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分类

一、概述

中国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了

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更是历史与文化

的积淀。自远古时期的原始部落建筑，到后来的宫殿、寺庙、园林、

民居等各类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在类型与分类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

点。

在建筑类型上，中国古代建筑大致可分为宫殿建筑、坛庙建筑、

宗教建筑、园林建筑、民居建筑等几大类。宫殿建筑作为皇权的象征，

以其宏伟的气势和精细的工艺展现了古代建筑艺术的巅峰。坛庙建筑

则主要用于祭祀天地神灵和先祖，体现了古代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敬畏

之心。宗教建筑如寺庙、道观等，是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在中国古

代建筑中的具体体现。园林建筑则以其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巧妙的人工

设计，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墨客追求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的理想场所。

民居建筑则是广大百姓生活的直接反映，以其朴实无华的风格和实用

为主的特点，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础。



在分类上，中国古代建筑又可按照结构形式、材料使用、风格特

点等进行细分。在结构形式上，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为主，形成了

独特的抬梁式和穿斗式等结构形式。在材料使用上，木材、砖石、土

木混合等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筑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效果。

在风格特点上，中国古代建筑注重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天

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形成了含蓄、内敛、稳重、典雅等风格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分类繁多，每一种类型和分类都有其独特的

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分类的研究，不仅

可以深入了解古代建筑艺术的发展历程和技艺水平，更可以从中感受

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精神风貌。

1.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原始社会时期。

在那个时代，人们利用简单的工具，如石头、骨头和火，建造了如洞

穴、树屋等原始的住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建筑技术和风格逐

渐发展并成熟。封建社会的到来，更是为中国古建筑的发展注入了强

大的动力。封建王朝对于宫殿、城墙等建筑的建设投入巨大，使得这

些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风格独特，展现出鲜明的封建文化特征。



在文化背景方面，中国古代建筑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

最为显著的是“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这种理念强调建筑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认为建筑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环境相融合。我们可以看

到，中国古代的建筑常常采用院落式布局，注重空间层次和室内外空

间的交融。儒家思想也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

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这种思想在建筑中的体现就是注重建

筑的礼仪性和象征性，如宫殿建筑中的轴线对称布局，以及建筑上的

各种装饰和雕刻，都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相互交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

筑体系。这些建筑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

文化、哲学思想等方面的重要窗口。通过对这些建筑的研究，我们可

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在世界建筑史上，中国古代建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作为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悠久的建筑历史，丰富多彩的建筑类型和

独特的建筑风格，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也为世界建

筑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体系和完整的建筑体系在世界建

筑史上独树一帜。从单体建筑到院落组合、城市规划、园林布置等，

中国古建筑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了高度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这种以木

构架为主的建筑体系，既适应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又体现

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世界建筑史上，只有中国

建筑、欧洲建筑和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三大建筑体系，而中国建筑和

欧洲建筑又是其中延续时代最长、流域最广的建筑体系。

中国古代建筑对世界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

中国古代建筑的建筑形式和风格，如斗拱、檐口、马头墙等，成为了

世界建筑史上的经典元素，被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建筑所借鉴和模仿。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建筑的建筑技术和建筑理念，如木构架结构、防

水技术、园林设计等，也对世界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许

多中国古代建筑的思想和理念，如“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等，

都为现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中国古代建筑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中国古代建

筑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它们记录

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历史信息，

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资料。同时，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

风格和建筑形式，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点和审美追求，对于传



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它们以

其独特的建筑体系和完整的建筑体系、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

以及对世界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

瑰宝。同时，中国古代建筑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智慧的重要象征，对

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 文章目的与结构概述

本文旨在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与分类，揭示其

丰富多彩的形式和深刻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各类古代建筑的分析与比

较，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魅

力，同时也为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

在结构上，本文首先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背景进行简要概述，

为后续的分类讨论奠定基础。接着，我们将按照不同的建筑类型和特

点，逐一进行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这些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宫殿建筑、

坛庙建筑、园林建筑、民居建筑等。对于每一种类型，我们将探讨其

起源、发展、特点以及代表作品，并深入分析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

会意义。

本文还将关注中国古代建筑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以及它们在

建筑类型和分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探讨，我们将揭示

中国古代建筑在技术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以及它们对中国乃至世界

建筑史的重要贡献。

二、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分类概述



中国古代建筑，源远流长，类型繁多，既体现了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也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艺术创造力。其类型与分类，可以

从多个维度进行概述。

按照使用功能划分，中国古代建筑可以分为宫殿建筑、坛庙建筑、

宗教建筑、住宅建筑、园林建筑等。宫殿建筑是皇权与统治的象征，

如故宫的巍峨壮观，展现了皇家的尊贵与权威。坛庙建筑则是古代帝

王祭祀天地神灵的场所，如天坛、地坛等，体现了古代人对天地自然

的敬畏。宗教建筑包括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伊斯兰教清真寺等，如

少林寺、白云观等，是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住宅建筑则包括民居、

宅院等，如北京的四合院，体现了古代人们的居住习惯和生活方式。

园林建筑则是以自然山水为基础，结合人工建筑，形成的一种独特的

艺术风格，如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等，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杰出代

表。

按照建筑形式划分，中国古代建筑可以分为木构架建筑、砖石建

筑、土木混合结构建筑等。木构架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主流形式，

以木材为主要材料，通过榫卯结构进行连接，具有灵活性和抗震性强

的特点。砖石建筑则多见于城墙、陵墓等建筑，如南京的明城墙、秦

始皇陵等，体现了砖石结构的坚固与稳重。土木混合结构建筑则是将

木材和石材、土等材料结合使用，如赵州桥等，展现了古代建筑师们



的创新精神和卓越技艺。



中国古代建筑还可按照地域风格划分，如江南水乡建筑、北方四

合院建筑、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建筑等。这些建筑形式各具特色，既

反映了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也体现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习

