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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 

自 19 世纪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

概念以来，这句话至今被奉为建筑美学的经典之语。与世界

其他建筑一样，中国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政治、经济、

社会的种种元素在其中也得到了深刻而生动的体现，所以它

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中国建筑以师法自然为指导原则，

以表现自然意趣为目标，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树一

帜的风格，是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化载体，成为悠悠五千

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造型艺术，把人类历史、

文化、旅游、风俗民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你把目光

投向广阔的中华大地时，你看到的不单单是秦砖汉瓦、宫殿

楼台、寺庙道观，还能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所在。 
建筑是历史的见证。建筑是人们“衣食住行”中的重要

一项，是一个民族在整个地理、地质、气候、政治、经济、

社会、宗教和一切问题影响下的产品。人类在物质或思想上

有任何的变迁，建筑都能极忠实地反映出来，所以欧洲史学

家称建筑为“历史之镜”。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说：“人民的思

想就像宗教的一切法则一样，也有它们自己的纪念碑。人类

没有任何一种重要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人类的全

部思想，在这本大书和它的纪念碑上都有其光辉的一页。”  
建筑是民族文化的展示。我国建筑学家梁思成有一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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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论断：“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

民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

族之性格，即我艺术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

材质方法而已。”中国建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一砖一石

中镌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格。 

一、中国建筑的审美意识 

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根源于华夏民族最初的审美意识，

这种审美意识是原始先民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点滴积累

和再现。中国古建筑体现出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些建筑

物与它们的地域、文化、民族心理契合得非常紧密，是华夏

民族审美理想和审美理念的生动再现。由于社会和生活的单

一，原始先民的审美理想较简单，同一之美、图腾之美和狞

厉之美成为原始先民审美的主旋律和重色彩。 
所谓同一之美，就是整齐划一的表现形式，这可以从我

国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彩色圆珠形的小砾石项链中得到佐

证。那一颗颗大小相似、形状雷同、颜色单一的小砾石，整

齐地排列串联，犹如今天的珍珠项链，显示出同一的美。这

种对美的外在形式的追求，代表着原始先民最早的审美意识

的萌动，中国建筑的布局，便深受这种整齐划一的审美观的

影响。 
所谓图腾之美，指的是由女娲、伏羲形象代表的最早期

的中国远古文化。《山海经》有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

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伏羲，亦人首蛇身。”其实，中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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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或英雄，大都是“人首蛇身”，包括出

现很晚的盘古，也依然沿袭人首蛇身说。奇异的造型要表达

的是普通人不能具有的能力，传达出原始先民对神奇力量的

崇拜和敬仰（见伏羲女娲图）。 

 
伏羲女娲图 

与龙蛇同时或稍后出现的凤鸟成为中华民族的另一图腾

符号，“人面鸟身”“五彩之鸟”开始出现。正如龙是蛇的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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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增补和神化一样，凤也是鸟的神化形态。它们不是现实

的对象，而是幻想的对象、观念的产物和巫术礼仪的图腾符

号。这种龙飞凤舞的图腾，是文明时代来临之前，从旧石器

渔猎阶段通过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通过父系

家长制，直到夏商早期奴隶制门槛前，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飞

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

这种图腾意识渗透到各个艺术领域中，它是原始的艺术，是

人类审美理想的直接体现，其中凝练、聚集着社会意识。原

始人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心理，在图腾符号所表现的

审美对象里展示无遗，使原始人们对它的感受获得了超感觉

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

感性自然中积淀了人的理性性质。这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

作的萌芽，是原始先民审美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体现在中

国建筑的龙凤装饰图案中，体现在建筑装饰的等级制度上。 
狞厉之美的审美观念来自于原始宗教。现代民俗学对中

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表明：牛头或羊头作为巫术宗教仪典

的主要标志，被高高挂在树梢或房屋主墙上，对该氏族部落

具有极为重要的神圣意义和保护功能。它实际是原始祭祀礼

仪的符号标记。这种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

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

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

威力和狞厉的美。它们之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

于这些怪异动物本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

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

这些怪异形象的装扮恰到好处地体现出一种无限的、原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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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能用概念或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和审美理想。

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代表神奇

和保护力量的实物符号，形象非常粗野，造型非常奇特，面

目甚至狰狞可怖，但却显示出巨大的美学魅力（见青铜人面

像图）。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的是一股深沉

的历史力量，呈现出崇高的美的形态。而在这种种看似凶狠

狞厉、龇牙咧嘴的形象中，却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

这些毫不掩饰的神秘狞厉，荡漾出的是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

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它们拥有的是原始的、天真的、拙

朴的美，显示出人类早期的童年气质，是人类童年时期的审

美意愿的直观再现，也是原始先民的审美观念确立的标志。

中国古代建筑屋脊的走兽装饰、置于园林家宅门前的瑞兽恰

是对这种审美意识的有力说明。 

 
青铜人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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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建筑结构的人文特性 

