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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中国古建筑》

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古代建筑样式中的台基、栏杆、屋顶等建筑样式中的细节组成部分，结合建筑中的色彩与
装修、园林艺术等大体建筑样式，图文并貌的表现出中国传统建筑之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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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中国古建筑》

作者简介

李金龙，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舞美设计专业，现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上海戏剧
家协会会员、上海创意产业协会会员。
    教授素描、色彩、速写和《中国古代建筑样式》、《外国建筑艺术》、《中外家具史》等课程。
    任多部电视剧、戏曲和文艺演出的美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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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中国古建筑》

书籍目录

一、古建筑的起点——远古建筑二、古建筑的基础——台基三、古建筑的骨架——梁柱构架四、古建
筑的骨架——斗拱五、古建筑的内架——雀替六、古建筑的骨架——柱础七、古建筑的项部——屋项
八、古建筑的顶部——屋脊装饰九、古建筑的项部——瓦与瓦当十、古建筑的装修——门十一、古建
筑的装修——窗十二、古建筑的装修——栏杆十三、古建筑的装修——罩十四、古建筑的装修——天
花十五、古建筑的装修——彩饰十六、古建筑的墙与地十七、古建筑的守护者——石狮十八、古建筑
的摩天者——塔十九、古建筑小品——幢二十、古建筑小品--牌楼二十一、古建筑的芸芸众生--民居
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4



《识别中国古建筑》

章节摘录

　　一、古建筑的起点——远古建筑　　五十万年前，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所居住过的天然岩
洞应该是人类最早的“住宅”之一。虽然岩洞无论大小，均不能认作为“建筑”，但其被当作住所使
用时，它的功能与现在的建筑并没有质的区别。今天，黄土高原上人工建成的窑洞不仍是民居中一种
别具特色的建筑吗。　　距今六七千年前，我国广大地区已进入氏族社会，先祖们的住房已从对自然
的利用演进到对自然的改造。从已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建筑遗址来看，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已开始，建筑
文明的序幕已被拉开。由于各地的气候、环境、材料等条件的不同，营建方式亦多种多样，其中有代
表性的建筑遗址有两类：一类是南方长江流域多水地区的干阑式建筑（图1—3）；另一类是北方黄河
流域的木骨泥墙房屋。　　浙江余姚河姆渡村的一些史前建筑经C-14测定，有些已达6900年的历史。
在遗址中，有排列整齐的一排排木桩和板桩，沿着山坡呈扇形展开。许多木构件上有榫头和卯口，已
采用榫卯接点的技术。还有不少企口板，使板材接口严丝合缝（图1—21）。在新石器时代能做到这些
确实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因为这些技术至今还被木工行业广泛使用。这也是史前木构建筑中最早的
榫卯和企口技术。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使世人得知当时的建筑为底层架空的干阑式建筑，这种建
筑适用于南方多雨水、多虫兽的环境。其中最大的干阑建筑面阔23米、进深7米、前廊深1.3米，适合
众人聚会和供大家族居住。专家认为这类干阑建筑来源于最早的巢居形态。《庄子·盗跖篇》中说：
“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日有巢氏之民。”中国
古代传说建造房屋的神祗是“有巢氏”。河姆渡村的先民是否为“有巢氏”的后代已无法考证。但他
们的干阑建筑从形式到技术均对以后中国古建筑的发展提供了特有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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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中国古建筑》

精彩短评

1、对初学者来说，能很快上手的一本手，图比较多
2、挺清晰易懂的
3、此书很全面的介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风格等,甚至连某些建筑局部的小部件的名称也讲了出来,
很好的.如果不光是画的,能配上照片就更好了.另外,在讲瓦当一章中,书印刷有误,但仍是一本不错的书.
4、　　本来海量详细的图是很好的，文章也谨慎，认真。
　　但是我为了看一副配图需要在十几页翻（图30-？？），其中跳过二十几页，麻烦不说，真的会把
人的耐心给磨掉。而且本来就是不熟悉，这么翻来翻去，其中思路也被搞混了，一小时看下来，效率
低不说，脑袋也有点搞不清楚。
　　我相信如果图不是这么复杂，和文字相呼应，这本书五星是很正常的。
5、200907.细节充实；图例简明丰富！但是在图旁边没有附相应的注释 查起来比较麻烦:( 打算买一
本~~
6、比较全面。
7、　　0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个小纰漏：164页图15－29“古建筑装饰图案 四音/四文”中，
右侧四幅图未注释，分别应为：（由上至下）铃、笙、琴、棋。（I guess so:）
8、作为入门读物还是很不错的
9、雪仔，你不可打我⋯⋯
10、谢谢这位读者，等我们再版时候会加以更正 ：） 那时候出书节点非常紧，这个有点小遗漏，请谅
解呀.期待你更多指点~
11、yi
12、其实我也是菜鸟
13、该配图的地方没配图只读文字闹补无能。图片和文字分开排版也很蛋疼。恩。和中国传统古建筑
的繁复精细等比我真的还是更喜欢西方现代主义啊。
14、　　最近在做传统武侠网游的场景，在书店翻资料找到这本，房屋分解图很详尽，全部手绘的插
图比同类书里附的照片更清晰明了，一见钟情，很好用。
15、＂识别中国古建筑”书，比较好的全面介绍了中国古建筑．可以认真去看看．
16、图片是挺足的，刚看完第三章，好不容易搞懂斗拱，最大的缺点是图解不够，需要很强的文字理
解能力
17、去年编的书 评价还不错 感动 :D
18、简明实用
19、为此游了一趟山西⋯⋯
20、用来习作正好，只是房梁的结构要过硬的专业实力。
21、看纪录片《中国古建筑》感觉没说清，在图书馆找到这本相当好的入门书补课。书中对古建筑分
门别类、图释详尽。作者是舞台美术教师，特别关注不同朝代的建筑特征。主要不足是大部分图缺少
文字说明（至于看图要前后翻倒也理解，有时一图有多用），另印刷偶有小错。想买一本当工具书备
查，可惜缺货。如果买到，会做一个名称索引，方便查找。
22、这本和那些的不同，是它总让人后悔没有带在身上, 不然，看见那些高处的屋脊，低处的柱础，还
有群板上的如意、仙草时，便能够打开作一番学习和考证了。细腻清晰的黑色线条，没有任何多余的
照片、故事或是评论，一心回归建筑最初的法式跟智慧，可以作为明确的参照。像是一本教科书——
让人喜欢的那种。
23、亲 这个书适合初读么？
24、蛮不错的。文字和图画都清晰明朗。对于喜欢中国古代建筑的“外行”来说最好不过。会感受到
识别的乐趣。不过作者并不是学建筑的。。
25、不错的书，我这种外行看正好。就看我大学读不读建筑了。
26、买

27、真的一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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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中国古建筑》

精彩书评

1、本来海量详细的图是很好的，文章也谨慎，认真。但是我为了看一副配图需要在十几页翻（图30-
？？），其中跳过二十几页，麻烦不说，真的会把人的耐心给磨掉。而且本来就是不熟悉，这么翻来
翻去，其中思路也被搞混了，一小时看下来，效率低不说，脑袋也有点搞不清楚。我相信如果图不是
这么复杂，和文字相呼应，这本书五星是很正常的。
2、08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一个小纰漏：164页图15－29“古建筑装饰图案 四音/四文”中，右侧
四幅图未注释，分别应为：（由上至下）铃、笙、琴、棋。（I guess so:）
3、最近在做传统武侠网游的场景，在书店翻资料找到这本，房屋分解图很详尽，全部手绘的插图比
同类书里附的照片更清晰明了，一见钟情，很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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