俗和审美观念。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繁多，形式多样，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也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建筑艺术上的卓越成就。每一种建筑类型都

是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中的瑰宝，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

1. 宫殿建筑

宫殿建筑，作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代表，充分展示了古代

皇家建筑的壮丽与庄严。这些建筑不仅是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场所，

更是皇权与统治阶级的象征。宫殿建筑以其宏大的规模、精致的工艺

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瑰宝。

宫殿建筑通常以院落为单位，通过轴线布局，形成严谨的空间序

列。院落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如大殿、寝宫等，规模宏大，气势磅

礴，而次要建筑则围绕主轴线分布，形成层次分明的空间布局。这种

布局方式既体现了古代建筑的秩序感，也彰显了皇家的尊严与权威。

在宫殿建筑中，屋顶的设计尤为讲究。屋顶多采用黄色琉璃瓦，

象征着皇家的至高无上。同时，屋顶的样式也丰富多样，如重檐歇山、

重檐庑殿等，这些样式不仅美观大方，还体现了古代建筑工艺的精湛



技艺。



宫殿建筑的装饰也十分精美。雕刻、彩绘、琉璃等装饰手法被广

泛应用于建筑的各个部位，如梁枋、斗拱、檐口等。这些装饰不仅增

加了建筑的美感，还体现了古代建筑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宫殿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宏伟的气

势、精美的工艺和独特的风格，展现了古代皇家建筑的壮丽与庄严。

同时，这些建筑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

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2. 坛庙建筑

坛庙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类型之一，主要用于祭祀天地

神灵、祖先先贤等。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坛庙建筑可分为三种类型：

祭祀自然神、祭祀祖先和先贤祠庙。

祭祀自然神的坛庙建筑，如五岳、五镇、四海等，是中国古代对

自然山川的原始崇拜的体现。这类建筑通常采用圆形或方形的坛台，

以象征天地宇宙的观念。日坛、月坛、社稷坛和先农坛等，都是典型

的祭祀自然神的坛庙建筑。例如，社稷坛是国家重要祭祀坛庙，位于

紫禁城午门之西，用于祭祀土地神和粮食神，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农业

为立国根本的社会性质。



祭祀祖先的坛庙建筑，则以帝王祖庙太庙为代表。太庙是封建社

会皇权世袭的重要标志，用于供奉和祭祀历代帝王和皇后。太庙的建

筑布局严谨有序，气氛庄严肃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礼制精神。在太

庙中，祭祖大典是历代帝王最为重视的仪式之一，旨在表达对祖先的

崇敬和感恩之情。

先贤祠庙则是为了纪念历史上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而建造的。如

孔子庙、诸葛武侯祠、关帝庙等，都是为了纪念这些历史人物而建造

的。这些祠庙建筑不仅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的重要代表。

坛庙建筑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建筑布局、建筑形式和建筑装饰

等方面。建筑布局严正有序，气氛庄严肃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

礼制特点。建筑形式则多采用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以屋顶为中心，形

成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建筑群体。建筑装饰则注重细节处理，如雕

刻、彩画等，使建筑更加精美细致。

坛庙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类型之一，不仅具有历史和文

化价值，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代表。通过对坛庙建筑的研究

和欣赏，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和魅力。

3. 宗教建筑



宗教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建

筑不仅是信徒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历代工匠们艺术造诣与宗

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宗教建筑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装饰手法，成

为中国古建筑中的一大亮点。

佛教建筑是宗教建筑中最为重要的一类。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

国后，佛教建筑逐渐发展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形式。早期的

佛教建筑多以宫府建筑形式为蓝本，如洛阳的白马寺。随着时间的推

移，佛教建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建筑风格，如塔庙结合的形式，其中

塔成为佛教建筑的标志性元素。唐代以后，佛教建筑逐渐形成了中国

化的特征，如寺庙布局的转变，由以塔为中心转变为以佛殿为主体的

纵向轴线式布局。佛教建筑还以其精美的壁画和雕塑而著称，如敦煌

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等，都是佛教建筑艺术的瑰宝。

除了佛教建筑外，道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建筑也各具特色。

道教宫观建筑多以山林为依托，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武当山道

教建筑群。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建筑则以独特的穹顶和拱门为特点，如

广州怀圣寺光塔。这些宗教建筑不仅满足了宗教活动的需要，更成为

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中国，宗教建筑不仅是信仰的象征，也是社会文化和艺术

的重要载体。它们以独特的建筑形式和装饰手法，展现了中国古代建



筑艺术的魅力与精髓。同时，这些宗教建筑也是历史的见证，记录了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宗教文化和艺术传统。

4. 园林建筑



在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一种艺术的体

现，展现了古人对自然与生活的深刻理解。园林建筑以其独特的风格

和精巧的设计，成为了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园林建筑的设计初衷是模仿自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集

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建筑艺术于一体，通过山、水、石、木、花等

元素，创造出一种富有诗意的环境。园林中的建筑，如亭、台、楼、

阁、桥、廊等，都是为了增强景观的层次感和空间感，同时也是供人

们休息、游赏的场所。

亭，是园林中最常见的建筑形式之一。它结构简单，造型优美，

通常建在风景最佳的地方，供人们驻足欣赏。台的建筑形式多样，有

的高耸入云，有的低矮隐蔽，它们往往是园林中的视觉焦点。楼和阁

则常常建于高处，视野开阔，既可以欣赏到园林的全景，又可以远眺

周围的自然风光。桥是连接水面两岸的重要建筑，其形态各异，有的

雄伟壮观，有的精致小巧，为园林增添了无尽的风趣。廊则是一种线

性的建筑，沿着园林的边缘或穿过园林的内部，将各个景点连接起来，

形成一条美丽的风景线。



园林建筑的布局和风格，往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审美观念。

无论是皇家园林的宏伟壮丽，还是私家园林的精致细腻，都体现了古

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热爱。园林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世

