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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A N Z H U
WENHUA CHUYI

建筑文化刍议
文/朱涛（广西城乡规划设计院顾问总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建筑解字

“建筑”名词一般解释为：造房子、修路、架桥等建设行为；“建”字在

《说文解字》中解释为：“立朝律也。从聿从廴。聿，律省也。”《说文解字

注》：“今謂凡豎立爲建。从聿。律省也。从廴。廷省也。”律省中的“律”字

一般解释为：法则、规章、约束、音律。中国古代把声音分为六律（阳律）和六

品（阴律），合称“十二律”。古代用竹管制成的校正乐律的器具，以管的长短

来确定音的不同高度，从低音管算起，成奇数的六个管称“律”；成偶数的六个

管称“吕”，后来“律吕”作为音律的统称，所以才有“王以律省，风而作乐”

的先秦乐律思想。“省”字是会意字，即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根据意义之

间的关系合成一个字，据甲骨文和小篆字形，像眼睛观察草。其本义为：察看、

省中（宫禁之中）、省内（宫禁之内）、官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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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省的“廷”字一般解释为：朝廷、宫廷、廷杖、官署等。

综合前面字义，我国古代“建”字就包含律省和廷省的含义。在律省的组词中有法则、约束、音律、察看的

含义，在廷省中也有朝廷、官署、察看的含义。观“筑”字，其为会意兼形声字，“从竹、从木、从工”。古代

筑墙先立两行夹板，再中间填土夯实，故称为“筑”。

“省”字形发展演变

金文建字， =（“阜” 表示山地， 表示墙基） （不是“聿”， 表示手持杵棒 ，夯土筑墙），

表示辟山为址，傍山筑屋。为了肥沃的土壤和方便灌溉，古人大多定居于河湖岸边；又为了地基牢靠和防洪防

汛，古人常辟山为址，傍山筑屋，面河而居。金文築字， = （竹片）+ （巩，持械击打） + （木板），

造字本义：用竹木夹板垒墙。

所以，“建筑”的词义在我国文明史中早有所依，从汉字的词义来看建筑已经不是简单的造房子、修路、架

桥的工程行为，而是蕴涵丰富的建筑文化。从建筑文化的意义来理解、观察、设计、建造房屋等建筑物，我们才

能具备深邃的目光和全面的理解，我们才能设计和建造出独具特色的建筑物，这就是研究建筑文化的初衷。

历史轨迹

中华民族祖先在上古时期就开始用木材和泥土建造居所。七千多年前，我国以土和木为主

要建筑材料，形成独特的建筑体系。这一体系从个体建筑发展到城镇布局，最后演化成为具有

中国特色的建筑风格和形式。以下大致分析我国古建筑的发展脉络和文化轨迹。

旧石器时代，我国原始人居住在岩洞里。

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开始穴居，并且逐步利用黄土层为墙壁，用木构架、草

泥搭造半穴居所。在长江流域以南，因为潮湿多雨，常有水患兽害，所以那里的先民开始构木

为巢，后来发展为干栏式建筑。

夏、商、周时期，许多地方都营造了都邑，夯土技术已广泛使用于筑墙造台，如河南偃师

二里头商都城遗址，就有长、宽均为百米的夯土台，台上建有八开间的殿堂，周围有回廊。另

外，木构架技术较先前的原始社会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斧、刀、锯、凿、钻、铲等加工

木构件的工具。西周时兴建的丰京、镐京和洛阳的王城、成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营

造的都城，都开始以宫殿为中心布置城池。当房屋建在夯土台上，木构架就成为其主要的结构

方式，陶瓦也开始使用在坡屋顶上，而且木构架上的装饰和彩绘也多了起来，这标志着中国古

代建筑已经具备了雏形。

OBSERVE

“筑”字形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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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帝国，并北

筑长城，在陕西咸阳修筑都城、宫殿、陵墓等。今天的我们，从

秦始皇兵马俑列队埋坑，可以想见当时的工程是多么宏伟浩大。

汉代继承了秦朝建筑传统。汉武帝刘彻先后五次大规模修筑

长城，开拓了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还兴建了长安城内的桂宫、

光明宫和西南郊的建章宫、上林苑，促进了我国古建筑的发展。

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东周都城故址营建了洛阳城及其宫殿。木构架

作为当时的建筑结构主体趋于成熟，重要的建筑物已经普遍使用

斗拱，屋顶形式呈现多样化，庑殿、歇山、悬山、攒尖、囤顶均

已出现，有的还被广泛采用。

砖、瓦建筑材料的使用，促进了建筑业的蓬勃发展。两晋、

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又一次的民族大融合。也在这一

时期，我国传统建筑形式开始受佛教影响，出现了大同云冈石

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太原天龙山

石窟、南响堂山和北响堂山石窟等佛像石窟。这一时期，我国建

筑融进了许多来自印度（天竺）、西亚的建筑形制和风格。

隋唐时期，我国建筑既继承了前代的成就，又融合了外来

影响。但是，我国独立而又完整的建筑体系依然没有改变，而且

把古代建筑推进了更加成熟的阶段，并影响着我国周边国家的建

筑风格。隋朝在建筑上颇有作为，它修建了都城大兴城（唐代长

安城），营造了东都洛阳，经营了长江下游的江都（扬州），开

凿了南起余杭（杭州）、北达涿郡（北京）、东始江都（扬州

西南）、西抵长安（西安）的长约2700公里的大运河。还动用

百万人力，修筑万里长城。公元605—618年，名匠李春在现今

河北赵县修建了一座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券大石桥安济桥。到了唐

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远拓。在首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继续修建规模巨大的宫殿、苑囿、

