的所求所思，即使教师科学客观地评价，也无法与他们建立共识。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现有的建筑
史框架体系所传授的内容对他们只是一种知识和修养而已，而不能深解其可能推演出的社会和文化意
义及规律，进而丰富他们的设计思想乃至对创作思维助益。二是我认为，一门学问的研究框架，可以
说是那个时代载体化知识序列化和系统化的重要表征，而近十年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整体知识结构
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史所依存的相关学科背景及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有显著突破。这就促使我思考这
样一个问题：现有的框架不足和目前的知识背景改变，其突出的特征是什么？能否以此为出发点尝试
架构一种新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呢？从认识论上看，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即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前、中、后期社会的形态和政治朝代进程，来对中国古代建筑史进行框架，是基于这样
一种唯物的理解：“无论从哪方面着眼，建筑都是时代的反映，一部忠实的史录”。它的突出贡献在
于：完整而准确地勾勒出中国浩瀚林总的建筑类别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的在形
象、技术、功用上的特征和兴衰进程，且主要解决了建筑断代和时代风格的“是与不是”的定位问题
。如按这种编年史的线形研究，很容易理解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达到高峰的唐代建筑风格和技术成熟的
特色。但是，这种我们姑且称为“编年式”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
，忽视了建筑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异与不同步现象。譬如，东汉和西汉在社会发展史上，统称为
汉，它们和战国、秦及随后的三国同为封建社会前期，但就建筑自身发展言，东汉较西汉是一个重要
的变革时期，在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形象等诸方面均迅速发展和有大的突破，中国
独特的木构技术体系也是在此时成熟的。因此，按一般的社会发展史划分建立中国古代建筑史框架，
就不能完全揭示出建筑内在的发展规律和变革性的标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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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建筑理论·历史文库(第1辑)》是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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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类书已经不好找了。现在的书全是图片，毫无理论深度。值得收藏
2、前几部分似乎稍微透彻一些，一到近代、当代理论就各种不知所云、隔靴搔痒~~
3、其实有点偏
4、读了前两篇文章，感觉晦涩难懂，不愧都是业界大手啊！学术性太强，可读性不高，并不太适合
现阶段的学习。其他文章泛泛翻过，暂留标记，以后再读

Page 7



《建筑理论·历史文库（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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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