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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3/2021_2022__E8_A1_8C_E

4_B8_9A_E7_9F_A5_E8_c34_43560.htm 中国建筑自先秦至19世

纪中叶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体系，2000多年间风

格变化不大，通称为中国古代建筑。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

社会性质的改变，外国建筑，特别是西方建筑法式的大量输

入，中国建筑与世界建筑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交流，建筑风格

发生了急剧变化，通称为中国近现代建筑。本文重点介绍中

国古代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

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

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

特的体系。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

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 和欧洲古

代建筑艺术比较，中国古代建筑的审美价值与政治伦理价值

高度统一；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

精神；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具体表现为： （一）重视环境

整体经营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

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

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

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

必须考虑环境关系。中国的堪舆学说起源很早，除去迷信的

外衣，绝大多数是讲求环境与建筑的关系。古代城市都注重

将城市本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秦咸阳北包北坂，中贯渭

水，南抵南山，最盛时东西达到二三百里，是一个超级尺度



的城市环境。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北魏）、建康（

今江苏南京）、北京（明清）等著名都城，其经营范围也都

远远超过城墙以内；即使一般的府、州、县城，也将郊区包

容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统一布局。重要的风景名胜，如五岳

五镇、佛道名山、邑郊园林等，也都把环境经营放在首位；

帝王陵区，更是着重风水地理，这些地方的建筑大多是靠环

境来显示其艺术的魅力。 （二）单体形象融于群体序列 中国

古代的单体建筑形式比较简单，大部分是定型化的式样，孤

立的单体建筑不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建筑的艺术效果主要

依靠群体序列来取得。一座殿宇，在序列中作为陪衬时，形

体不会太大，形象也可能比较平淡，但若作为主体，则可能

很高大。例如明清北京宫殿中单体建筑的式样并不多，但通

过不同的空间序列转换，各个单体建筑才显示了自身在整体

中的独立性格。 （三）构造技术与艺术形象统一 中国古代建

筑的木结构体系适应性很强。这个体系以四柱二梁二枋构成

一个称为间的基本框架，间可以左右相连，也可以前后相接

，又可以上下相叠，还可以错落组合，或加以变通而成八角

、六角、圆形、扇形或其他形状。屋顶构架有抬梁式和穿斗

式两种，无论哪一种，都可以不改变构架体系而将屋面作出

曲线，并在屋角作出翘角飞檐，还可以作出重檐、勾连、穿

插、披搭等式样。单体建筑的艺术造型，主要依靠间的灵活

搭配和式样众多的曲线屋顶表现出来。此外，木结构的构件

便于雕刻彩绘，以增强建筑的艺术表现力。因此，中国古代

建筑的造型美，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结构美。 （四）规格化

与多样化统一 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为便于构件的制作、

安装和估工算料，必然走向构件规格化，也促使设计模数化



。早在春秋时的《考工记》中，就有了规格化、模数化的萌

芽，至迟唐代已经比较成熟。到宋元明三年(1100) 编成的《

营造法式》，模数化完全定型，清雍正十二年(1734)颁布的《

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又有了更进一步的简化。建筑的规格化

，促使建筑风格趋于统一，也保证了各座建筑可以达到一定

的艺术水平。规格化并不过于限制序列构成，所以单体建筑

的规格化与群体序列的多样化可以并行不悖，作为一种空间

艺术，显然这是进步的成熟现象。中国古代建筑单体似乎稍

欠变化，但群体组合却又变化多端，原因就是规格化与多样

化的高度统一。 （五）诗情画意的自然式园林 中国园林是中

国古代建筑的一项突出成就，也是世界各系园林中的重要典

型。富有文化素养的人的审美情趣，采取建筑空间构图的手

法，使自然美典型化，变成园林美。其中所包含的情趣，就

是诗情画意；所采用的空间构图手法，就是自由灵活、运动

流畅的序列设计。中国园林讲究“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重视成景和得景的精微推求，以组织丰富的观赏画面。同时