界建筑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它不仅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后人研究

和欣赏的重要对象。

5. 民居建筑

民居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古代人民的

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中国的民居建筑类型丰富多样，因地域、民族、

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差异而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北方地区的民居建筑，如北京的四合院，是一种典型的代表。四

合院以院落为中心，四面建有房屋，形成封闭的空间。这种建筑形式

既适应了北方寒冷干燥的气候，又体现了尊卑有序的封建家庭伦理。

四合院的建筑风格庄重而简朴，体现了北方人民的务实和稳重。

南方地区的民居建筑则与北方截然不同，如江南的水乡民居，多

建于水乡泽国，临水而建，形成了独特的江南水乡风貌。水乡民居的

建筑风格轻盈灵巧，注重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典型的江南水

乡民居有苏州的园林式住宅和杭州的湖景别墅，这些建筑以精美的木



雕、砖雕和石雕装饰为特色，体现了南方人民的细腻和精致。



除了地域差异外，中国的民居建筑还受到不同民族的影响。例如，

藏族的碉楼、蒙古族的蒙古包、维吾尔族的土楼等，都是各民族在长

期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独具特色的民居形式。这些民居建筑不仅适应

了各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还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审

美观念。

中国的民居建筑类型繁多，风格各异。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南

方的水乡民居，还是各民族的特色建筑，都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的瑰宝。这些民居建筑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场所，更是中华民族历史文

化的重要载体。

6. 防御建筑

防御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主要功能是保

护城市、村庄或重要设施免受外敌侵袭。这类建筑以其坚固的结构和

巧妙的战术设计，展现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

防御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城墙和长城。城墙通常围绕城市或

村庄而建，形成一道坚固的屏障，有效地抵御敌人的进攻。城墙一般

由砖石、木材或土等材料构建而成，其高度和厚度足以抵挡敌人的箭

矢和攻击。城墙上还设有箭楼、敌楼等建筑，供士兵们观察和射击敌

人。



而长城则是一道更为宏伟的防御工程，它横跨中国的北部，连接

了多个重要城市和关隘。长城的建造历经多个朝代，其规模和技术都

达到了惊人的水平。长城不仅是一道坚固的防线，更是一道象征，展

现了中国人民的坚韧和决心。

除了城墙和长城外，防御建筑还包括城楼、堞楼、关隘、烽火台

等。城楼是城墙上的重要建筑，用于观察敌情和指挥战斗。堞楼则是

一种小型防御建筑，通常位于城墙的角落或重要位置，以增强城墙的

防御能力。关隘是连接两个地区的重要通道，常常设有坚固的防御工

事和重兵把守。烽火台则是古代传递军情的重要设施，一旦发现敌情，

便点燃烽火报警。

防御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具有实用

价值，更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勇气。这些建筑的存在，为我们了

解古代中国的战争史和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7. 其他特色建筑（如桥梁、陵墓等）

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繁多，除了上述的几大类外，还有许多具有

独特特色的建筑类型，如桥梁、陵墓等。这些建筑不仅体现了中国古

代建筑技术的精湛，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审美观念。



桥梁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桥梁种类繁多，

有木桥、石桥、砖桥、竹桥等。这些桥梁的设计独特，结构精巧，有

的桥梁甚至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毁。如赵州桥，这座始建于隋代的石拱

桥，以其独特的单孔拱桥结构，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再

如卢沟桥，这座位于北京市的古桥，以其精美的石雕艺术和坚固的石

拱桥身，成为了中国古代桥梁的典范。

陵墓建筑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种特色。古代帝王将相，以及

富贵人家的陵墓，往往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体现了古代建筑的庄重

和肃穆。这些陵墓的建筑风格独特，如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以其规

模宏大、形象逼真的陶俑，展现了古代建筑艺术的精湛技艺。再如明

十三陵，这座位于北京市的皇家陵园，以其布局严谨、建筑精美，成

为了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代表。

中国古代还有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如福建的土楼、江南的

水乡建筑等。这些建筑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形式，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

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繁多，各具特色。无论是宫殿、寺庙、园林，

还是桥梁、陵墓等，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精湛和艺术的魅力。

这些建筑不仅是古代社会的物质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三、各类型古代建筑的特点与代表作品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繁多，每一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代表作

品。这些建筑不仅体现了古代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反映了

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



首先是宫廷府第建筑，这是皇权和权力的象征，规模宏大，装饰

富丽堂皇。故宫作为这一类型的代表，不仅展示了古代建筑艺术的高

超技艺，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皇权的至高无上。

防御守卫建筑则体现了古代人们对防御的重视，如长城这样的建

筑，不仅是一道防线，更是古代人们智慧和力量的结晶。长城的建造

历经千年，其雄伟壮观的景象至今仍让人叹为观止。

纪念性和点缀性建筑如北京钟鼓楼，它们不仅是城市的标志性建

筑，也是古代人们生活的见证。钟鼓楼的钟声与鼓声，曾经是城市生

活的节奏，也是人们生活的记忆。

陵墓建筑如明十三陵，是古代皇家陵寝的代表，其布局严谨，建

筑精美，体现了古代人们对死者和祖先的尊重与纪念。每一座陵墓都

是一部历史，诉说着过去的辉煌与沧桑。

园囿建筑如苏州园林，是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瑰宝。它们以自然

为蓝本，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古代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

