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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有什么不同？

中国传统的建筑以木结构建筑为主，西方的传统建筑以砖石结构为主。现

代的建筑则是以钢筋混凝土为主。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朴素淡雅的风格，主要以茅草、木材为建筑材料，以木

架构为结构方式（柱、梁、枋、檩、椽等构件），按照结构需要的实际大小、

形状和间距组合在一起。这种建筑结构方式反映了古代宗法社会结构的清晰、

有序和稳定。由于木质材料制作的梁柱不易形成巨大的内部空间，古代建筑

便巧妙地利用外埠自然空间，组成庭院。庭院是建筑的基本单位，它既是封闭

的，又是开放的；既是人工的，又是自然的，可以俯植花草树木，仰观风云日

月，成为古人“天人合一”观念的又一表现，也体现了中国人既含蓄内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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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进取的性格。古代稍大一些的建筑都是由若干个庭院组成的建筑群，单个

建筑物和庭院沿一定走向布置，有主有次，有高潮有过渡，成为有层次、有深

度的空间，呈现出一种中国人所追求的整体美和深邃美。其中宫殿、寺庙一类

比较庄严的建筑，往往沿着中轴线一个接一个地纵向布置主要建筑物，两侧对

称地布置次要建筑物，布

局平衡舒展，引人入胜。

古 人 很 早 就 能 运 用

平衡、和谐、对称、明暗

轴线等设计手法，达到美

观的效果。古代建筑重艺

术装饰，但不复杂，只在

主要部位作重点装饰，如

窗檐、门楣、屋脊等，布

中西文化差异

笼统来讲，一般有以下四点：

①中国集体主义，西方个人主义；

②中国文化对不确定性因素的回避非常高，

西方在这方面敏感度较低；

③中国等级制度森严，造成人们的社会地位

相差悬殊，西方人们的社会地位差距相对较小；

④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盛行的程度不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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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多向平衡方向发展，不重高层建筑。佛教传入后，出现了楼阁、佛塔，高层

建筑才得以盛行。建筑的一切艺术加工也都是对结构体系和构件的加工，如色

彩、装饰与构件结合，构成了丰富绚丽的艺术成就，雕梁画栋，形体优美、色

彩斑斓；楹联匾额，激发意趣，令人遐想无穷。

 这些属于实用艺术的一种，又归于广义的造型艺术，指用沉重的物质材

料堆砌而成的物质产品，是人类为满足自身居住、交往和其他活动的需要而

创造的“第二自然”，也是人类日常生活最基本的空间环境。建筑艺术是通

过建筑群体组织、建筑物的形体、平面布置、立体形式、结构造型、内外空

间组合、装修和装饰、色彩、质感等方面的审美处理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实

用造型艺术。建筑是人类重要的物质文化形式之一。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最初的建筑主要是为遮风避雨、防寒祛暑而营造的，是人类为抵抗残酷无情

的自然力而自觉建造起来的第一道屏障，只具有实用的目的。随着物质技术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建筑才越具有审美的性质，直至发展成为以作为权势

象征为主要目的的宫殿建筑，以供观赏为主要目的的园林建筑。在各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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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筑是最早的艺术之一。恩格斯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有了“作

为艺术的建筑的萌芽”了。建筑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以独特的艺术语言熔

铸、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审美追求，建筑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

断显示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精神文明，以其触目的巨大形象，具有四维空间

（包括顶面）和时代的流动性，讲究空间组合的节律感等，而被誉为“凝固

的音乐”、“立体的画”、“无形的诗”和“石头写成的史书”。建筑可以

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建筑材料的不同，可分为木结构建筑、砖石建

筑、钢筋水泥建筑、钢木建筑、轻质材料建筑等；根据建筑所体现的民族风

格，可分为中国式、日本式、意大利式、英吉利式、俄罗斯式、印第安式建

筑等；根据建筑的时代风格，可分为古希腊式、古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

兴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式、国际式建筑等；根据建筑流派的不同，分类

就更复杂了，仅“二战”后，西方就有野性主义、象征主义、历史主义、新

古典主义、新方言派、重技派、怪异建筑派、有机建筑派、新自由派、后期

现代空间派等。但在通常情况下，人们较多的是根据使用目的的不同而将建

筑分为住宅建筑、生产建筑、公共建筑、文化建筑、园林建筑、纪念性建

筑、陵寝建筑、宗教建筑等。

 中国古建筑为什么讲究天人合一？

虽然“天人合一”这个成语出现较晚，但是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却由来已久。在影响建筑发展的诸多因

