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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

内容概要

《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从宏观的视野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而且区别
于日本、朝鲜和韩国学者，将其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联系起来进行了系统的比较，阐明了一些当孤立
地、静态地分析朝鲜半岛古代建筑及其发展过程时难以说明的问题，对其都城体系、斗棋系统、历史
发展阶段等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法。《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亦尝试超越古代建筑文化本身，从地缘
、政治、佛教、儒学诸方面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阐释。
通过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中的主要内容，如都城、宫殿、寺刹／佛塔、陵墓、官学／书院、住居
、造园、木构建筑技术等的考察，可以说明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在实质上是中国大陆中心建筑文化
的一种半岛化表达。这种表达的主要特点，其一在于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的诸要素在基本结构上与
中心文化相同；其二在于其发展过程缺乏连贯的脉络，在不同时段吸收中国大陆某一时段、某一地域
的文化而形成其不同风格的建筑文化；其三在于这种表达受到自然条件、政治因素、物力、技术能力
等的制约而产生出一些与大陆中心文化有所差异的地域性特征。
《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可供古建筑研究人员学习，也可供建筑学专业及历史、文化研究人员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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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1.6.2 都城城廓体系　　　1.6.3 都城道路体系　　　1.6.4 城垣筑造方式　　　1.6.5 里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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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高句丽宫阙　　　2.2.2 平壤城安鹤宫　　2.3 百济的宫阙　　2.4 新罗的宫阙　　　2.4.1 早期新
罗的金城、月城宫殿　　　2.4.2 唐宫苑池与统一新罗东宫　　　2.4.3 唐代宫制与新罗北宫　　2.5 高
丽的宫阙　　　2.5.1 高丽宫殿体系　　　2.5.2 宋代宫室与高丽开京满月台　　2.6 朝鲜的宫阙　　
　2.6.1 朝鲜的宫殿体系　　　2.6.2 朝鲜汉城景福宫与明代王府规制　　2.7 小结　3 朝鲜半岛古代寺刹
　　3.1 高丽之前的佛寺　　　3.1.1 高句丽佛寺建筑　　　3.1.2 百济的寺刹　　　3.1.3 新罗的佛寺　
　　3.1.4 统一新罗时期的寺刹　　3.2 统一新罗后期山林佛寺的萌芽　　3.3 高丽初期的堂塔式佛寺　
　　3.3.1 兴王寺遗址　　　3.3.2 佛日寺遗址　　　3.3.3 万福寺遗址　　　3.3.4 兴德寺遗址　
　&hellip;&hellip;下篇 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浅析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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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今世界处在高速发展和变化的时代。不单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物质世界时变常新，而且人们
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社会构成、经济结构，也在技术进步的冲击下迅速改变。有些改变不仅仅是
表面的也是深层的，对我们的今天和未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飞速前行的轨道上，我们似乎
尚无足够的余暇和机会来对今日世界和未来的发展进行宏观的思考，尤其是从历史的纵深来看待我们
今日所处的环境和未来应有的走向。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认识到，在知识可以解释的范围内，无
论技术如何改变着世界，人类总是无法割裂与过去之联系。因此对过去历史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当
能对理解今日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思考明日的前进方向提供有益帮助。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
在，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均是东亚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近现代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之不同发
展轨迹，以及今日东亚格局之形成，虽有历史学家指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究其实际，今日之状
况也许早在千百年前就已被某种“因缘”所确定，更可能是一种必然。这种“因缘”还将持续在可以
预见的未来，对东亚的发展施加影响，因此不能不引起重视，对其加以仔细的研究。尤其今日之中国
，处在特殊之时代，只有从历史的纵深，了解自身文化之优点与缺陷，思考当代所遇到的问题，方能
更好地在当今多变的世界中求得更大的发展。而人们早已认识到建筑是部史书，是历史文化的物质载
体，承载了其建造者和建造时代丰富的历史信息。因此，东亚千百年来的种种“因缘”，自然而然地
也沉淀到了建筑之中，只是需要人们耐心细致地解读出来。也许，通过对东亚建筑文化发展史宏观的
、整体的审视，亦能窥这些“因缘”于一斑。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建筑文化之走向，因处在特定
的历史阶段，尚处在探寻与摸索的阶段，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有难以释怀的遗憾。然则在理想与
现实之间，究竟何去何从，若无历史之智慧，只从有限的时间与空间出发来思考这些问题，很可能陷
入“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窘境。若能够从更宏观的角度、更大的范围来考察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所处之
场景，并把真正决定建筑进程的因素纳入视野，探寻影响建筑发展的深层文化规律，对历史的发展进
程提出更有深度的阐释，或可有助于对中国当代和将来的建筑文化发展，作出积极的思考和解答。　
　具体到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的研究而言，因建筑与文化、政治的特殊联系，对朝鲜半岛古代建筑
文化源流、特征的研究和解释，绝非一种自娱自乐的爱好，而具有更长远和重要的价值。尤其在当前
的国际形势下，某些群体对朝鲜半岛建筑文化的研究注入了一些特殊的动机，如近来韩国某些人士的
朝鲜半岛建筑史研究，已带上了某种程度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而北朝鲜的研究者们，早在“研究独
立的历史”方针的指导下，预先设定结论再展开“研究”，其“研究成果”甚至被某些人用作领土主
张的论据，古代建筑文化的研究也受波及，这不能不引起注意。例子之一如韩国研究者金敬修认为：
“在韩、中、日、印度之间的比较研究未深入的情况下，推定韩国建筑的特性，即固有性的相关论述
都是难以进行的，而且无法回应中国学界主张的‘源流’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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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由于看韩剧，突然对朝鲜半岛的古代建筑感兴趣。这也是在卓越上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相关书籍
。本书内容相当详实，详细介绍了朝鲜半岛各个时代的建筑以及影响朝鲜半岛建筑的各种因素，集建
筑和历史于一身，其中也不乏对中、日、朝鲜半岛三个地方的比较。总体上感觉是很客观的。
2、杂芜、太水、标题党
3、详尽优美
4、国内为数不多的针对朝鲜半岛建筑的硕博论文多集中在清华建筑系，又以这篇最先形成专著，作
者有留韩背景，书中企图构建一个完整的朝鲜半岛建筑史，资料性很强。扫盲了⋯⋯
5、比较泛比较浅，没办法中文资料独一本。。。。4星
这个系列的校对排版装帧真是水啊，与内容完全不匹配，再减一颗星
6、清华建筑学这种水平的论文也能够通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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