官署，全国各地也陆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地方城、商业和手工业城，如广陵（扬州）、泉州、洪

州（南昌）、明州（宁波）、益州（成都）、幽州（北京）、荆州（江陵）、广州等。唐代佛教

文化达到了鼎盛阶段，至今还保留着唐代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南禅寺佛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

荐福寺小雁塔、兴教寺玄奘塔、大理千寻塔，以及一些石窟寺等。在此期间，我国建筑技术有了

新的发展，朝廷制定了营缮的法令，设置有掌握绳墨、绘制图样和管理营造的官员。

从晚唐开始，我国进入了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乱时期，先是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的更

替和十个地方政权的割据，接着又是宋与辽、金南北对峙，致使我国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的破坏，

建筑也从唐代的高峰上跌落下来，再没有出现如长安城那么大规模的都城与宫殿。但是，随着商

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城市逐渐由前代的里坊制演变为临街设店、按行成街的布局。

唐长安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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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筑方面，自北宋起一改唐代宏大雄浑的气势，而向细

腻、纤巧方面发展，建筑装饰也更加讲究。北宋崇宁二年（公

元1103年），朝廷颁布并刊行了《营造法式》，这是一部有

关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规范书，是一部完善的建筑技术专著。颁

刊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官式建筑的

规范和管理，书中总结历代以来建筑技术的经验，制定了“以

材为祖”的建筑模数制。该书规定，以“材”作为房屋营造尺

度和标准，将建筑的用料尺寸分为八等，按屋宇的大小、主次

量身用材，“材”一经选定，木构架部件的尺寸都整套按规定

而来，设计施工方便，供料估算也有统一的标准。这部书的颁

行，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到了宋代，在工程技术与施工管理方

面均达到新的水平。

元、明、清三朝统治我国达六百多年。元代营建大都和

宫殿，明代营造南、北两京和宫殿，在建筑布局方面较之宋代

更为成熟。明清时期皇帝和王公大臣、商贾富豪、地主豪绅都

大兴苑囿与私家园林，掀起了中国历史上造园的高潮。同时，

清代喇嘛教建筑也在蒙、藏、甘、青等地广泛建造，仅承德一

地就建有11座喇嘛庙。明清两朝的帝陵也较多，如北京十三

陵、清东西陵，这些建筑与江南的园林和遍及全国的佛教寺

塔、道教宫观以及各地民居、城垣建筑等，构成了中国古代建

筑留存至今的主要篇章。

中华民国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中，建筑所展现的风格也各不相同。一般认为，民国

建筑大部分为砖混结构，这种结构是指建筑物中竖向承重结构

的墙、附壁柱等采用砖砌体，大城市中的柱、梁、楼板、屋面

板等开始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样的结构延伸了建筑的使用

空间，相比古建筑土木结构更具有承载力大、建筑空间灵活、

安全耐久等优点。

建筑文化

文化是个大概念，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

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

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总和。中国人

理解的文化概念，文就是“记录、表达和评述”，化就是“分析、理解和包容”，文化的

特点是“有历史，有内容，有故事的记载”。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

家和语言学家一直在努力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界定文化的概念。但是，从具体建筑文

化内容来看，就是指建筑物体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规范律法、制度

思维、营造技术、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内涵。从这种角度来认识建筑文化，我们就不难

理解建筑文化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然而，不管如何广泛和复杂，建筑的本质是人们用建筑

材料来搭建的一种供人居住和使用的物体，如住宅、桥梁、旅馆等，其实园林也是建筑的

一部分，它的文化属性更加明确。在建筑学和土木工程的范畴里，建筑是指兴建的建筑物

或发展基建的过程。建筑可以垒起文化，文化又是上层建筑。从这种意义上来认识建筑文

化，建筑文化又如同创作的平台，人们利用建筑的物质平台，展现出无穷的想象力，构建

《营造法式》是我国第一部详细论述建筑

工程技术及规范的官方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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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物质和精神的共同家园，这也是建筑文化的魅力。华夏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建筑文化和风格，与日月同辉，和

山水同在。它上连人们的衣食住行，下接百姓的风土人情；它可筑就江山社稷，又可垒砌广厦予民众栖身。因

此，建筑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产生了无数的物质内容和文化现象，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融合的产物，

也是物质与精神交融、碰撞、促进的结果。在不同的时代，建筑文化的内涵与风格丰富各异，除去地理气候因素

以外，在不同的地域，建筑的价值观也区别明显。中国的建筑发展有一条规律，即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当今，我们要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就要深入地研究我们祖先是如何解决物质与精神、技术与艺术、继承

与发展的协调问题，进而总结前人的创造，挥洒今天的创新。

李振宇：兼收并蓄的中国建筑教育 水泥管，看我七十二变！

楼梯下的空间，也可以华丽地变身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
——青普扬州瘦西湖文化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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