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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简 介
　　 张素香,河南濮阳人,硕士研究生,讲师,

现为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建筑工程系系主

任. ２００９年至今,历任建筑工程系教学秘书、

副主任、主任, 自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建筑工

程教学管理工作,研究土建类专业教学改革,

主持完成专业综合技能实训中心建设,开展

建筑工程技能综合实训,主持省级教研项目

«基于工程训练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土建类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与实践»,参与省级教研

项目:«独立学院转型发展中工科类本科专业

建设研究»«独立学院本科职教型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研究» «独立学院基于数学软件应用的

数学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研究»等.



近年来,科学技术水平不断进步,我国建筑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

度,一大批结构新颖、规模宏大、技术高超的建筑物不断出现.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各类商品房的需求量进一步增加,房

地产行业保持着强劲增长的态势,房屋建筑数量不断增加.

在房屋建筑数量增加的同时,房屋建筑质量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如墙面开裂、屋面渗漏,卫生间、厨房地面渗漏等常见的质量问题以及因房屋

质量问题导致房屋倒塌等严重的质量问题.根据住建部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６年

全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６３４起,死亡７３５人,比２０１５年同期

事故 起 数 增 加 １９２ 起、死 亡 人 数 增 加 １８１ 人,同 比 分 别 上 升 ４３．４４％ 和

３２．６７％.这说明了房屋建筑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不仅会对使用者的日常生活、

工作带来影响,还可能对人身与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如何做好房屋建筑

施工质量控制,狠抓工程质量管理,成为建筑施工员非常关注的问题.

本书结合当前房屋建筑质量管理工作实际.全书共分为８章.第１章从

中国建筑的发展概况、房屋建筑的分类和等级划分以及房屋建筑中工程质量

的重要性等方面对房屋建筑进行了概述;第２章从当前房屋建筑的质量通病

及成因、房屋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的原则和措施、房屋建筑施工质量控制的主要

因素以及主要方法对房屋建筑施工质量控制进行了概述;第３章至第８章,分

别从地基与基础工程、主体工程、屋面工程、地面工程、装饰工程、电气安装工

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每个章节讨论了施工技术、常见质量问题与预防以

及对应工程的质量控制方法与措施.

在写作过程中,本书参考了大量建筑质量管理资料,在此对提供这些资料

的作者以及建筑公司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对房屋建筑施工的实践缺失以及

建筑质量资料理解得不够全面,书中可能存在一些缺点或错误之处,敬请同行

专家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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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房屋建筑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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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中国建筑的发展概况

１．１．１　中国古代建筑发展

１．原始社会时期的建筑

“中国建筑之原始,究起自何时,殆将永远笼罩于史前之玄秘中”. 在新石器时

代的后期,人类从栖息于巢与穴,进步到有意识地建造房屋. 出现了干阑式与木骨

泥墙的房屋. 姜寨有五座“大房子”共同面向一个广场,每座“大房子”周围环绕着

若干或圆或方的小房子,其布局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聚落的特色. 龙山文化时期

的居住遗址以西安客省庄的一座吕字形平面的房屋为例,房屋面积比仰韶时期的

变小,室内有供存贮的窖穴,表现了父系氏族社会私有财产的出现.

２．奴隶社会时期的建筑

奴隶社会时期包括夏、商、四周、春秋时期.
(１)夏

夏代的城市遗址在河南王城岗、山西夏县及河南淮阳平粮台有所发现.
(２)商

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大发展的时期,青铜工艺已达到纯熟程度,已有甲骨文等

文字记述的历史. 建筑技术明显提高. 著名遗址有:①郑州商城,可能是商王仲丁

时的隞都. ②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早商宫殿建筑,可能是成汤都城———西亳的遗

址. 其中一号宫殿最大,是我国迄今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廊院式木架夯土建筑. 二

号宫殿是一更为完整的廊院式建筑(二里头宫殿遗址,近来列入夏代,存疑). ③殷

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 中国考古界多年来对殷墟做过

细致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于它的宫殿、墓葬等已有较清楚的认识. 它的建筑建于长

方形土台上,长面朝前,有纵有横,说明布局已具庭院的雏形. 它的墓葬为土圹木

椁墓,深达十几米,四出羡道,有很多殉葬的人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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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西周

西周时在奴隶主内部已有按宗法分封的制度,规定了严格的等级. 表现在城

市的规模上就是诸侯的城按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分别不准超过王城的１/３、１/

５、１/９. 否则即是“僭越”.

