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思想与古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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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文 化 以 其
独 特 的 技 术
和 风 格 在 世
界 建 筑 文 化
之 林 独 树 一
帜 。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文 化
的 内 涵 反 映
在 技 术 和 风
格 方 面 的 特
色 有 四 个 ：

○ 一 是 礼 制 体
现 着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文 化
的 主 题

○ 二 是 风 水 术
对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影 响 很
大

○ 三 是 东 方 大
地 的 农 业 文
化 与 “ 浓 于
伦 理 ” 的 哲
学 思 想 决 定
了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文 化 的
材 料 模 式 和
结 构 “ 语 汇
”

○ , 而 以 土 木
为 主 要 建 筑
材 料 也 就 基
本 上 决 定 了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的 技 术 、
结 构 、 空 间
组 合 和 艺 术
形 象

○ 四 是 以 “ 诗
情 画 意 ” 为
主 导 思 想 的
自 然 风 景 式
的 中 国 古 典
园 林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而支撑着中国文明的独特的
“思想”，深深的渗透于中
国的古代建筑中，从而形成
了中国独树一帜的建筑思想，
并成为了世界建筑思想的一
朵奇葩。等级制度、居中思
想、居前思想、天人合一等
建筑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影
响深远，并且其中的一些思
想观点至今还为人重视。

中国古代建筑思想

府所在地一般均选取地形较高处建造。



中国古代的建筑思想主要表现中国古代的建筑思想主要表现

五行风水 

因地制宜 天人和一 

中国古建筑，具有
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

的成就。我国古代的建

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

重要对象。

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
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
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
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
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
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中国古
代建筑艺术的特点是多方面
的。从美术鉴赏的角度来说，
以下一些特点是应当了解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两晋、两晋、南北朝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民族大融合时期，此期间，时期，此期间，
传统建筑持续发展，并有佛教建筑传入。西晋统一中国不久，传统建筑持续发展，并有佛教建筑传入。西晋统一中国不久，
就爆发了「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处于西北部边境的几个少数民族领袖，」，处于西北部边境的几个少数民族领袖，
率部进入率部进入中原中原，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到，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到
了西元了西元460460年，北魏才统一了中国北方，继而又分裂。在南方，年，北魏才统一了中国北方，继而又分裂。在南方，
晋室南迁建立了东晋政权，接着先后出现了宋、齐、梁、晋室南迁建立了东晋政权，接着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陈四
个朝代。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自此，中国南北两方社个朝代。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自此，中国南北两方社
会经济才逐渐复苏，北朝营建了都城洛阳，南朝营建了建康城。会经济才逐渐复苏，北朝营建了都城洛阳，南朝营建了建康城。
这些都城、宫殿均系在前代基础上持续营造，规模气势远逊于这些都城、宫殿均系在前代基础上持续营造，规模气势远逊于
秦、汉。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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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建筑惯用木构架作房屋的承重结构。木构梁柱系统约在西元前的春
秋时期已初步完备并广泛采用，到了汉代发展得更为成熟。木构结构大体可分为抬
梁式、穿斗式、井干式，以抬梁式采用最为普遍。抬梁式结构是沿房屋进深在柱础
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重叠数层瓜柱和梁，再于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组成一组
屋架。平行的两组构架之间用横向的枋联结于柱的上端，在各层梁头与脊瓜柱上安
置檩，以联系构架与承载屋面。檩间架椽子，构成屋顶的骨架。这样，由两组构架
可以构成一间，一座房子可以是一间，也可以是多间。
斗栱是中国木构架建筑中最特殊的构件。斗是斗形垫木块，栱是弓形短木，它们逐
层纵横交错叠加成一组上大下小的托架，安置在柱头上用以承托梁架的荷载和向外
挑出的屋檐。到了唐、宋，斗栱发展到高峰，从简单的垫托和挑檐构件发展成为联
系梁枋置于柱网之上的一圈「井」字格形复合梁。它除了向外挑檐，向内承托天花
板以外，主要功能是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成为大型建筑不可缺的部份。宋以后木
构架开间加大，柱身加高，木构架结点上所用的斗栱逐渐减少。到了元、明、清，
柱头间使用了额枋和随梁枋等，构架整体性加强，斗栱的形体变小，不再起结构作
用了，排列也较唐宋更为丛密，装饰性作用越发加强了，形成为显示等级差别的饰
物。

