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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BB_BA_E7_c57_645141.htm 笼统而言，古代世

界曾经有过大约七个主要的独立建筑体系，其中有的或早已

中断，或流传不广，成就和影响也就相对有限，如古埃及、

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古代美洲建筑等，只有中国建筑、欧

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其中又以

中国建筑和欧洲建筑延续时代最长，流域最广，成就也就更

为辉煌。来源：www.100test.com 中国最早的史前建筑，诞生

于距今约10000年的旧、新石器时代之交，即原始农业开始出

现，人们的定居要求开始增强的时候。而最早显现出初步的

关于美的也即广义艺术要求的建筑，则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

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一种结构体系而言，中国传统建筑终结

于二十世纪初。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在漫长的发展过

程中，中国建筑始终完整保留了体系的基本性格。从其全部

历史可以分出几个大的段落，如商周到秦汉，是萌芽与成长

阶段，秦和西汉是发展的第一次高潮；历魏晋经隋唐而宋，

是成熟与高峰阶段，唐宋的成就更为辉煌，是第二次高潮，

可以认为是中国建筑的高峰；元至明清是充实与总结阶段，

明至盛清以前是发展的第三次高潮。可以看出，每一次高潮

的出现，都相应地伴有国家的统一、长期的安定和文化的急

剧交流等社会背景。例如秦汉的统一加速了中原文化和楚、

越文化的交流，隋唐的统一增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以

及中国内部南北文化的交流，明清的统一又加强了中国各民

族之间、并开始了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与其他艺术例如诗



歌常于乱世而更见其盛的情况不同，可以认为，统一安定、

经济繁荣、国力强大和文化交流，正是建筑艺术得以发展的

内在契机。 中国传统建筑以汉族建筑为主流，主要包括如城

市、宫殿、坛庙、陵墓、寺观、佛塔、石窟、园林、衙署、

民间公共建筑、景观楼阁、王府、民居，长城、桥梁大致十

五种类型，以及如牌坊、碑碣、华表等建筑小品。它们除了

有前述基本共通的发展历程以外，又有时代、地域和类型风

格的不同。来源：考试大 基于中国长期的宗法社会土壤，中

国建筑以宫殿和都城规划的成就最高，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

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

理观，而与欧洲、伊斯兰或古印度建筑以神庙、教堂和清真

寺等宗教建筑成就更高明显不同。宫殿从夏代已经萌芽，隋

唐达到高峰，明清更加精致。西周已形成了完整的都城规划

观念，重视规整对称突出王宫的格局，在“礼崩乐坏”的春

秋战国，规整式格局有所破坏，汉代又开始向规整的复归，

隋唐完成此一过程，元明清则更加丰富。隋唐长安、元大都

和明清北京，是中国历史最负盛名的三大帝都。 中国的宗法

伦理观念，也影响及于其他几乎所有建筑类型，如祭祀自然

神和先贤圣哲的准宗教建筑坛庙，以及在特别强调血缘宗亲

关系、特别重视“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等观念的文化

背景下发展的帝王陵墓等，它们几乎是中国特有的建筑类型

，以规模之隆重，气氛之肃穆而令人瞩目。百考试题论坛 中

国主要流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佛教建筑包括佛寺、佛塔和

石窟，还有石幢、石灯等建筑小品。佛教建筑在初期受到印

度的影响，很快就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国人的审

美观和文化性格，充满了宁静、平和而内向的氛围，而与西



方宗教建筑的外向暴露，气氛动荡不安完全不同。道教是中

国的本土宗教，道观向佛寺学习，同样具有安详的风韵。大

别而言，佛道寺观可分为敕建寺观和山林寺观两类，前者更

接近宫殿，严谨壮丽；后者更接近民居，自由灵巧。佛塔在

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类型多样，形式丰富，发

展脉络历历可寻，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也体现得更加鲜明。 

基于与自然高度协同的中国文化精神，热爱自然、尊重自然

、建筑镶嵌在自然中，仿佛是大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而与

其他建筑体系更强调人工与自然的对比不同。这在中国各建

筑类型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如城市、村镇、陵墓或住宅的选

址和布局等，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风水”学说就是