素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是根本性的。天

是一个历史范畴，起源于远古人类对无法预

测的苍茫太空的敬畏，夏商以后，“天”被认为

是有意志、有人格的最高主宰。对这种主宰的崇拜

就构架起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天人合

一”就是人们强调天与人的关系紧密相关、不可

分割的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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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阑文化”是古代中国南方建筑文化的主体，

是南方干阑式建筑与源于北方穴居的高台式建筑融

合时期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代表。它是以木结构

为主的建筑体系，向来注重与自然的高度

协同，尊重自然，体现“天人合一”的

境界。在艺术性格上特别重视对中和、

平 易 、 含 蓄 而 深 沉 的 美 的 追 求 。 在 选

材上，木材给人以含蓄、深沉的天然

之美，它集轻巧、坚韧、易于加工为

一身，因此成为中国古建筑的首选材

料。加之，建筑始终是为人服务的，

古代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因

此，选择木材也有其必然性。

 中国古建筑在建筑类型上丰富

多彩，主要包括：宫殿、宗庙、公

府、馆榭、地下宫室、离宫、坛、

祠、警鼓台、舞台、观景楼阁等。

它们的种类和使用功能虽不相同，但

始终流露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这

基于与自然高度协同的文化精神——

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建筑镶嵌在

自然中，仿佛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

中国古建筑注重与自

然高度协同，往往在城市、

村镇、宫殿、陵墓的选址和

布局命名上，都力图体现天

人合一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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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宫殿建筑有什么特点？

宫殿建筑又称宫廷建筑，是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显示皇权的威严，

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享受而建造的规模巨大、气势雄伟的建筑物。这些

建筑大都金碧辉煌、巍峨壮观。

从秦朝开始，“宫”成为皇帝及皇族居住的地方，宫殿则成为皇帝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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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政 的 地 方 。 中 国 宫

殿 建 筑 的 规 模 在 以 后

的 岁 月 里 不 断 加 大 ，

其 典 型 特 征 是 斗 拱 硕

大 ， 以 金 黄 色 的 琉 璃

瓦 铺 顶 ， 有 绚 丽 的 彩

画 、 雕 镂 细 腻 的 天 花

藻 井 、 汉 白 玉 台 基 、

栏 板 、 梁 柱 ， 以 及 周

围 的 建 筑 小 品 。 北 京

故宫太和殿就是典型的宫殿建筑。

为了体现皇权的至高无上，表现以皇权为核心的等级观念，中国古代宫

殿建筑采取严格的中轴对称的布局方式：中轴线上的建筑高大华丽，轴线两

侧的建筑相对低小简单。由于中国的礼制思想里包含着崇敬祖先、提倡孝道

和重五谷、祭土地神的内容，中国宫殿的左前方通常设祖庙（也称太庙）供

帝王祭拜祖先，右前方则设社稷坛供帝王祭祀土地神和粮食神（社为土地，

稷为粮食），这种格局被称为“左祖右社”。古代宫殿建筑物自身也被分为

两部分，即“前朝后寝”：“前朝”是帝王上朝治政、举行大典之处，“后

寝”是皇帝与后妃们居住、生活的所在。

苏州园林

19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苏州古典

园林集中体现了中国园林建筑的艺术特色。苏州

园林历史绵延2000余年，现存名园10余处。苏州

园林大都占地面积小，采用变换无穷、不拘一格

的艺术手法，包含中国山水花鸟的情趣，体现唐

诗宋词的意境，在有限的空间内以假山、树木作

为点缀，安排亭台楼阁、池塘小桥，营造以小见

大的艺术效果。其中，闻名遐尔的园林建筑有沧

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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