西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遗址是陕西岐山风雏村的“中国第一四合院”,是一处

二进院的宗庙建筑,大门开在中轴线上. 门外有屏,前院的堂与后院的寝之间有穿

越相接. 两侧为与基地等长的厢房. 房屋内用木柱,外为土墙. 遗址中发现有少

量的瓦,说明西周时有瓦,可能只用在屋顶局部. 西周铜器令簋的器腿上有斗形支

撑物. 至此,中国建筑的最显著特征,即木构架承重、院落式布局已经呈现,说明中

国建筑的雏形已经具备.
(４)春秋

春秋时期宫殿建筑的特色是“高台榭、美宫室”. 这一方面是高台建筑有利于

防刺客、防洪水、可供帝王享受登临之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建筑技术的原因,当时

要修建高大的建筑,要依傍土台才能建造成功. 此时期杰出的工匠为公输般———

鲁班,被后世奉为多种行业工匠的祖师爷.

３．封建社会初期

封建社会初期包括: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１)战国

战国时战乱频仍,“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前对诸侯国城址大小的限制

已失去控制. 城市规模扩大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战国七雄各国的都城都很大,以

齐国的临淄为例:大城南北长５公里、东西宽约４公里,城内居民达７万户,街道上

车轴相碰,人肩相摩. 大城西南角有小城,推测是齐国宫殿所在地,其中有高达

１６m 的夯土台. 在河北平山县的战国中山王的墓中出土了一块铜板错银的“兆域

图”,该图大体上是按一定比例制作的,有名称、尺寸、地形位置的说明,并有国王诏

令. 此图被誉为中国现在已知的最早的建筑总平面图.

在陕西咸阳市东郊发掘的秦咸阳一号宫殿是一座以夯土台为核心,周围用空

间较小的木构架建筑环绕的台榭式建筑. 该建筑具有采暖、排水、冷藏、洗浴等设

施,显示了战国时期高级建筑已达到的水平.
(２)秦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 他每灭一国,就在咸阳北坂上仿建那一国的宫室,

这在建筑技术,建筑风格上起到了交流融会作用. 秦代的都城与宫殿均不遵周礼,

而是在跨渭水南北广阔地区,弥山跨谷地修建. 脍炙人口的阿房宫是秦始皇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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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宫的前殿. «史记»记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

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巅以为阙. 络为复

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 把数千米以外的天然地形,组织到建筑空间中

来. 这种超尺度的构图手法,气魄之大,正是秦这个伟大帝国气势的反映. 现存阿

房宫遗址,东西１０００余米,南北５００余米.

秦始皇的陵墓———骊山陵,尚未进行考古发掘,陵体遗存边长３５０余米,残高

仍在４３m 以上. 附近农民耕地时,常有一些建筑构件出土,近年在墓东侧发掘出

的“兵马俑”,轰动世界,“秦俑学”已成为一种专门学科. 修驰道、筑长城、也是秦代

的重要建设.

(３)汉

西汉在渭水西岸建长安城,其中包括了秦代未毁的部分宫殿. 又受地形限制,

城市的外轮廓曲折、附会为北象北斗、南象南斗,俗称“斗城”. 城内布局全未按礼

制对都城的规定,宫殿与民居杂处. 全城面积３６平方公里,有城门１２座,城内有

五座宫城、八街九陌、１６８闾里.

在汉长安南郊出土了１１座“礼制建筑”,应为王莽九庙遗址. 其中一座周边有

圜水的建筑,仍属有土台核心的木构建筑.

汉代的陵墓仍属土圹木椁墓,用黄肠题凑. 陵侧建陵邑,迁各地豪富及外戚等

来居住. 名为替先帝守陵,实为强干弱枝,便于控制管理. 汉代陵邑共有七座,其

中以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最著名,称“五陵”,后来诗文中常以五陵喻为一种

豪门聚居之地,内中子弟称“五陵少年”.

东汉于公元２５年定都洛阳. 都城内有东西二宫,两宫之间以阁道相通. 文献

上记载东汉的宫室中有椒房、温室殿、冰室等防寒祛暑的房屋,说明建筑的进步,已

然注意到居住条件的改善. 汉代遗存至今的地面以上建筑有墓前的石阙、墓表、石

享堂、石象生. 另外就是崖墓、砖石墓等中的明器、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等间接的

建筑形象资料.