中国最早的史前建筑，诞生于距今约 10 000 年的旧、新

石器时代之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早于汉字的出现。

但我们从当今的某些汉字造型中不难看出，我国建筑的结构

中所具有的人文特性之一是居住与祭祀同在。汉字的构形与

建筑形式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如“穴”“家”“宗”三字的意

义基本相同，但从造型来看，“家”既是生活场所又是祭祀场

所，体现了中国建筑“人神同在”的人文建筑观。 
《说文解字》中对“穴”的解释为：“穴，土室也。从宀，

八声。”朱俊声通训定声：“像嵌空之形，非八字。”这是一个

象形字，是上古先民所居洞穴的白描，上有遮蔽，洞门敞开，

是原始先民遮风避雨之处，里面空空如也，只是一个纯自然

的公共场所。这样的地方还不能称之为建筑，但可以说是人

类最早、最简单的家。《说文解字》析“家”为：“家，从

‘宀’，‘豭’省声。”“宀”下有一头公猪，意即养有猪类

牲畜的房子，也即是有一定生活财产的建筑物。至于“宗” 字，

则为祖先宗庙建筑或自然神衹的祭所。“宀”即房屋的顶部，

屋室内的“亍”是祭祀的供桌，“亍”两旁的小点表示供奉用

的鲜肉和血滴。由此可知，“宗”的本义为祖庙，即祭祀祖宗、

供奉先人牌位的房子。原始先民在供奉祖宗时，供物多用牲

畜、果品等人类生活用品，所以在原始人眼里，家既可以作

为日常生活之地，又可以作为祭祀先人的场所。《诗·大 
雅·崧高》云：“有俶其城，寝庙既成。”《毛传》也有“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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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建筑结构的人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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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及寝庙，定其人神所居”的记载，说明“寝”（寝室）和“庙”

（庙堂）是人神共同的居住场所。 
中国建筑结构的另一个显著的人文特性在于不同的建筑

规模表现出严密的等级秩序。如汉字中的“室”“宅”“宫”

三字的造型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室”字下从土，在甲骨

文金文中用为居住、治事、宴飨之所。“宅”，《现代汉语词典》

解释为较大的住所。“宫”，《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1）帝

后、太子等居住的地方，如故宫、行宫、东宫；（2）神仙居

住之地，如天宫、龙宫，是有很多房间的屋子，显示居住人

的身份地位。以上三字的甲骨文清楚表明，“室”是一般人居

住的房子，房屋建造简单；“宅”是有权和有钱人居住的房屋，

屋体建造较“室”更有规模，更有气势；“宫”因为是封建社

会或上界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天帝的居所，所以屋体建造比

“宅”更为复杂，房间众多，气势更加雄伟恢弘。出于对秩序

的要求，中国传统建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形成了森严的等级

制度。古代官方建筑在规模、装饰上，有着用以区分等级的

各种具体规定，并被纳入法典。建筑成了传统礼制的一种象

征与标志。中国各类建筑作为区分人物等级的标记，其思想

也深深打上了先秦“百家争鸣”时期产生的理性主义的烙印。

先秦的理性精神一方面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摆脱了原始巫术宗

教的种种观念，另一方面开始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成

为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从孔子倡导的“礼

乐”精神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当然也包括建筑）具有感

性的（直观的）、伦理的（遵从社会伦理规范）、社会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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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会公众秩序）和政治的（体现政权的权威性）特性。作

为建筑来讲，建筑的等级就表示主人的地位，所以宫廷建筑

必须阔大宏伟才能彰显出王者风范和帝王尊严，而其他任何

建筑的规格和形式都不能超越于它。其次为有钱有权人士，

这些人的住宅规模虽不能与宫廷等齐，但也不能失去其高贵，

所以建筑讲究场面的气派，“庭院深深深几许”就成了富贵人

家的追求。而作为地位低下的老百姓，也就只有一两间可供

基本生活的“室”了。 
中国建筑结构的第三个人文特性是建筑注重与环境的和

谐，形成“天人合一”的建筑人文理想。 
考察“屋”“室”“堂”三字的构形，可以看出以上三字

都有一个共同点：字形中都带“土”，而且“土”还作为建筑

的基础。不管是“屋”“室”还是“堂”，都是建在土坡上的

房子，居高临风，既可防御洪水，又可极目四望，游目骋怀，

建筑与自然有机融合，表现出“天人合一”的建筑环境。崇

尚自然，喜爱自然亘古就有。《黄帝宅经》记载：“宅以形

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

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先民们早就注意到“天时、

地利、人和”的协调统一。《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

地合共德，与日月合共明，与四时合共序，与鬼神合共吉凶。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儒家崇尚“天人合一”，道