此处添加内容此处添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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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典园林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有意境，
它与中国古典诗词、
绘画、音乐一样，重
在写意。造景家用山
水、岩壑、花木、建
筑表现某一艺术境界，
故中国古典园林有写
意山水园之称。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511.htm


• 中国建筑中具有审美价值的特征形式和风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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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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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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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4205.htm


• 衬托性建筑的应用，是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等高级建筑常用的艺
术处理手法。它的作用是衬托主体建筑。最早应用的并且很有艺
术特色的衬托性建筑便是从春秋时代就已开始的建于宫殿正门前
的“阙”。到了汉代， 除宫殿与陵墓外，祠庙和大中型坟墓也都
使用。现存的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形制和雕刻十分精美，是汉代
墓阙的典型作品。汉代以后的雕刻、壁画中常可以看到各种形式
的阙，到了明清两代，阙就演变成了的故宫午门。其它常见的富
有艺术性的衬托性建筑还有宫殿正门前的华表、牌坊、照壁、石
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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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匠师在建筑装饰中最敢于使用色彩也最善于使用色彩。
这个特点是和中国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分不开的。因为木料不能经
久，所以，中国建筑很早就采用在木材上涂漆和桐油的办法，以
保护木质和加固木构件用榫卯结合的关接，同时增加美观，达到
实用、坚固与美观相结合。以后又用丹红装饰柱子、梁架或在斗
拱 故宫抱柱廊梁、枋等处绘制彩画。经过长期的实践，中国建筑
在运用色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在北方的宫殿、官衙建
筑中，很善于运用鲜明色彩的对比与调和。房屋的主体部分、也
即经常可以照到阳光的部分，一般用暖色，特别是用朱红色；房
檐下的阴影部分，则用蓝绿相配的冷色。这样就更强调了阳光的
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一种悦目的对比。朱红色门窗部分和蓝、
绿色的檐下部分往往还加上金线和金点，蓝、绿之间也间以少数
红点，使得建筑上的彩画图案显得更加活泼，增强了装饰效果。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25677/5117499/0/8b82b9014a90f603229f1a743812b31bb051edd2.html


• 一些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如北京的故宫、天坛等再加上黄色、绿色或蓝色
的琉璃瓦，下面并衬以一层乃至好几层雪白的汉白玉台基和栏杆，在华北
平原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下，它的色彩效果是无比动人的。当
然这种色彩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北方的自然环境有关。因为
在平坦广阔的华北平原地区，冬季景色的色彩是很单调严酷的。在那样的
自然环境中，这种鲜明的色彩就为建筑物带来活泼和生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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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南方终年青绿、四季花开，为了使建筑的色彩与南方的自然环境相调
和，它使用的色彩就比较淡雅，多用白墙、灰瓦和栗、黑、墨绿等色的梁
柱，形成秀丽淡雅的格调。这种色调在比较炎热的南方的夏天里使人产生
一种清凉感，不像强烈的颜色容易令人烦躁。从这里也可知道，我国古建
筑的色彩的运用，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主要格调外，随着民族和地区的不
同，也有一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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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匠师很早就发现了
利用屋顶以取得艺术效果的可能性。
《诗经》里就有“作庙翼翼”之句，
说明三千年前的诗人就已经在诗中
歌颂祖庙舒展如翼的屋顶。到了汉
朝，后世的五种基本屋顶式样——
四面坡的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
“庑殿顶”，四面、六面、八面坡
或圆形的“攒尖顶”，两面坡但两
山墙与屋面齐的“硬山顶”，两面
坡而屋面挑出到山墙之外的“悬山
顶”，以及上半是悬山而下半是四
面坡的“歇山顶”就已经具备了。
我国古代匠师充分运用木结构的特
点，创造了屋顶举折和屋面起翘、
出翘，形成如鸟翼伸展的檐角和屋
顶各部分柔和优美的曲线。  

http://baike.baidu.com/picview/125677/5117499/0/f11f3a292df5e0fe7c510e325d6034a85edf72b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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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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