(４)三国

此时期是东汉末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战乱年代. 位于河北临漳县的邺城,原

是齐桓公所置的城、后属晋. 三国时曹操以此为南征北战的大本营,城市的建设具

有新的格局,文献上对此城记述颇多,城的面积为６．５平方公里,有中轴线,有明确

的分区,是中国第一座轮廓方正的都城. 城用砖砌,每百步建一楼,转角处有角楼.

东魏、北齐也曾都于此. 北周灭北齐时城又毁. 此城早已毁于兵燹,再加上漳河屡

次泛滥,地上遗存已很少,有人认为它是隋唐长安城的蓝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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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两晋、南北朝

佛寺、佛塔及石窟寺的出现,是本时期建筑最大的成就. 佛教虽然于西汉末年

已传入中国,但未兴盛. 直到此时,由于战乱,百姓不堪其苦,寄希望于来世;帝王

崇佛,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才得以大兴. 文献记载:北朝仅洛阳一地,就有佛寺

１３６７所.

公元５１６年,北魏胡灵太后在洛阳建的永宁寺塔,是一座方形平面的９层木

塔,高达４０余丈,«洛阳伽蓝记»对其描述甚详,是中国木构建筑中最高的一座. 现

存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４年(公元５２３年),是一座１５层的密檐式

塔,是我国地面之上真正的建筑遗存中最早的一座. 平面为１２边形,塔的外形轮

廓呈圆和曲线形,极为流畅优美.

石窟寺自印度传入,与中国开凿崖墓技术结合,很快地得到推广. 敦煌莫高

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是最著名的三处. 石窟中有许多反映当时建筑形

象的雕刻,如塔、殿宇的屋顶、斗拱、柱等. 在河北定兴有一座北齐的义慈惠石柱、

柱顶上有一座小殿,有梭柱、檐口平直、屋面瓦脊等建筑细部的形象,是研究北朝建

筑的重要资料. 南朝仅存有陵墓,以地面上的石刻墓表及石象生辟邪较为出色.

综观此阶段,以汉代为高潮. 中国建筑作为一个独特的体系,到汉代已经确

立. 至此,木构架体系、院落式布局等特点已基本定型. 后期由于佛教哲学与艺术

的传入,以及中国社会中玄学的兴起,建筑形象趋于雄浑而带巧丽的风格.

４．封建社会中期

封建社会中期包括隋、唐、五代、宋、辽、金.

(１)隋

隋代最突出的建筑成就就是新建一座都城———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以汉长安

城内宫殿与民居杂处,不便于民;水苦涩,不宜饮用为由,在汉长安的东南创建了一

座全新的都城. 城的面积达８４平方公里. 城的外廓方正,城内有纵横干道各三

条,称为“六街”. 中轴线北端是宫城,宫城前是皇城. 全城设１０８个坊和两个市.

每个坊都有坊墙围绕. 城的东南隅曲江所在的低洼地段,辟为供居民游赏的园林,

这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都是值得称赞的举措. 大兴城布局严整,街道平直、功能

分区明确,规划设计得井井有条.

这主要出自哲匠宇文恺之手. 宇文恺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家;隋代的东都也是

由他规划设计的. 他考证“明堂”,广引文献,并用１/１００比例尺制图、做模型. 他

还有许多具有巧思的建筑创作.

隋代对佛教十分重视,隋文帝建国之初,曾诏令全国务州建“仁寿塔”,是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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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五层的楼阁式木塔,可能有标准图,今塔已无一遗存. 隋代遗存至今最著名的

建筑是河北赵县的安济桥,是一座敞肩拱桥,它比欧洲同样类型的桥要早１２００年.

桥由２８道石券并列而成,跨度达３７．４７米. 此桥在技术上,造型上都达到了很高

的水平. 桥的建造人是隋匠李春、这在中国一向不重视工匠的古代,能留下匠人的

名字,是极难能可贵的. 隋代遗存的另一建筑是山东济南柳埠的神通寺四门塔,是

一座平面为方形的单层石塔,建于隋大业七年(公元６１１年).

(２)唐

唐代将隋代的大兴城改称长安城,作为都城,继续加以完善. 后来因为宫城湫

隘、宫殿不敷使用,在长安城东北隅城墙之外修建了一座大明宫,大明宫逐渐成为

唐代的政治中心. 大明宫遗址已经考古发掘,其中的主要建筑含元殿、麟德殿等按

遗址做了复原设计. 大明宫的尺度比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尺度要大得多,就是非主

殿的麟德殿也是太和殿面积的３倍.