其集中代表。注重与自然高度协同的观念在园林中更有突出

的表现，属于自然式，而与欧洲或伊斯兰的几何式园林有别

。中国园林主要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两种，两汉时以前者

为主，成就高于后者，唐宋以后私家园林的水平渐高，到了

清代，皇园转而要向私园学习了。它们虽具有共通的艺术性

格，而私家园林更多体现了文人学士的审美心态，现存者以

江南地区成就更高，风格清新秀雅，手法更为精妙；皇家园

林主要在华北发展，现存者以北京一带最集中，规模巨大，

风格华丽。中国园林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被欧洲人誉

为“世界园林之母”。 种类繁多的民间公共建筑如宗祠、先

贤祠、神祠、会馆、书院和景观楼阁等，以明清留存最多，

也无不深深浸染着传统文化精神。衙署留存较少，现存较完

整的几座也都在清代，有一套规定的布局模式，为示清廉，

风格都比较朴素。属于居住建筑的王府和各地民居现存者也

多是清代所留，其中民居尤其值得注意，不但种类繁多，形



式十分多样，而且以其更直接更真切地面对普通人生，所体

现的群体文化心态也特别率真而质直，反映的地域特色更加

突出，其特有的朴质明智之美，有时并不在皇皇巨构之下。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中国建筑特别重

视群体组合的美。群体组合常取中轴对称的严谨构图方式，

但有些类型如园林、某些山林寺观和某些民居则采用了自由

式组合。不管哪种构图方式，都十分重视对中和、平易、含

蓄而深沉的美学性格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审美习惯

，而与欧洲等其他建筑体系突出建筑个体的放射外向性格、

体形体量的强烈对比等有明显差别。 中国建筑与世界其他所

有建筑体系都以砖石结构为主不同，是独具风姿的唯一以木

结构为主的体系。结构不但具有工程技术的意义，其机智而

巧妙的组合所显现的结构美和装饰美，本身也是建筑美的内

容，尤其木结构体系，其复杂与精微都为砖石结构所不及，

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对有机的结构构件和其他附属构件的

进一步加工，就形成为独特的中国建筑装饰，包括内外装修

、彩画、木雕、砖雕、石雕和琉璃，有十分丰富的手法和生

动的发展过程。来源：考试大 中国各少数民族建筑也都各具

异采，大大丰富了中国建筑的整体风貌。藏族建筑深植于独

特的藏传佛教文化土壤之中，虽吸收了汉族建筑的一些形象

和手法，而自成体系，非常富于特色，规模宏大，色彩鲜明

，性格粗犷巨丽，其代表性杰作，不愧为世界级的建筑艺术

精品。维吾尔族以伊斯兰教建筑成就最大，属于世界伊斯兰

建筑体系，造型浑朴含韵，性格静穆沉思，其民居也与汉族

民居有显著不同。傣族信奉上座部佛教，建筑受同为上座部

佛教流行地区的泰、缅等国影响较大，除富于特色的干阑式



民居外，以妩媚玲珑的佛寺佛塔更具风韵。侗族建筑虽受汉

族影响较大，仍以其特有的鼓楼和风雨桥闻名中外，艺术性

格质朴古拙。此外，如回族伊斯教建筑、纳西族、白族、土

家族和朝鲜族民居，也都各具异采。这些民族的建筑艺术作

品，象闪现在天空的点点明星，与汉族建筑一起，共同组成

为中华建筑的灿烂。 中国建筑以中国为中心，流波泛及朝鲜

、日本、越南和蒙古等广大东亚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它

们与中国一起，共同构成为以中国建筑为核心的东亚建筑。

明清时期，中国建筑特别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园林艺术，又

开始为欧洲所知，并产生了实际影响。同时，中国建筑早在

汉晋时代又接受了主要来自南亚和中亚的外来影响，这些影

响在历史的长河中都被中国融化为自身的有机部分。 由于历

史的原因，中国古代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有关建筑理论的系统

专著，但中国建筑的高度成熟及其伟大成就，证明中国建筑

不但拥有而且已发展为十分富于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理论，

包括一整套建筑哲理，也包括建筑或环境的空间和形体构图

方法。它们散见在各种文史典籍之中，而且采取了“中国式

”的阐述方式。有的虽然还没有被古人总结为文字，但从大

量的建筑作品中，人们还是有可能读懂其中深藏的信息。 近

代以来直到今天，中国建筑在传统的土壤上，结合新的时代

要求和新的建筑手段，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继续前进着。特

别是在最近一二十年中，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为契

机，更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前发展，已经产生了初步可喜的

成果。 相关推荐： 谈中小城市规划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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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