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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与闽东南歇山殿堂大木构架之研究》适合高等院校建筑专业师生、建筑史学、科学技术史学以
及建筑遗产保护专业工作者阅读参考。歇山顶是传统建筑屋顶中被最普遍且灵活应用的屋顶，它不仅
与庑殿顶同为尊贵建筑屋顶之选项，也以“厦两头”的风貌应用在一般民宅中，极具特色的“十字脊
”顶亦以歇山顶为构成基础。作为中国南方地区尊贵建筑普遍应用之屋顶形式，歇山顶的形式与结构
实反映了诸多地域特色与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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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建筑木构架的抢救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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