唐代最宏伟的木构建筑当推武则天所建的“明堂”. 文献记载它的平面为方

形,约合９８m 见方,高约合８６m. 是一座底部为方形而顶部为圆形的三层楼阁.

建造如此复杂的高层建筑,工期只用l０个月,由此可见当时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的

技术已臻于成熟. 据近年对明堂遗址的考古发掘,其平面尺寸与结构同文献记载

基本一致.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灭法”,即消灭宗教的活动,如著名的“三武一世”灭

法. 从北魏到五代,佛教建筑被拆毁殆尽,再加上木构建筑材料本身的不耐久,致

使中国现存的木构佛殿很少有年代很早的. 最早的一座是山西五台的南禅寺大殿

(唐建中三年、公元７８２年). 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８５７年)的佛光寺东大殿是

唐代会昌灭法以后所建. 佛光寺东大殿是现存唐代木构建筑中规模最大,质量最

好的一座,但以之与敦煌壁画上所绘的唐代佛寺中殿阁楼台恢弘的建筑群相比,仍

不免简约. 不过仅就佛光寺东大殿来看,其结构的有机、木构件的雄劲,已能让人

领会到唐代木构建筑所达到的高水平. 它的木构用料已具模数、斗拱功能分明,尤

其是脊搏之下只用大叉手而不施侏儒柱,表明唐代匠人已经了解三角形为稳定形

的原理. 它的屋顶平缓、出檐深远,造型庄重美观,建筑技术与艺术达到了和谐

统一.

唐代的木塔无一幸存到今天,砖塔则尚有数座,如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长

安县的兴教寺玄奘墓塔,这两座塔属于楼阁式塔. 西安荐福寺小雁塔、河南登封法

王寺塔和云南大理崇圣寺千寻塔,三者属于密檐式塔. 唐代的单层塔多属于高僧

的墓塔,如河南登封净藏禅师塔、山西平顺海会院明惠大师塔等. 唐塔一般是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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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单层塔壁,以木楼板木扶梯分层. 净藏禅师塔是八角形平面,是已知唐塔中

用八角形平面的首例.

唐代帝陵的特点是“因山为穴”. １８座唐陵中有１６座是利用天然山体凿隧道

修筑的. 以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乾陵为例,以阙及神道形成前导空间,在建筑布

局上有显著进步. 每座陵都有若干陪葬墓. 经考古发掘的永泰公主墓等若干陪葬

墓中的壁画、明器等为了解唐代宫廷生活与唐代建筑形象提供了珍贵资料.

贞观、开元间,公卿贵戚在长安城内建造宅邸的有千余家. 安史之乱后,大臣

将帅竞造第宅,豪华巨大,时人讽为“木妖”.

(３)五代

这又是一个多战乱的时代,北方尤甚. 相对地说南方的吴越、前蜀、南汉等较

为稳定. 此时期重要的建筑遗物如: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 该塔原为９层,现存７
层,是一座八角形平面,双层塔壁的砖塔. 它是砖塔由唐代的方形平面单层塔壁,

向宋塔的多边形平面,有塔心室转变的首例. 南京栖霞山舍利塔也是此时期的

遗物.

前蜀王建墓位于成都近郊,是中国属于王一级的墓最早被正式考古发掘的,在

建筑史上有一定价值,墓中棺床的石刻,较著名.

(４)宋

宋代建都汴梁,即今开封,汴梁原为州治所在,作为国都过于狭隘. 再加上宋

代手工业商业活跃繁荣,自古以来的城市里坊制度被突破,拆除坊墙,临街设市肆,

沿巷建住房,形成开放性城市. 这是中国城市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宋代的建筑风格趋向于精致绮丽,屋顶形式丰富多样,装修细巧,门、窗、勾阑

等棂格花样很多. 留存至今的木构殿堂尚有不少,常以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宋天

圣年间初建,祟宁元年重建)和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宋皇佑四年公元１０５２年

建)为宋代建筑的代表作. 其实,它们尚不能充分地表现出宋代建筑的风格与实际

达到的水平. 可以从宋代的“界画”上看到宋代的重楼飞阁是如何的华丽繁复. 汴

梁地处南北两种建筑风格之间,同时受北方唐代的壮硕与南方五代秀丽风格的影

响,形成了宋代建筑的风格.

