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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表·牌楼》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艺术:华表·牌楼》从历史演变和部件分类等多方面讲解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华表与
牌楼的结构、特征和艺术特点。华表又称表木。华表和牌楼本来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古代建筑，但是他
们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牌楼又名牌坊或坊，最早称衡门、乌头门，是居住区的出入口，是表
和门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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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华表又称表木。华表和牌楼本来是西种不同形式的古代建筑，但是他们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
源。早在尧、舜时期便已有了“表”，这是尧为征集民众意见而设立的木杆，古籍中有：“尧设诽谤
木，今之华表木也”，其形是在木头柱的顶部安放一块横木．设置在弹室的门前或交通要道上，以体
现君王向民众纳谏的诚意。华表在汉代时称桓表或衡表．衡者桁、横也。华表是中国传统的标志性和
纪念性的建筑物。　　牌楼又名牌坊或坊．最早称衡门、乌头门，是居住区的出入口，是表和门的结
合。表和坊的历史演变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周代，《周礼》中的祭祀活动远比战国时隆重。随着奴
隶制的逐渐消亡，远古的祭祀活动“礼崩乐败”。在春秋战国期间表和坊由祭祀形式演变为生活方式
。诸侯各国的都城多是以“闾里”为单位居住的。二十五家为一间．每一间中都设有可以随时发表意
见用的“弹室”，在每个“弹室”的门前都要竖有两根木杆，每根木杆上斜插一根短横梁。这是为了
方便居民随时都能挂“举报信”或“弹劾表”的。这就是由竖立的表杆最后发展为”华表”的“诽谤
木”。《说文解字》按“放言日：谤，微言日：诽。”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载：“程雅问
日：‘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日：‘今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
衡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工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肠路也’。”立表和建坊成为封建社会的管理手
段，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的消亡。　　当初的表和坊没有任何饰物。其外形简而又俭。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情趣的提高，建筑才由生存的需要转变为艺术的追求。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把猎取动
物的骨骼或皮毛带在身上作为炫耀生存能力的表征。后人虽然也称其为艺术品．但那是没有上升到精
神层面的艺术品。只有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了大量的剩余财物。这时才产生了精神的追求．真正
意义上的艺术品得以创造。尤其是白秦代封建社会取代了奴隶社会，这一历史的进步也标志着物质和
精神的一次大飞跃。从此建筑才走向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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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不错，物流业快，一次不错的当当网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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