美的追求。

祭祀性建筑如文庙和武庙，是古代人们敬奉神灵和先祖的地方，

其建筑庄重肃穆，充满了神秘和敬畏。

桥梁及水利建筑如卢沟桥，不仅是一座桥梁，也是一座历史的见

证。它见证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和勇气，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



发展。



民居建筑如徽派建筑，以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展示了古代人们

生活的面貌和风情。每一座民居都是一部生活的史诗，记录着古代人

们的生活琐事和情感记忆。

宗教建筑如布达拉宫，是宗教信仰的象征。它们以其独特的建筑

风格和装饰艺术，展示了古代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

娱乐性建筑如山西古戏台，是古代人们娱乐生活的见证。它们以

其精美的建筑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展示了古代人们的娱乐方式和审美

观念。

这些古代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的传承。它们以其独

特的风格和特点，展示了古代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也为我们提供了

了解和研究古代社会的宝贵资料。

1. 宫殿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的辉煌篇章，必然绕不开那巍峨耸立的宫殿建筑。

它们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是帝王权力与尊严的象征，也

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艺术的高度集中体现。



宫殿建筑大多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地带，以群体的形式展现，通过

空间布局和建筑形式的统一与变化，形成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建筑景

观。其特点之一是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广，动辄数千平方米，甚至数

万平方米。宫殿建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建筑形式丰富多样，既有庄

重肃穆的正殿、朝堂，也有幽雅宁静的后宫、花园。这些建筑既体现

了古代工匠们的卓越技艺，也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

宫殿建筑的空间布局通常采用中轴线对称的形式，主体建筑位于

中轴线上，次要建筑则对称分布在两侧。这种布局方式不仅使得建筑

群体看起来和谐统一，也凸显了主建筑的威严与尊贵。宫殿建筑还常

常采用抬高的台基、高大的屋顶、繁复的斗拱等手法，以增强其威严

感。

在建筑材料方面，宫殿建筑大量使用木材、砖瓦等本土材料，同

时也善于运用石材、琉璃瓦等外来材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

在装饰方面，宫殿建筑则注重细部处理，无论是雕刻精美的梁柱、门

窗，还是色彩斑斓的壁画、琉璃瓦，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

湛技艺和深厚内涵。

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它们以其独特

的建筑形式、空间布局和装饰风格，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

化、艺术等方面的辉煌成就。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文化



的传承，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2. 坛庙建筑



在中国古代建筑的丰富多彩的类型中，坛庙建筑以其庄重肃穆的

特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坛庙建筑主要用于祭祀

天地神灵、祖先以及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体现了古人对于天地的敬畏、

对祖先的追思以及对优秀文化的尊崇。

坛庙建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祭祀自然神、祭祀祖先和先贤

祠庙。祭祀自然神的建筑，如五岳、五镇、四海等，是人们对于自然

力量的崇拜和敬畏的体现。日坛、月坛、社稷坛和先农坛等，都是古

代人民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设立的。在这些建筑中，天圆

地方的观念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如圆形的天坛和方形的地坛。明堂则

是皇帝在季秋时节举行最高等级祀典和朝会的场所，它兼具了政治和

宗教的功能。

祭祀祖先的坛庙建筑，则体现了古人对于血脉传承和家族荣誉的

重视。帝王祖庙，如太庙，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地方，而臣下则设立家

庙或祠堂来祭祀他们的祖先。这些建筑在布局和装饰上都有着严格的

规定，以彰显其尊严和肃穆。

先贤祠庙则是为了纪念历史上杰出的人物而设立的，如孔子庙、

诸葛武侯祠、关帝庙等。这些建筑不仅是祭祀的场所，也是教育和启

迪后人的重要场所。



坛庙建筑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其庄重肃穆的气氛和严谨有序

的布局上。这些建筑往往采用对称的布局，以突出其庄重和威严。同

时，在建筑材料和装饰上，也体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匠心。如天坛

的丹陛桥，以砖铺砌，长达 400米，寓意着天地之间的连接。而社稷

坛则按照五方五色的配置，用五色土覆盖坛面，象征着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

中国古代的坛庙建筑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更是文化和历史的

载体。它们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国古代

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宗教建筑

宗教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宗教活动的物质

载体，也是信仰的象征和精神的寄托。宗教建筑主要包括佛教建筑、

道教建筑、伊斯兰教建筑、基督教建筑等。

佛教建筑是宗教建筑中最为丰富和多彩的一部分。从早期的祠祭

时期，佛教建筑主要以简单的祭祀场所为主，如东汉的白马寺。到了

楔仿时期，佛教建筑开始融入印度等诸国的艺术风格，如洛阳的永宁

寺和庐山东林寺等。到了中国化时期，佛教建筑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教建筑，如寺庙布局的转变、

大型佛像的塑造以及壁画的绘制等。



道教建筑则以道观为主，道观的设计多遵循自然，强调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道观建筑往往选址于山林之间，以山为体，以水为脉，表