宋塔遗存至今的尚有许多,有砖塔、石塔还有琉璃贴面的琉璃塔. 如:河北定

县开元寺料敌塔,是现存最高的砖塔,高８４m. 河南开封枯国寺塔,俗称铁塔,是第

一座砌琉璃面砖的塔. 福建泉州开元寺双石塔,是现存最高的石塔. 宋代的帝陵

集中于河南巩县. 各陵形式相同. 因受堪舆术“五音姓利”规定,宋代帝王姓赵,属

“角”音,墓地应该“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而墓区南高北低,一反中国帝王陵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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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例.
宋祟宁二年(公元１１０３年)颁布了«营造法式»,内容包括了“以材为祖”的木作

做法及各工种的功限料例,附有图样. 全书共３４卷,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术书,作者

是宋代的将作监少李诫. 李诫字明仲,河南管城县人.
自南北朝时胡床、交椅等高足坐具传入中原以来,室内家具日渐多样,桌椅等

垂足坐家具逐渐取代了供跪坐的几案等. 从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上可见一斑. 至

宋代,垂足坐家具已基本普及,这影响建筑的室内高度.
南宋定都临安,即今杭州. 建筑规模不大,但精致,属南方风格,多采用穿斗

架,即使是官方所建寺观,也具南方地方风格.
(５)辽

辽是由北方契丹族统治的朝代,与北宋对峙. 辽的统治者积极吸取汉族文化,
辽代建筑真可视为唐代建筑的延续. 辽代遗留至今的两处最著名的古建筑,一处

是天津蓟县独乐寺的山门和观音阁(公元９８４年),另一处是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

塔(公元１０５６年). 前者是现存最大的木构楼阁的精品,后者是现存年代最早而且

是独一无二的楼阁式木塔. 观音阁外观二层,内部三层,中间有一夹层. 释迦塔俗

名应县木塔,塔高６７．３１m,斗拱式样有６０余种,外观５层,有四个夹层,实为９层,
二者夹层中均有斜撑构件,结构合乎力学原理. 由辽代这两座木构建筑的技术与

艺术所达到的水平,可以反过来推断唐及北宋中原地带木构建筑达到了何等的高

水平.
(６)金

金破宋都汴梁时,拆迁若干宫殿苑囿中的建筑及太湖石等至中都,并带去图

书、文物及工匠等. 在中都兴建的宫殿被称为“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 宫

殿用彩色琉璃瓦屋面,红色墙垣,白色汉白玉华表、石阶、栏杆,色彩浓郁亮丽,开中

国建筑用色强烈之始. 金代的地方建筑中用减柱造、移柱造之风盛行,被认为“制

度不经”. 如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内柱仅留两根,是减柱造极端之例. 北京西郊

的卢沟桥,长２６５m,是金代所建的一座联拱石桥. 桥栏望柱头上的石狮子极多,以

数不清到底有多少而著称.
综观此阶段,以唐代为高潮. 长安城规模之大,列为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

前城市中的世界第一. 唐代是中国建筑发展的最高峰,唐代的大建筑群布局舒展,
前导空间流畅,个体建筑结构合理有机,斗拱雄劲. 建筑风格明朗、雄健、伟丽. 本

阶段中国建筑体系达到成熟.

５．封建社会后期

封建社会后期包括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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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元

元代是由蒙古族统治的朝代,是中国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列入正统的第一个统

一的大帝国. 此前的各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只是局部的地方政权.

元代在建筑上最重大的成就是完全新建了一座都城———大都. 元大都基本上

符合«周礼考工记»中所述的“王城之制”. 它位于金中都的东北方,城的外廓近于

方形,除北面开二门外,其余三面都是开三门. 宫城靠南、宫城以北是漕运终点的

商业区,太庙在东侧,社稷坛在西侧,布局上基本符合“方九里,旁三门面朝后

市、左祖右社”的规矩. 大都的街道取棋盘状,在南北走向的干道之间平行排列着

称为“胡同”的小巷,是成排四合院住宅院落之间的通道. 元大都是一座规划周密

的城市,街道平直,市政工程完备,郭守敬引西山和昌平水源解决了遭运问题. 元

大都的规划设计人有刘秉忠和阿拉伯人也黑迭耳.

元代的木构建筑趋于简化,用料及加工都较粗放. 主要表现是斗栱缩小,柱与

梁直接联络,多做彻上明造,减柱仍在采用. 通常以山西洪洞县广胜寺下寺正殿作

为元代建筑的代表作. 山西芮城的道观永乐宫是元初的建筑,以内中的壁画著称.