，还模拟自然山水，创造出叠山理水的特殊技艺，无论土山

石山，或山水相连，都能使诗情画意更加深浓，趣味隽永。 

（六）重视表现建筑的性格和象征涵义 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

伦理内容，要求它表现出鲜明的性格和特定的象征涵义，为

此而使用的手法很多。最重要的是利用环境渲染出不同情调

和气氛，使人从中获得多种审美感受；其次是规定不同的建

筑等级，包括体量、色彩、式样、装饰等，用以表现社会制

度和建筑内容；同时还尽量利用许多具象的附属艺术，直至

匾联、碑刻的文字，来揭示、说明建筑的性格和内容。重要

的建筑，如宫殿、坛庙、寺观等，还有特定的象征主题。例



如秦始皇营造咸阳，以宫殿象征紫微，渭水象征天汉，上林

苑掘池象征东海蓬莱。清康熙、乾隆营造圆明园、避暑山庄

和承德外八庙，模拟全国重要建筑和名胜，象征宇内一统。

明堂上圆下方，五室十二堂，象征天地万物。某些剌嘛寺的

构图象征须弥山佛国世界等。 建筑艺术中国建筑艺术在世界

建筑史上是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有着特殊风格与

体系的造型艺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文化层面上表现出三

大特点：其一，注重审美性与政治伦理性的高度统一；其二

，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品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展

现；其三，在多样变化中注重综合性的整体空间意象。其形

式特征主要表现为：①多以群体组合的形式构成丰富的空间

序列，如以十字轴线展开的坛庙建筑；以纵轴为主横轴为辅

的民居和宫殿建筑；以曲折轴线展开的园林建筑。不管哪种

展开方式都形成抑扬顿挫，有前序、高潮、尾声的空间序列

。②单体建筑造型有一定的规格程式，如殿、亭等形制都由

台基、屋身和屋顶组成，同时各部分之间都有一定的比例，

尤其是到了清代，这种规格化已达极至。③木结构的梁架组

合形式所形成的体量巨大的屋顶，与坡顶、正脊和翘起飞檐

的柔美曲线，使屋顶成为中国建筑最突出的形式特色。④室

内空间处理灵活多变，常用板壁、扇、帐幔、屏风、博古架

隔为大小不一、富有变化的空间，产生迂回、含蓄的空间意

象。⑤注重建筑构件的色彩和装饰彩绘的表现性，并以此标

示等级与功能的差异。中国建筑艺术按时间序列可分为秦汉

、隋唐、明清、近现代四个阶段。①秦汉阶段。早在商周时

期，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如庭院形式、对称布局、木梁架结

构、单体造型、大屋顶等已初步形成，不过因诸侯割据而南



北各异。秦汉时已有雕刻和彩绘，布局舒展、整齐，具有明

确的伦理、等级、秩序等内涵，表现出刚健、质朴的风格特

色。②隋唐阶段。汉末到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盛

行、南北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人士大夫归隐山林的思想情趣

和山水诗、山水画的出现，使南北朝时期的建筑艺术在传统

的理性精神中加入了许多浪漫情调。至唐代终于形成了理性

与浪漫相交织的盛唐风貌。宏伟、规整的都城，恢宏舒展的

宫殿、坛庙，规模巨大、形制多样的寺塔、石窟，造型浑厚

，装饰华丽，展示出博大伟美的风格特征。③明清阶段。经

五代两宋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各地方文化，乃至蒙古、藏、阿

拉伯文化的进一步交融，至清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走向最

成熟的阶段。城市街巷规格方整，宫殿陵墓建筑定型化，但

形制增多，手法多样。造园艺术空前繁荣。其总体风格是雍

容、典丽、严谨、清晰。④近现代阶段。随着封建制度的解

体、西方文化的东渐、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人

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的变迁，20世纪的中国建筑产生了较大

的变异。在传统的园林建筑中，增加了建筑的比重，空间更

加曲折多变，装饰更加繁复细丽，且出现了大量中西合璧式

的公共建筑，更加注重其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统一。80年

代以后城市整体布局更加开放，变革更加迅速，风格更加丰

富多样。寻找时代风格与民族风格的有机结合将是中国现代

建筑的重要课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