现出一种“道法自然”的建筑理念。



伊斯兰教建筑在中国主要以清真寺为主，其建筑风格独特，以穹

顶、拱门和宣礼塔等为特征，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宗教精神和文化内涵。

基督教建筑则以教堂为主，其建筑风格多以哥特式、巴洛克式等

为主，高耸的塔楼、尖顶的拱窗以及繁复的雕刻都体现了基督教的宗

教特色。

宗教建筑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文

化的重要载体。它们以独特的建筑形式和艺术风格，展现了宗教的精

神内涵和文化魅力。

4. 园林建筑

中国古代的园林建筑，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

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居住和休闲的场所，更是中国传统文化、

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的体现。

园林建筑起源于古代的囿和台，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

了独特的风格和类型。园林建筑的类型繁多，包括皇家园林、私家园

林、寺庙园林、公共园林等。这些园林在布局、设计、建筑风格和植

物配置上都有其独特的特点。



皇家园林如北京的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规模宏大，布局严

谨，体现了皇家的尊贵和权威。私家园林则以江南的苏州园林为代表，

小巧精致，布局灵活，体现了文人墨客的雅致和闲情逸致。寺庙园林

则多与宗教文化相结合，如杭州的灵隐寺、南京的栖霞寺等，既有宗

教的庄严，又不失园林的雅致。

在园林建筑中，水景的运用尤为重要。池塘、溪流、瀑布等水景

元素，不仅为园林增添了生机，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上善若水”

的思想。同时，园林中的建筑如亭、台、楼、阁等，也是园林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们既是观景的场所，也是点缀园林的艺术品。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特色在于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

效果。园林的设计者们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运用借景、堆石、引水

等手法，创造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这种景象不仅让人感

受到自然的美，也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

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活方式。在今天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更应该珍视这些园林建

筑所带给我们的宁静和美好。

5. 民居建筑

民居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反映了各个历



史时期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因此

民居建筑在形式上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



北方地区的民居建筑多以四合院为主，这种建筑形式以中心院落

为核心，四面围以房屋，形成封闭而安全的居住环境。四合院的布局

严谨，空间层次分明，体现了北方人民稳重、内敛的性格特点。同时，

四合院的建筑材料多以砖、木、石为主，体现了北方地区对耐久性和

实用性的重视。

南方地区的民居建筑则以水乡建筑为代表，如江南水乡的乌镇、

周庄等。这些建筑临水而建，形成独特的水上生活空间。水乡建筑多

以木结构为主，轻盈通透，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相融。同时，水乡建筑

还注重细节装饰，如精美的木雕、砖雕和彩绘等，展现了南方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热爱。

中国各民族的民居建筑也各具特色。例如，藏族的碉房建筑，以

石料为主，坚固耐用，适应了高原地区的气候特点蒙古族的蒙古包，

以毡帐为主，便于拆卸和携带，适应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

中国古代的民居建筑不仅具有实用性和耐久性，还体现了各个地

区和民族的文化特色和艺术价值。这些建筑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场所，

更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和艺术财富。

6. 防御建筑

防御建筑在中国古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军事战

略上的必需品，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的反映。防御建筑主要



包括城墙、城楼、堞楼、村堡、关隘、长城、烽火台等。



城墙是城市的主要防御设施，通常由夯土或砖石构筑，环绕城市

四周，形成坚固的防线。城墙上往往还设置有城楼，用于瞭望敌情和

指挥作战。堞楼则是城墙上的小型建筑，用于射击和观察。

村堡是乡村地区的防御建筑，通常由村民共同出资兴建，以保护

村庄免受盗贼和野兽的侵扰。村堡的设计往往因地制宜，利用自然地

形和建筑材料，形成独特的防御体系。

关隘是控制交通要道的防御设施，通常位于山脉、河流等自然障

碍处，通过设置关卡和修建防御工事，来阻挡敌人的进攻。

长城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防御建筑之一，它是一道横亘在中国北

方的巨大防线，旨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长城的修建历经多个

朝代，其工程之浩大、技术之精湛，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烽火台是长城沿线的重要设施，用于传递军情和报警。当发现敌

情时，烽火台上会点燃烽火，通过烟雾和火光传递信息，以便迅速组

织防御。

中国古代的防御建筑体现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勇气，它们不仅是

军事防御的重要设施，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

建筑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研究

资料和启示。

7. 其他特色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繁多，除了宫殿、坛庙、寺观、园林、民居等

主流建筑类型外，还存在一些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它们或因功能特

殊，或因地理位置独特，或因文化背景深厚，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建

筑风貌。

首先是桥梁建筑。中国古代桥梁建设技艺精湛，如赵州桥、卢沟

桥等，它们不仅承载着交通功能，更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这

些桥梁多以石拱、木拱、石梁等形式出现，造型优美，结构稳固，体

现了中国古代工程师的卓越智慧。

其次是陵墓建筑。中国古代的陵墓是皇家贵族和文人墨客身后安

息的场所，也是他们生前地位与荣耀的象征。如秦始皇陵、明孝陵等，

这些陵墓建筑规模宏大，布局严谨，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严谨性和

秩序感。同时，陵墓内的壁画、石雕等艺术品也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

的卓越成就。

再次是防御建筑。为了抵御外敌入侵，中国古代修建了众多的防

御建筑，如长城、城墙、烽火台等。这些建筑以坚固耐用、布局合理

著称，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对国防安全的重视和智慧。

还有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如福建的土楼、江南的水乡建筑

等。这些建筑形式独特，与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紧密相连，是

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丰富多样，各具特色。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古

代文明的瑰宝，也是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以其独特

的建筑形式、精湛的建筑技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世界建筑史留下

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四、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与影响

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建筑强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追求“天

人合一”的境界。建筑布局和形式常常与地形、山水、气候等自然环

境因素相融合，形成独特的景观。

注重轴线对称：中国古代建筑多采用轴线对称的布局，主要建筑

位于中轴线上，次要建筑依次排列，形成严谨而规整的空间序列。

重视空间层次：中国古代建筑通过院落、廊道、亭台等元素的组

合，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和变化，使建筑空间既有深度又有广度。

精湛的木工技艺：中国古代建筑在木构架结构方面有着精湛的技

艺，采用抬梁式和穿斗式等结构形式，既保证了建筑的稳定性，又体

现了高超的木工技术。

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建筑常常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如宫殿、寺庙、园林等不同类型的建筑，都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宗教、

