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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史》

内容概要

《中国建筑史/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由(日)伊东忠太著，第一章为总论，综述中国建筑的位置、外
国人眼中的中国建筑、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分类及特性；第二章分别介绍中国史前、周、秦、汉时
期的各类建筑；第三章则论述中国三国至隋时期的建筑，建筑种类涉及都城、宫室、佛寺、道观等。
书后附有《营造法式》摘录，以供读者参考。作者以深入中国腹地获得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厚实的汉
学基础，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深度的研究，对当时中国学者研究本国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建筑史/中国文化艺术名著丛书》原名《支那建筑史》，由伊东忠太于1925年写成，后于1937年
由陈清泉译补为中文，并改名为《中国建筑史》，收录于《中国文化史丛书》。此次出版即以此为底
本编辑整理，在尊重底本的前提下对个别字词和标点作了技术处理，余则保持底本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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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中国建筑之位置
第二节  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
第三节  中国建筑研究之方法
第四节  中国之国土――地理
第五节  中国之国民――历史
第六节  中国建筑之史的分类
第七节  中国建筑之特性
(一)宫室本位
(二)平面
(三)外观
(四)装修
(五)装饰花样
(六)色彩
(七)材料与构造
第二章  前期
第一节  有史以前？―公元前一一二二
第二节  周公元前一一二二―公元前二五六
(一)总论
(二)坛庙
(三)都城及宫室
(四)陵墓
(五)建筑装饰及花样
第三节  秦纪元前二五六一纪元前二？七
(一)总论
(二)遗迹
第四节  汉公元前二？七―公元二二一
(一)总说
(二)宫室
(三)陵墓
(四)庙祠及道观
(五)佛寺
(六)碑碣及砖瓦
(七)汉代建筑之细部
(八)装饰花纹
第三章  后期
第一节  三国至隋公元二二一―六一八
(一)总论
(二)宫室
(三)佛寺
(a)总说
(1)由西域渡中国自吴初至隋末
(2)由中国西渡自魏至北齐
(3)佛寺年表自吴初至隋末
(b)实例
(1)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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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云冈
(3)龙门
(4)天龙山
(5)南北响堂山
(6)巩县
(7)云门山及驼山
(8)嵩岳寺塔与神通寺塔
(四)道观
(五)陵墓
(六)装饰花纹
(七)南北朝建筑之性质
(a)总说
(b)当代中西亚细亚之艺术
(c)南北朝建筑之分析
(d)南北朝建筑之东渐
附录
《营造法式》摘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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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史》

精彩短评

1、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较之梁思成之中国建筑史，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朝代更替，更从地理、历
史、研究方法，甚至文字，来阐述中国建筑之博大精深。
2、这是第一本关于中国建筑史的书，写书的却是日本人。当时伊东忠太放话说中国已经没有唐代建
筑了，要看唐代建筑必须去日本。梁思成先生知道了很愤慨，终于和林徽因先生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
唐代的佛光寺大殿，打破了伊东忠太的这一狂言，当时正值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但是不得不承
认，日本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得比中国人还好，以至于超越了中国人，把中国文化变成了日本
文化。比如相扑、比如榻榻米、比如茶道、比如花道、比如生鱼片、比如三味线。而且很多事情往往
是当局者迷，这样一本外国人，而且是日本人写的中国建筑史，绝对值得一看。不过可惜的是这本书
只止于史前-魏晋南北朝。
3、一直没空看完，今天抽空看完了。很让人郁闷的一本书。前18页都还好，写到中国国民历史的时候
，就开始不太对。大篇幅的写石窟及装饰纹样，盖因可为支持作者认为中国建筑受到希腊印度艺术影
响的论据（潜台词是证明受中国影响的日本也是和希腊有渊源的）。写至南北朝就不写了，哪怕作者
也认为唐代艺术是极盛（是因为没法和西方有关联了么？）。还有说敝国木造房子用料低劣，靠涂饰
遮掩，不能不生气一下啊啊啊~~当然也有可取之处，即援引文献众多，史料亦多，文笔雅致。虽然历
史也类似一种推理，但是这本书的推理太偏颇，忽略中国自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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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史》

