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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

内容概要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讲述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活动，就已发现的遗址而言，至少可以上溯到七千年
以前，尽管地理、气候、民族等差异使各地域的建筑有很多不同，但经过数千年的创造、发展、交流
、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木构架房屋为主流，采取在平面上拓展的院落式布局的独特建筑体系，并一直
沿用到近代，还曾对周围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产生过影响，它是一种延续时间最长，从未中断
，特征明显而稳定，传播范围甚广的有很强适应能力的独特建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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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

作者简介

傅熹年，著名建筑历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启功先生的私淑弟子。祖籍四川省江安县，1933年1月生
于北京。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建
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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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

书籍目录

中国古代建筑概说
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初探
——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二
战国中山王謦墓出土的《兆域图》及其所反映出的陵园规制
中国早期佛教建筑布局演变及殿内像设的布置
两晋南北朝时期木构架建筑的发展
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建筑中所反映出的
中国南北朝、隋、唐建筑特点
隋、唐长安、洛阳城规划手法的探讨
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
对含元殿遗址及原状的再探讨
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
对唐代在建筑设计中使用模数问题的探讨
关于唐宋时期建筑物平面尺度
——用“分”还是用尺来表示的问题
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
宋式建筑构架的特点与“减柱”问题
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
元大都大内宫殿的复原研究
明代宫殿坛庙等大建筑群总体规划手法的特点
关于明·天坛圜丘规划问题的再探讨
中国古代院落布置手法初探
中国古代建筑外观设计手法初探
中国的历史建筑遗产保护问题
附：朱启钤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倡导者和引路人
纪念梁思成先生百年诞辰
学习《刘敦桢全集》的体会
《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序
介绍贺业钜先生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一次记录和保存明清紫禁城宫殿资料的重要活动
——记张镩先生主持测绘的明清紫禁城宫殿实测图
读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赏》
《中国古代建筑·蓟县独乐寺》序
介绍故宫博物院藏钞本《营造法式》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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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

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建筑概说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南部，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是疆域辽阔、历史悠久、
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其国土东南临海，是冲积平原和丘陵，属海洋性气候；西北深入大陆腹地，
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属大陆性气候。从南到北，跨越了亚热带、温带和亚寒带，地
理和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差异。自古以来，中国各族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息发展。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
，与古代其他文化中心无直接联系，故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国至今已有四千年以上有文字可
考的历史，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的建筑活动，就已发现的遗址而言，至少可以上溯
到七千年以前。尽管地理、气候、民族等差异使各地域的建筑有很多不同，但经过数千年的创造、发
展、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木构架房屋为主，采取在平面上拓展的院落式布局的独特建筑体系，并一直
沿用到近代，还曾对周围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产生过影响。它是一种延续时间最长，从未中断
，特征明显而稳定，传播范围甚广的有很强适应能力的建筑体系。纵观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尽管可
以据其发展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各阶段中又存在着地域和民族的差异，但透过大量异彩纷呈，千变
万化的建筑遗物，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逐步形成，日趋明显的共同特点和因建筑性质，类型不同
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建筑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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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

后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我结合王作陆续写过：些研究古建筑的论文，内容主要是通过对文物和文献
的考证去探讨古代建筑概貌和通过对实物（包括遗址）的实测图和数据进行分析去探讨古代建筑的规
划设计方法和特点两部分，1998年，文物出版把其中二十三篇集结出版。200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要
我在已发表的论文中选十篇，加入他们所编的《十论》丛书中。因该丛书以社会科学为主，偏重文史
，故选了主要通过对文物和文献的考证探讨古代建筑概貌和发展的文字。1998年后，因专力进行《中
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建筑卷》两项专题，八九年
来所写论文只有二十几篇，其中包括几项围绕这两个专题的子课题。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表示愿为
我出版一本普及本的自选集。我遂把通过对实物的实测图纸、数据探讨古代建筑的规划设计方法和特
点的几篇论文，附以近年所写其它论述，编为此集应命，共收文字三十篇，其中二十篇是1998年以后
完成的。把1998年论文集已发表过的十篇一并收入，原因有二：其一是它们性质相近，有一定连系，
并观可以互相参证，了解其异同及发展演变。其二是1998年论文集印刷较精，这对我虽是荣幸，但其
价亦较昂，我很不愿为此增加同行负担，但多方奉送又实非力所能及，这就减少了我向同行请教，互
相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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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

编辑推荐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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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

精彩短评

1、太专业了
2、太专业了。。。我怎么买了本充满了数字和公式的专业书籍啊- -|||
3、tegesdf333gf3tgf32gf56f2b2r62h65h25hh56n1 5hj546hg451ng4651hj56n4h45 6fd+46hg4h6g46hmg
4、短期入手  绝对的
5、内容值得去研读和学习。
6、《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讲述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活动，就已发现的遗址而言，至少可以上溯到七
千年以前，尽管地理、气候、民族等差异使各地域的建筑有很多不同，但经过数千年的创造、发展、
交流、融合，逐渐形成了以木构架房屋为主流，采取在平面上拓展的院落式布局的独特建筑体系，并
一直沿用到近代，还曾对周围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产生过影响，它是一种延续时间最长，从未
中断，特征明显而稳定，传播范围甚广的有很强适应能力的独特建筑体系。
7、总觉得老先生有点设计本位，这才是建筑学嘛。
8、图是真心给力，爱不释手，我支解体后建筑艺术重点发展方向
9、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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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选》

精彩书评

1、——周原西周建筑遗址研究之二两晋南北朝时期木构架建筑的发展中国南北朝、隋、唐建筑特点
对含元殿遗址及原状的再探讨对唐代在建筑设计中使用模数问题的探讨关于唐宋时期建筑物平面尺度
——用“分”还是用尺来表示的问题试论唐至明代官式建筑发展的脉络及其与地方传统的关系宋式建
筑构架的特点与“减柱”问题关于明·天坛圜丘规划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古代院落布置手法初探中国古
代建筑外观设计手法初探中国的历史建筑遗产保护问题附：朱启钤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倡导
者和引路人纪念梁思成先生百年诞辰学习《刘敦桢全集》的体会《陈明达古建筑与雕塑史论》序介绍
贺业钜先生撰《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一次记录和保存明清紫禁城宫殿资料的重要活动——记张镩先
生主持测绘的明清紫禁城宫殿实测图读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建筑·蓟县独乐寺》
序介绍故宫博物院藏钞本《营造法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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