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对后世建筑的影响：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和特点对后世的建筑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官方建筑还是民间建筑，都或多或少地继承

了古代建筑的传统元素和风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体系。

对国际建筑界的影响：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风格和精湛技艺也引

起了国际建筑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外国建筑师将中国古代建筑作为研

究和借鉴的对象，将其元素和理念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形成了具有

东西方融合特色的建筑风格。

对旅游业的影响：中国古代建筑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

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这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也提

升了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中国古代建筑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也推动

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通过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人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增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行

动。

中国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特点和深远的影响，不仅成为中华文明

的瑰宝，也为世界建筑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特点：尊重自然、注重和谐、追求意境、强调礼仪与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分类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其对自然的尊重与

和谐共生的理念。无论是宫殿、寺庙还是民居，中国古代建筑师都力

求与自然环境相融合，使建筑物成为自然景观的一部分。这种尊重自

然的态度体现在建筑的选址、布局、材料和色彩等各个方面。例如，

许多古代建筑都依山傍水，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形和景观，创造出与周

围环境相协调的建筑形式。

在注重和谐方面，中国古代建筑不仅追求建筑与自然的和谐，还

注重建筑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和谐统一。通过巧妙的设计，使建筑

内部的空间布局与外部环境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内外交融、和谐统一

的整体效果。这种和谐理念不仅体现在建筑物的单体设计上，还体现

在建筑群的整体规划中。

追求意境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又一重要特点。古代建筑师们不仅关

注建筑的实际功能，还注重通过建筑形式、空间布局和装饰细节等手

法，营造出一种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意境。这种意境往往与诗词、绘

画等艺术形式相结合，使建筑物成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艺术品。

强调礼仪与象征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古代社会，

建筑不仅是人们生活的空间载体，还是社会等级和权力象征的重要体

现。不同类型的建筑在形式、规模和装饰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

定，以体现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同时，建筑物还常常作为政治、宗



教等活动的场所，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分类的特点体现在尊重自然、注重和谐、追

求意境以及强调礼仪与象征等方面。这些特点不仅反映了古代社会的

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也为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树立了独特

而重要的地位。

2. 影响：对后世建筑的影响，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启示

中国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精湛的工艺技术，对后世

的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后世建筑风格、建

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的传承和发展上，更体现在对现代建筑设计理念的

启示和借鉴上。

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与分类对后世建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无论

是宫殿、寺庙、园林还是民居，这些古代建筑类型都在后世得到了延

续和发展。例如，明清时期的官式建筑，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湛的

木雕技艺，对后世的宫殿、寺庙等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

些古代建筑类型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建筑

风格，如闽南红砖建筑、江南水乡建筑等。

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和工艺技术对后世建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木材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材料，其独特的质感和加工性能使得中

国古代建筑在形式上呈现出一种轻盈、灵动的美感。同时，中国古代

建筑的木结构技术也为后世的建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中国古



代建筑在防水、防火、抗震等方面的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

技术对后世的建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设计的启示更是深远。现代建筑设计师

在追求创新的同时，也不断地从古代建筑中汲取灵感和启示。例如，

中国古代建筑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

一思想对现代建筑设计的生态理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国

古代建筑的空间布局、装饰手法等也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

材和灵感来源。

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与分类不仅对后世的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更对现代建筑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这些古代建筑不仅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更是人类建筑史上的璀璨明珠。

五、结论

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

创造力，也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

分类的深入探究，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宫殿、坛庙、寺观，还是园

林、民居、陵墓，每一种建筑类型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

值。

宫殿建筑作为皇权的象征，其宏伟壮丽的外观和严谨对称的布局，

体现了古代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坛庙建筑则更多地体现了古代社会

对神灵的崇敬与信仰，通过特殊的建筑形式和祭祀仪式，人们表达了

对神灵的敬畏和祈求。



寺观建筑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无论是佛教寺庙还是

道教道观，其建筑风格和装饰艺术都展现了宗教文化的独特魅力。园

林建筑则以自然为师，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通过巧妙的设计，实现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

民居建筑则展现了古代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追求，无论是北方

的四合院还是南方的水乡民居，都体现了因地制宜、因材施艺的建筑

原则。而陵墓建筑则是古代帝王将相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其建筑规模

和装饰艺术都体现了古代社会对死亡和来世的重视。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多样、风格各异，每一种建筑类型都承载着深

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价值。通过对这些建筑类型的分类和

探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从中

汲取灵感和智慧，为现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分类的总结

中国古代建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

史文化和独特的审美观念。其建筑类型丰富多样，大致可以分为宫殿

建筑、坛庙建筑、寺观建筑、民居建筑和园林建筑等几大类。

宫殿建筑作为皇权的象征，以其雄伟壮观、布局严谨而著称。如

北京故宫，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其规模宏大，中轴线布局，展现了

古代宫殿建筑的典型特点。



坛庙建筑则是古代祭祀天地神灵的重要场所，如天坛、地坛等，

这些建筑以天地为尊，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畏与崇拜。

寺观建筑则是宗教文化的载体，如少林寺、白马寺等佛教建筑，

以及道教的太和宫、白云观等，这些建筑以其独特的宗教氛围和建筑

风格，吸引了无数信徒和游客。

民居建筑则是古代普通百姓的居住之所，如福建的土楼、江南的

水乡民居等，这些建筑因地制宜，充分展现了各地民居的特色和风格。

园林建筑则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的瑰宝，如颐和园、拙政园等，

这些园林以其精美的建筑、巧妙的布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

古代建筑的代表。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多样，风格各异，既有严谨的中轴线布局，也