家推崇“自然无为”。天者，自然也。不论是儒家的“上下与

天地同流”（《孟子·尽心》），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 
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都把人和天地万

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从而形成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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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自然的意识。人们在处理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不是

持与大自然对立的态度，用建筑去控制自然环境，而是持亲

和的态度，形成了建筑和谐于自然的环境观。东晋大官僚石

崇在洛阳近郊修建河阳别业（金谷园），“其制宅边，却阻长

堤，前临清渠，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石崇《思归

引·序》）；佛教高僧慧远在庐山经营东林寺，“却负香炉之 
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沟。清泉环阶，白云

满室。复于寺内别墨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生。凡在瞻履，

皆神清而气肃焉”（《高僧传·慧远传》）。诸如此类的描述，

文献记载中屡见不鲜。从此以后，那些建置在城市以外的山

水风景地带的佛寺、道观、别业、山村聚落都十分重视相地

选址，目的不仅为了满足各自功能的需要，还在于如何发挥

建筑群体横向铺陈的灵活性，进而因山就势，臻合于局部的

山水地貌，协调总体的自然环境。它们无异于点染大地风景

使其凝练生动、臻于画境的“风景建筑”，这正是中华民族在

建筑与大自然关系的处理上所体现的独特的环境意识。和谐

于自然的环境意识，更自觉、更深刻地体现在园林建筑中。

在园林里面，建筑不必拘泥于一正两厢，伦理象征或多或少

地被冲淡甚至完全消失，建筑布局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建筑

与山水、花木等有机地组织为一系列风景画面，使得园林在

总体上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建筑美与自然美相互融揉的境

界。 
中国建筑不仅给现实生活的人以人文的关怀，即便是人

死后修建的陵墓也要突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所以中国建筑

结构的第四个人文特性就是建筑与人皆真诚地回归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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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体现了“万物与我为一”的道家思想。从“陵”“墓”二字

的构形可以见出端倪。考察“陵”字的本义，乃是人被锯掉

一只脚，行走时表现出的一高一低、起伏上下之状。“陵”的

左边偏旁甲骨文显示为人的一条腿下有脚趾，另一条腿被截

掉，形成强烈的反差，旁边添加的锯形刑具，则使锯掉人脚

之义更加明显。“陵”的物象源自锯脚，是上古社会对逃跑奴

隶的一种惩罚。人被锯掉一只脚后，必然失去平衡，走起路

来一起一伏，因此，又假借表示山峦的起伏，由山峦之义又

引申为坟丘，如唐代诗人李白《忆秦娥》词中有“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的句子。“墓”，《说文解字》释为“丘也”，《广雅》

云“冢也”，都是土堆的意思。从其字形来看，下面有土，上

方以草等植物遮盖，所以墓地必是幽闭之所。“陵”“墓”二

字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类建筑必然修建在与

山水和林木相关的地方，逝去的人才能得到很好的安息。因

为水可以聚气，山可以增势，空气流动就成为风，加上阳光

作用可以影响大地气候和生物生长。郭璞在《葬书》中认为：

“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

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

遗体受荫。”这种为死去的人选择的建筑环境表现的是道家

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内涵，不管是

睡在高高的陵寝里的皇家权贵，还是眠于普通墓穴中的平民

百姓，他们最终都归于黄土，融化在大自然中。 
中国汉字和建筑都讲究气势之美，追求动态之妙。中国

古代美学很早就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去寻求美，认为美

同自然的合规律而又合目的的运动分不开，把无限地、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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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运动着的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的表现看做是美。《易传》

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一命题，就把自然看做是生命的

源泉，同人的生命的保持和发展处在和谐统一之中。起伏的

峰峦，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大树，蜿蜒的溪流……无一不有

利于住宅主人物质生活的舒畅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令生活在

其中的居住者必然充满蓬勃旺盛的生命力。所以与“家”这

类型相关的汉字，无论是“宀”字头的“穴”“家”“宗”，还

是以“土”作基础的“室”“宅”“宫”，抑或是人死后居住的

阴宅“陵”或“墓”，无一不与自然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

就其根本来说，汉字与建筑同宗同祖，因此在汉字构形中能

看到建筑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 

中国建筑造型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了自身的独

特性格。从中国建筑的发展历史，可分出三个大的阶段：商

周到秦汉，是萌芽与成长阶段，秦和西汉是发展的第一个高

潮；历魏晋经隋唐而宋，是成熟与高峰阶段，唐代的成就更

为辉煌，是第二个高潮；元至明清是充实与总结阶段，明至

清前期是第三个高潮。这三个阶段可分别以秦汉、隋唐、明

清为代表。 
中国传统建筑以汉族建筑为主流，主要包括如城市、宫

殿、坛庙、陵墓、寺观、佛塔、石窟、园林、衙署、民间公

共建筑、景观楼阁、王府、民居，长城、桥梁十五种类型，

以及如牌坊、碑碣、华表等建筑小品。从世界各民族主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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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来看，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筑、

