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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式营造则例》

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30年代初对清代建筑的营造方法及其则例进行研究后发表的一部学术
著作。主要内容有清代官式建筑各部分名称、比例大小、功用及做法的注释，有标示建筑物立面、剖
面及局部详略的图片和实物照片，以及著者根据民间工匠秘本而编订的＜营造算例＞等。全书文字生
动，形象鲜明，插图详细，自1934年出处以来，一直是中国建筑史界和古建修缮单位一部重要的文法
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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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式营造则例》

精彩短评

1、囫囵吞枣的译前准备
2、学古建筑者必读之范本。
3、功力深厚。营造学社
4、老书，出新版了，要不要买呢
5、居家旅行必备款。膜拜梁思成
6、已藏！
7、字典一样O.O
8、为了考试还看了不少东西⋯⋯
9、以前那些一知半解的结构终于弄明白了
10、太专业了。。
11、最早在图书馆借的看的，现在买的是新版⋯⋯
12、入门书
13、洗净手，正襟危坐，摊开，看与画，书磨烂，大师在心中永恒。
14、本书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30年代初对清代建筑的营造方法及其则例进行研究后发表的一部
学术著作。主要内容有清代官式建筑各部分名称、比例大小、功用及做法的注释，有标示建筑物立面
、剖面及局部详略的图片和实物照片，以及著者根据民间工匠秘本而编订的＜营造算例＞等。全书文
字生动，形象鲜明，插图详细，自1934年出处以来，一直是中国建筑史界和古建修缮单位一部重要的
文法课本。
15、莫名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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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式营造则例》

精彩书评

1、本书目标是清代官式建筑的做法及各部分构材名称。蓝本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27种建筑物
各部尺寸单+瓦石油漆算料算工）以及营造学社的《营造算例》（匠师秘传抄本的搜集册子，有计算
程式）为主。有老匠师切磋甚密，又有社长朱启钤（朱桂辛）在研究材料和经费上的支持。脱稿后，
又经两年的增补修正，才终成正稿。正如梁先生在序中所说，本书既不是建筑史，也不是建筑理论。
无涉结构，力学，美学，实用的探讨。虽然内容无涉，但梁林是旨在开启未来进一步的历史研究以及
建筑创作的。所以特意安排了一章绪论。“但在研究一代建筑则例之前，不能不稍有历史方面演变的
认识及理论方面的基本了解。故烦内子林徽音为坐绪论一章。”绪论的语言带着那个年代的人特有的
优雅，夹杂着月光烛影的氛围，娓娓道来。林在那时就已经对于中国古建筑有了相当把握。摘录并心
得零散如下。中国古建筑三个基本要素：台基，梁柱（木造），屋顶。其中迥然异于他系建筑者，自
是屋顶部分。中国古建筑在平面上是离散的，若干独立的建筑物，分配在院宇各方。论建筑上的美⋯
⋯其轮廓，色彩，材质，但美的大部分精神所在，却蕴于其权衡之中。长与短之比，平面各大小之分
配，立体上各体积，各部分之轻重。增减毫厘之玄妙。中国建筑的美并非因其有色彩，或其特殊形式
，而是产生这特殊样式的内部，充盈智慧的组织。旧制建筑不适用的原因：现代生活种种与旧日积渐
不同⋯⋯宫殿庙宇，官衙城楼失掉功用，另一方面新组织产生诸如学校，工厂，医院，商场等公共建
筑。适用，坚固，美观之适用，由于换了新的问题，旧的答案不能适应，自是理所当然。（中国古建
筑与树木尺度相称，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而越来越大型的公共建筑不再适合用传统木构系统解决。
）斗拱：斗，以第三方出现，是栱与翘之关节，整个斗拱又是柱与顶之关节。这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
。将矛盾在易操作的关节处解决。琉璃于汉代自罽（ji,4）宾国（汉朝时之西域国名。位于印度北部。
即今喀什米尔一带之地。）传入中国，用于屋顶始于北魏，明清应用尤广。传统工程的弱点，举了三
点，一是将人对木料，尤其是梁，用料太费，用极高的安全率，以避免危险。且未能理性地认识梁高
比例。二是匠师素不用三角形。三是地基太浅。（传统木材靡费可能还有另一层原因。小材取代大材
虽然省料但是费工，倚赖机械加工业，以及配套的精密构件。在中国当下也未成气候。系统改良的觉
悟始终未能成大器。匠人也难脱离单纯劳力的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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