有灵活多变的自由布局。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也是

全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世界三

大建筑体系之一，中国古建筑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精湛的工艺技术

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世界建筑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类型上看，中国古代建筑涵盖了民居建筑、宫殿建筑、礼制建

筑、宗教建筑、陵墓建筑、园林建筑、设施性建筑和其他建筑等八大

类别。这些建筑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各具特色，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

建筑的丰富多样性和高超技艺。

民居建筑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院落式结构

和地域性特点著称。宫殿建筑则是皇权的象征，以其规模宏大、装饰

富丽堂皇而著称。礼制建筑则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和祭祀文化，

如天坛、月坛等，展示了中国古代建筑在宗教和祭祀方面的重要作用。

宗教建筑则包括寺庙、道观等，体现了中国古代宗教文化的特色。园

林建筑则以自然山水为基础，运用借景、堆石等手法，创造出一种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效果。

在技术方面，中国古代建筑采用了独特的木构架结构体系，以木

材为主要材料，通过榫卯结构将各个部件连接起来，形成了稳定而灵

活的建筑结构。这种结构体系不仅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而且能够适

应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中国古代建筑还注重与环境的和谐共

生，如利用地形地貌、植被等自然元素进行景观设计，实现了建筑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文化方面，中国古代建筑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和审美观

念。它注重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体现了中国古代哲



学的核心思想。同时，中国古代建筑还注重细节处理和装饰艺术，如

雕刻、绘画等，展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独特魅力。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贡献。它不仅丰

富了世界建筑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同时，中国古代建筑的艺术风格、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

也为现代建筑设计和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3. 对未来建筑设计的启示与展望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分类不仅为现代建筑师提供了丰富的历史

和文化遗产，更对未来建筑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启示。

中国古代建筑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

思想对现代建筑设计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未来的建筑设计需要更加

注重与环境的融合，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使建筑与周围的

景观相互辉映，形成有机的整体。

中国古代建筑的细节处理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无论是斗

拱、檐口还是雕刻装饰，都体现了古人对美的追求和对工艺的精湛掌

握。未来的建筑设计应更加注重细节，追求精致与完美，使建筑不仅

在宏观上给人以震撼，更在微观上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选择和运用也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传统的木

结构和砖瓦材料，既体现了对自然的尊重，也展示了古人对建筑寿命

和耐久性的深刻理解。未来的建筑设计应更加注重材料的选择和运用，

既要考虑建筑的美观性，也要注重其环保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功能性设计也值得我们借鉴。无论是

宫殿、寺庙还是民居，都充分考虑了空间的有效利用和功能的合理布

局。未来的建筑设计需要更加注重空间的灵活性和功能性，以满足现

代社会的多元化需求。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与分类对未来建筑设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未来的建筑设计师应从中汲取营养，结合现代技术和审美需求，创造

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时代感的建筑作品，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我国古代的建

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

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

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艺

术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从美术鉴赏的角度来说，以下一些特点是应当

了解的。



从陕西半坡遗址发掘的方形及圆形浅穴式房屋发展看，已有七千

年的历史。修建在崇山峻岭之上、蜿蜒万里的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

的奇迹；建于隋代的河北赵县的安济桥，在科学技术同艺术的完美结

合上，早已走在世界桥梁科学的前列；现存的高达 1米的山西应县佛

宫寺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的木结构建筑；北京明、清两代的故宫，

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建筑衍生精美、保存完整的大规模建筑群。

至于我国的古典园林，它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它成为中国文化遗产

中的一颗明珠。这一系列现存的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建

筑，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们像一部部石刻的史书，让我们重温着祖国的历史文

化，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

赏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古

代建筑主要是木构架结构，即采用木柱、木梁构成房屋的框架，屋顶

与房檐的重量通过梁架传递到立柱上，墙壁只起隔断的作用，而不是

承担房屋重量的结构部分。“墙倒屋不塌”这句古老的谚语，概括地

指出了中国建筑这种框架结构最重要的特点。这种结构，可以使房屋

在不同气候条件下，满足生活和生产所提出的千变万化的功能要求。

同时，由于房屋的墙壁不负荷重量，门窗设置有极大的灵活性。由这

种框架式木结构形成了过去宫殿、寺庙及其它高级建筑才有的一种独

特构件，即屋檐下的一束束的“斗拱”。它是由斗形木块和弓形的横

木组成，纵横交错，逐层向外挑出，形成上大下小的托座。这种构件

既有支承荷载梁架的作用，又有装饰作用。只是到了明清以后，由于

结构简化，将梁直接放在柱上，致使斗拱的结构作用几乎完全消失，

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装饰品。

从古代文献记载，绘画中的古建筑形象一直到现存的古建筑来看，

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布局方面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这就是每一处

住宅、宫殿、官衙、寺庙等建筑，都是由若干单座建筑和一些围廊、

围墙之类环绕成一个个庭院而组成的。一般地说，多数庭院都是前后

串连起来，通过前院到达后院，这是中国封建社会“长幼有序，内外

有别”的思想意识的产物。家中主要人物，或者应和外界隔绝的人物



（如贵族家庭的少女），就往往生活在离外门很远的庭院里，这就形

成一院又一院层层深入的空间组织。宋朝欧阳修《蝶恋花》词中有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字句，古人曾以“侯门深似海”形容大官僚