哥特式教堂等。中国主要建筑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

着的君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的

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

是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自儒学代替宗教之后，在观念、

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人神同在的倾向。于是，

中国建筑形成这样的特色：没有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

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有的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

环境连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在西方，建筑不仅是遮蔽风

雨的居住场所，而且是遮蔽灵魂的场所，所以其建筑高大空

旷并赋予神性，传统建筑中一开始就以建造各种神庙为主。

而在中国，开始是崇拜祖先，后来是崇拜族长、君王、帝王

等，而且在中国古代，神权从来都是依附、从属于皇权的，

这就决定了中国历代建筑是人的居所，而非单纯是神的居所，

世间的人与他们祭拜的神同处一个屋檐下，即使是后来的宗

教建筑也是这样。非神性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从“穴”

“家”和“宗”这三个汉字的构形以及中国建筑的形式上都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建筑的美学思想，根源于主宰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

思想，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互补充的产物。作为儒家的

代表，孔子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

“礼”“乐”。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对实践的理性思考中，用理

性引导的方式，结合日常现实的世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

观念，以现实生活为媒介，而不是只作抽象的玄思和遐想。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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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乐”，内容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绘画、雕刻、

建筑等造型艺术，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乐

的东西，都可广泛地称为“乐”。所以艺术不只是外在的形

式，而是它必须诉之于感官愉快，与伦理的社会感情相联系，

从而与现实政治和社会伦理有关。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艺

术是感性的、伦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 
正因为艺术重视的不是模糊的认识，而是情感感受，所

以作为反映的艺术，强调更多的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是

情理结合、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

是情感的优美（阴柔）和壮美（阳刚）。 
《诗经·小雅·斯干》中说：“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

鸟斯革，如翚斯飞，君子攸跻。”意思是说：端端正正的房

子，如同人一样企立着，房屋整整齐齐，像箭一样排立起来，

房屋宽广，其屋檐好像大鸟展翅，华丽得好像锦鸡的翅膀，

君子在房屋中自由地踱着，满心欢喜。这里的“如翚斯飞”，

用十分生动的比喻，表现出房屋檐部出挑处椽子排列的形态，

可见当时建筑已颇具规模，并且具有了整齐划一的审美观念。

在这些颇具规模的建筑群体中，展翅飞翔的大鸟是阳刚的壮

美，锦鸡华丽的翅膀则是阴柔的情感美，这种融阳刚与阴柔

为一体的审美观念，恰是古人内在生命的意兴与感受，是情

感性外现。 
宫殿建筑成为代表中国建筑的最高成就，突出了皇权至

上的思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

政治伦理观。中国古代建筑以木建筑为主，从《诗经》描写

的“如翚斯飞”“作庙翼翼”中可见当时的木建筑已有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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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翼、四宇飞张的艺术效果。春秋战国时，“美轮美奂”的

建筑热潮盛极一时，《墨子·非乐》说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

十年不成。这股热潮到秦始皇大修阿房宫而达到最高点。据

文献记载，两千余年前的秦代宫殿建筑是相当惊人的：“始

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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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文字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建筑最

大限度地利用了木结构的可能和特点，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

的独立个别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

相互连接和配合的群体建筑为特征的。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

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排。当年的地面建筑已不可见，

但地下始皇陵的规模格局也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从发掘的

极为片断的前沿兵马俑坑情况看，那整个场面简直是不可思

议的雄伟壮观。因为在统治者看来，雄伟方显其王者风范。

建筑的等级表示着居住者的身份地位，在建筑特点上，强调

群体性，以突出居住者的社会地位。所以，建筑作为一种艺

术，一砖一瓦都在传情达意，叙说着其政治的、伦理的和社

会的内容。 
中国的宗法伦理观念，也影响着其他几乎所有建筑类型，

如祭祀自然神和先贤圣哲的宗教建筑坛庙，以及在特别强调

血缘亲缘的关系、特别重视“慎终追远”“视死如生”等观

念的文化背景下发展的帝王陵墓等，它们几乎是中国特有的

建筑类型，以规模之隆重、气氛之肃穆而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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