章节试读

1、《中國建築史》的笔记-第3页

        ⋯⋯若将世界古今之建筑，大别之为东西二派，中国之建筑属东洋建筑。（以欧洲本位而命名者
）在东洋亦自有三大系统。

三大系统者，一中国系，二印度系，三回教系。此三大系各有特殊之发达，而扩张至亚细亚大陆之全
部及阿非利加之北半部与欧罗巴之一部，南洋之一部。即除东半球内欧罗巴之大部分外，其他悉称东
洋建筑之领土，亦无不可。

⋯⋯中国系连绵至于今日，仍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
⋯⋯印度系自回教传入以来，着着变化，古代之形式，已不复存矣。
⋯⋯回教系虽曾极盛之报达文化与蒙兀尔朝之印度回教艺术，今仅存其残迹而已。

伊东忠太对于东洋建筑的comment，1920年代。

2、《中國建築史》的笔记-第15页

        伊东忠太描述中国北部、中部、南部建筑特色与人的特征的关系。
中国北部之建筑，性质大概钝重，因中国北部之风物与人，皆钝重故也。据余所见，虽同是汉人，北
方之汉人，躯体丰满，容貌宽厚，举动迟钝，其建筑之性质，殆亦相同。宫殿庙宇，成一种悠然不迫
之态度，细部之手法等，亦不流于奇怪，不甚陷于纤细，一见似欠流丽，但亦不落于稚气。

中国中部，包括江苏、浙江之大部分，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之全部，河南、陕西之南半部
，甘肃之东南部，贵州、云南之北半部。扬子江流域，面积约达六百五十万方华里，占中国本部之过
半。其土地极丰饶，平地以田亩充之，山以森林蔽之，无数之巨川，有舟楫之利。气候亦较中国北部
遥为快适，各种物资丰富，即谓中国生命之大部分由中部保持，亦非过言也。

中国中部发达之艺术，活气旺盛，而有活泼之元气。故中国中部之人，才气焕发，有英迈俊敏之资。
自古即有“楚材”一语，楚多才人，非偶然也。其建筑因木材丰富，故自古皆为木造。余载湖南边境
发现原始房屋，完全用木材建造，屋顶以茅葺之。其他宫室，亦全用木造，多有一砖不用者。故中国
中部之建筑，往往令人生轻快之感。屋顶之弯曲程度，北部曲率较少而中部则甚显。其装饰的手法，
异常复杂。

中国中部建筑材料之变迁，为“木材”——“木材与砖”，不似中国北部之重用黏土也。砖屋由北方
发明而传于中部，木屋则由中部发明传于北方者。

北方与中部风物之相异，观所画而自明。北方之画自然者，多干涸峻险之气味，山岳皆棱棱露骨。适
用大斧劈、小斧劈、乱柴乱麻等皴法。南方之画，有丰满湿润之气味，米点甚为发达。书法以长安、
洛阳为中心而发达于北部者，多雄劲古怪。以大江一带为中心而发达于中部者，多优丽婉曲。

中国南部，包括福建、广东、广西之全部，贵州、云南之南半部及浙江之南部。其面积三百万余方华
里。此地由纬度言之，虽一部属于热带，但北负南岭山脉，东南临海，故气候温暖，土地丰饶，山有
苍郁之树林。无数之江河，皆保浩瀚之水量。运输交通多用船筏。因此等土地之关系，住民气质，较
中部更为敏活。富进取之精神，然往往近于过激。故其建筑，亦与热带建筑相同，富奇矫之精神。

此地之建筑，皆有木材出发，余在云南边境，见日本所谓校仓式之民家，下植木桩上架木屋为仓库，
此等式样之屋，必在木材甚多之地而发达。其后亦砖石混用，以至于今。广东地方屡见用石柱或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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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者，盖防白蚁及其他虫害故也。他一方面，又表示此地石材之丰富。

3、《中國建築史》的笔记-第24页

        看得吐血，想想人家全是外国人，你国又没有相关著作也就只好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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