的居处，就都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建筑在布局上的重要特征。同时，这

种庭院式的组群与布局，一般都是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沿着纵轴线

（也称前后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比较重要的建筑都安置在纵轴

线上，次要房屋安置在它左右两侧的横轴线上，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

和北方的四合院是最能体现这一组群布局原则的典型实例。这种布局

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和礼教制度密切相关的。它最便于根据封建

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间在住房上也体现

出明显的差别。



中国的这种庭院式的组群布局所造成的艺术效果，与欧洲建筑相

比，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一般地说，一座欧洲建筑，是比较一目了

然的。而中国的古建筑，却象一幅中国画长卷，必须一段段的逐渐展

看，不可能同时全部看到。走进一所中国古建筑也只能从一个庭院走

进另一个庭院，必须全部走完才能看完。北京的故宫就是最杰出的一

个范例，人们从天安门进去，每通过一道门，进入另一庭院；由庭院

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院院、一步步景色都在变换，给人以深切的

感受。故宫的艺术形象也就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了。

如前所述，建筑不仅仅是技术科学，而且是一种艺术。中国古代

建筑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同时吸收了中国其他传统艺术，特别是绘画、

雕刻、工艺美术等造型艺术的特点，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并

在这方面形成了不少特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匠师很早就发现了利用屋顶以取得艺术效果的可能

性。《诗经》里就有“作庙翼翼”之句，说明三千年前的诗人就已经

在诗中歌颂祖庙舒展如翼的屋顶。到了汉朝，后世的五种基本屋顶式

样——四面坡的“庑殿顶”，四面、六面、八面坡或圆形的“攒尖

顶”，两面坡但两山墙与屋面齐的“硬山顶”，两面坡而屋面挑出到

山墙之外的“悬山顶”，以及上半是悬山而下半是四面坡的“歇山顶”

就已经具备了。我国古代匠师充分运用木结构的特点，创造了屋顶举

折和屋面起翘、出翘，形成如鸟翼伸展的檐角和屋顶各部分柔和优美

的曲线。同时，屋脊的脊端都加上适当的雕饰，檐口的瓦也加以装饰

性的处理。宋代以后，又大量采用琉璃瓦，为屋顶加上颜色和光泽，

再加上后来又陆续出现其它许多屋顶式样，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

的各种具有艺术效果的复杂形体，使中国古代建筑在运用屋顶形式创

造建筑的艺术形象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国古代建筑重要的

特征之一。



中国古代的匠师在建筑装饰中最敢于使用色彩也最善于使用色

彩。这个特点是和中国建筑的木结构体系分不开的。因为木料不能经

久，所以，中国建筑很早就采用在木材上涂漆和桐油的办法，以保护

木质和加固木构件用榫卯结合的关接，同时增加美观，达到实用、坚

固与美观相结合。以后又用丹红装饰柱子、梁架或在斗拱梁、枋等处

绘制彩画。经过长期的实践，中国建筑在运用色彩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例如在北方的宫殿、官衙建筑中，很善于运用鲜明色彩的对比

与调和。房屋的主体部分、也即经常可以照到阳光的部分，一般用暖

色，特别是用朱红色；房檐下的阴影部分，则用蓝绿相配的冷色。这

样就更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一种悦目的对比。朱红

色门窗部分和蓝、绿色的檐下部分往往还加上金线和金点，蓝、绿之

间也间以少数红点，使得建筑上的彩画图案显得更加活泼，增强了装

饰效果。一些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如北京的故宫、天坛等再加上黄色、

绿色或蓝色的琉璃瓦，下面并衬以一层乃至好几层雪白的汉白玉台基

和栏杆，在华北平原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下，它的色彩效

果是无比动人的。当然这种色彩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北

方的自然环境有关。因为在平坦广阔的华北平原地区，冬季景色的色

彩是很单调严酷的。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中，这种鲜明的色彩就为建筑

物带来活泼和生趣。基于相同原因，在山明水秀、四季常青的南方，



建筑的色彩一方面为封建社会的建筑等级制度所局限，另一方面也是

因为南方终年青绿、四季花开，为了使建筑的色彩与南方的自然环境

相调和，它使用的色彩就比较淡雅，多用白墙、灰瓦和栗、黑、墨绿

等色的梁柱，形成秀丽淡雅的格调。这种色调在比较炎热的南方的夏

天里使人产生一种清凉感，不像强烈的颜色容易令人烦躁。从这里也

可知道，我国古建筑的色彩的运用，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种主要格调外，

随着民族和地区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别。



衬托性建筑的应用，是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等高级建筑常用的艺

术处理手法。它的作用是衬托主体建筑。最早应用的并且很有艺术特

色的衬托性建筑便是从春秋时代就已开始的建于宫殿正门前的

“阙”。到了汉代，除宫殿与陵墓外，祠庙和大中型坟墓也都使用。

现存的四川雅安高颐墓阙，形制和雕刻十分精美，是汉代墓阙的典型

作品。汉代以后的雕刻、壁画中常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阙，到了明清

两代，阙就演变成了的故宫午门。其它常见的富有艺术性的衬托性建

筑还有宫殿正门前的华表、牌坊、照壁、石狮等。

早在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国原始人就已经知道利用天然

的洞穴作为栖身之所，北京、辽宁、贵州、广东、湖北、浙江等地均

发现有原始人居住过的崖洞。到了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

利用黄土层为墙壁，用木构架、草泥建造半穴居住所，进而发展为地

面上的建筑，并形成聚落。长江流域，因潮湿多雨，常有水患兽害，

因而发展为干栏式建筑。对此，古代文献中也多有「构木为巢，以避

群害」、「上者为巢，下者营窟」的记载。据考古发掘，约在距今七

千年前，中国古代人已知使用榫卯构筑木架房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

遗址），黄河流域也发现有不少原始聚落（如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

寨遗址）。这些聚落，居住区、墓葬区、制陶场，分区明确，布局有

致。木构架的形制已经出现，房屋平面形式也因造做与功用不同而有



圆形、方形、吕字形等。这是中国古建筑的草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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