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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要想找到具体的做法，那你是买错书了！但是作为木构建筑的历史看起来又很乱的感觉。读到最
后一章才看出点启示，然后结束了。
2、木建筑的文化与美
3、超级精美的大图和深层文化背景相结合的建筑大美之书。
4、和自然空间相连的木建筑是多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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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建筑是人们人为的生活空间，既满足了人类安顿居家的实际需要，也成为追求精神生活的一种创
造。建筑的本质是空间，从建筑内部的构造设计，到外部的周围环境，这个流动空间构成了建筑物的
美学价值。然而，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森林中，到处可见密集的建筑群，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看了
《木构建筑的历史》我才恍然大悟，这看似安全牢固的用材同时也割裂了人与自然空间的联系，建筑
的美学内涵被严重压缩。 比起这些使用年龄还不到200年的结构性建筑材料，木头的运用则要早许多
。木建筑有着独特的结构美感，木头本身的颜色和纹理温暖而流畅，裸露的原木表面让人心生亲近大
自然的感动。同时轻质抗压度高的木材既有良好的防震性能，又能调节室内空气，保存时间悠久，就
可持续性而言，比钢结构建筑更环保，这也让这个古老而传统的建筑材料换发出新的光彩。这是我们
未来选择的方向，也让我们得以重新看到大自然的美丽。 书中从地域和时间的不同维度介绍了形形色
色的木建筑，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建筑传达出的丰富的美学与哲学内在。天坛依照严格对称的轴线建造
，三重檐建筑每一个元素都有对应的含义，象征了天空、星宿、季节、时间。中心化的布局显示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文明秩序和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东南亚国家的建筑由于炎热的气候大都采用高架式，
有防洪、通风、减少蛇虫威胁的功用，而华丽炫目的装饰则展现了当地人民的宗教活动和精神需求。
从这些风格各异的木建筑中能看到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与历史变迁、当地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让
人不禁惊叹木材对外部环境与传统文化的亲和力，这就是木建筑的美学原则，造型美观、细节精致、
融于自然。我喜欢北斯德布鲁克岛的慕伦芭之家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罗斯伯里楼，随性的木结构隐
于繁茂的树木中，好像它们本就是一体的。这些木建筑就像树木一样，也是自然生长的啊！日本木匠
懂得用生长在山北坡的树木来建造建筑中朝北的立面，这样的巧思让人对木建筑在时下的大放异彩充
满了信心。如果我们能挣脱出钢筋水泥的束缚，由梁柱撑起我们的巢，凿榫打眼，在木头中自在呼吸
，重新回到自然，该是怎样一番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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