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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

内容概要

明代作为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明代大木作技术具有不同于宋、元、清时期建
筑的独特之处。明、清两代前后相继，明代建筑成果极大程度地为清代所继承，以清掩明无疑造成了
历史的扭曲。鉴于此，本书在考察、测绘了大量明代官式建筑遗构的基础上，通过对原始资料与数据
的分析及其与宋、元、清各代官式建筑做法的比较，对明代大木构架的构成及各部分的具体做法与演
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本书以构筑方式作为研究主体，配以大量图片作为参照，易于理解。适宜建筑学专业师生、考古
与文物工作者、文物建筑保护与维修工作者参考。

Page 2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

书籍目录

1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技术发展概况  1.1 明代宫式建筑大木作范式的含义与界定  1.2 明代用材制度的激
变与特征2 大木构架的类型与特点  2.1 殿堂结构形式  2.2 厅堂结构形式  2.3 柱梁结构形式  2.4 楼阁结构
形式3 大木构架构成  3.1 平面构成  3.2 剖面构成  3.3 立面构成4 不同类型屋顶的特点  4.1 悬山顶  4.2 硬山
顶  4.3 卷棚顶  4.4 盝顶  4.5 攒尖顶  4.6 歇山顶  4.7 庑殿顶  4.8 十字脊  4.9 木牌楼门  4.10 重檐5 斗栱  5.1 明
代斗栱的用材  5.2 外檐斗栱的类型  5.3 柱头科  5.4 平身科  5.5 角科  5.6 溜金斗栱  5.7 室内斗栱  5.8 斗栱
细部的变化6 大木构件分述⋯⋯附录：明代典型建筑年代考辑 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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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

精彩短评

1、要去做个明代建筑的修复设计
2、这本书，真的很好。
3、真的看不懂,以为自己还算是专业人士,结果....,遗憾!
4、深度一般 凑合用~
5、不错就是封面折痕多了点
6、这次活动我买了十几本，还没看到此本，应该不错，这书是我精选的
7、扎实。不愧是潘先生的学生
8、太专业了，不适合普通的读者
9、内容还是蛮详尽的，特别是尺寸统计上。最后的连接只写了柱头，柱子和铺作层的连接以及一些
梁桁的连接做法还可以补图深化。
10、选择了北京、西安、曲阜、武当和苏州若干明代官式建筑为例，对一些建筑的年代进行了考证
11、系统地诠释了明代建筑大木作和宋代与清代的区别和延续的关系，构件拆解清楚，思路清晰，读
来受益匪浅。
12、很好的一本研究明代木构架的专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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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

精彩书评

1、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视图从清代建筑覆盖的“明清建筑”中抽离出明代建筑特色来！一方面清代
建筑继承明代建筑风格，北京故宫也没有因为满清代汉而毁灭，反而成了清代宫廷的基础，成了清代
官式建筑大木作的学习对象。往往在表象上明清接近，从而明清混谈，不利于学术界理清从宋《营造
法式》到清《工程则例》的演变；另一方面，清代在明代建筑上重修、修缮，使得本来就风格相承的
清代建筑混淆明代特征，不利于明代始建建筑的主体理清明代特征。无论如何，加以分析与研究总是
可以获得进展的，从清代覆盖的“明清”中抽离出明代来的尝试是初步成功的。这也鼓舞了学术界，
只要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努力，总是可以从“复杂”的印象走向“多元”的理解与更加明晰的源流。
2、明代建筑的总结本来就很稀缺，郭老师的博士论文算是开了一个头。暂时只局限在官式建筑的大
木作部分，还有非常多的领域值得拓展和研究，断断续续啃完，受益匪浅。不过全书的插图稍显粗糙
，更要命的是校对极其的水。。。。发现不少图纸标注错位，排版错位，文字出错的地方，无疑大大
增加了菜鸟的阅读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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