元代引进了若干新的建筑类型,如大都中的大圣寿万安寺(妙应寺)白塔,是一座覆

钵式塔(喇嘛塔),是尼泊尔匠人阿尼哥所授.

在河南登封有一座由郭守敬建造的观星台,是中国最早的一座天文台,还引西

郊的水入城与运河相连接解决了大都的漕运. 居庸关云台原是一座过街塔的塔

座,是元代建筑杰作.

元代的戏曲极盛行,元曲与唐诗、宋词并称,与之相应的戏台建筑很多,至今在

山西临汾等多处仍有元代戏台留存.

(２)明

明代曾在南京、临濛(凤阳)、北京先后三次建造都城和宫殿,建设经验丰富,有

一批熟练的工官与工匠. 明成祖在元大都的基址上建设北京城. 在用砖瓦砌元大

都的土城时,去掉了北边不发达的五里,向南边扩展一里. 到嘉靖年间加建外城

时,从南郊开始,中途收口,形成了北京城特有的“凸”字形外轮廓. 北京城有一条

从南到北约长７．５公里的中轴线. 中轴线通过紫禁城,最重要的建筑都位于这条

中轴线上.

紫禁城是中国仅存的一座宫殿建筑,宫殿规划设计严整,造型壮丽,功能完备,

是院落式建筑群的最高典范. 明代在北京还建造了各种坛庙如:太庙、社稷、天、

地、日、月、先农坛等. 并修建了衙署、仓廪、寺观、府邸等. 重要建筑均采用楠木,

规模及造型严谨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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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１３座陵墓位于昌平天寿山麓. 它的地形选择和神道等前导空间的处

理都很成功. 明长陵的枝恩殿木构架中的１２根金丝楠木柱,柱高约２３m,最大柱

径达１．１７m,蔚为壮观.

由于明在建国前推行“高筑墙,广积粮”策略,明代制砖的数量与质量均有很大

提高,不仅把大都的土墙改为砖瓮,万里长城以及许多州、府、县的砖城墙也多是明

代所建. 砌砖技术的大发展,出现了完全不用木料,以砖拱券为结构的无梁殿. 最

著名的一处是南京灵谷寺的无量殿.

明代的琉璃制品也达到了极高水平,色彩及纹饰丰富. 南京报恩寺塔,高８０
余米,塔身遍饰有佛像、力士、飞天等纹饰的彩色琉璃砖,绚丽壮观,被列为当时世

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可惜在太平天国时被毁. 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和山西洪洞广

胜寺上寺飞虹塔也是明代的琉璃建筑,可以略见明代琉璃的风采. 近年在南京发

现了报恩寺塔琉璃备件的窖藏,得见明代琉璃的高质量.

在明代,中国佛塔增加一种类型,即在北京大正觉寺仿印度佛陀伽耶大塔建造

的一座金刚宝座式塔.

明代家具用花梨、紫檀等质地坚实的名贵木料,构件断面小,榫卯严紧密实,不

多加装饰,造型与受力情况和谐一致. 美观高雅,明式家具驰誉世界.

明初朱元璋曾明令禁止宅旁多留隙地营造花园,但明中叶后,江南富庶之地,

私家造园之风大兴. 明末吴江人计成著有«园冶»一书,记述反映了明代造园理论

与艺术水平.

明代修建北京宫殿、坛庙、陵墓的工匠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主力来自江南,以蒯

祥最为杰出. 蒯祥能“目量意营”“随手图之无不称上意”,人称“蒯鲁班”.

(３)清

清代定都北京,没有沿用过去每改朝换代均要焚毁前朝宫室以煞王气的传统,

继续使用了明代的紫禁城,在使用中加以完善. 清代在建筑方面最突出的成就表

现在皇家苑囿的建设上. 除了在北京城内的三海多有建树之外,在西郊所建的三

山五园和在承德所建的避暑山庄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私家园林也大有发展,江

南园林达到极盛. 中国园林影响所及,不仅是近邻的日本、朝鲜,１８世纪时更远及

欧洲. 中国园林成为世界园林渊源之一.

清代为满族统治的朝代,为了团结蒙、藏兄弟民族,在西藏、青海、甘肃、蒙古等

地修建了若干喇嘛庙. 清初在拉萨修建的布达拉宫,在呼和浩特修建的席力图召,

都是汉藏混合式的建筑. 在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修建的“外八庙”结合山坡地形,仿

建布达拉宫等建筑,融合了汉藏两式建筑而有所创新,使中国建筑有了一个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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