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建筑面对大院门口左手边方向 中华
传统建筑心得体会(大全7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传统建筑面对大院门口左手边方向篇一

中华传统建筑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和文化内涵。在我眼中，传统建筑是一门哲学，它融合
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审美观念。通过我近期的学习和参观，
我对中华传统建筑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下面我将从建筑
结构、装饰艺术和风水观念等方面，分享我对中华传统建筑
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华传统建筑的建筑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传
统建筑采用木材和石材作为主要材料，构建出精致、稳定的
建筑体系。其中，梁、柱和斗拱是传统建筑最为重要的构件。
这些构件不仅承载建筑的重量，还起到了艺术的装饰作用。
通过巧妙的搭配和结构的组织，传统建筑营造出了和谐、自
然的空间氛围，给人以平和、舒适的感受。同时，传统建筑
还注重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将自然风光与建筑完美地结合在
一起，创造出了独特的山水园林风格，令人流连忘返。

其次，中华传统建筑的装饰艺术给我带来了深深的触动。传
统建筑以其独特的装饰手法和精美的艺术品呈现给人们美的
享受。传统建筑的装饰以线条为主，强调线条的流畅和韵味。
在古代中华文化中，线条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如曲线
代表了柔和、曲折的美；直线象征着刚毅、坚定的美。这些
线条通过雕刻、漆画、铜锻等细致的工艺形成美丽的图案，
组成了传统建筑独特的装饰风格。这些装饰元素不仅丰富了



建筑的艺术内涵，还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念和文化传统。

最后，中华传统建筑的风水观念给我带来了深思。在中华传
统建筑中，风水观念是一种重要的设计理念。传统建筑注重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阴阳五行的平衡。建筑的布局、朝
向、高度等都经过精心计算和安排。这种风水观念体现了中
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人与自然和谐生活的追求。在我看来，
这种观念对于现代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该
注重环境保护，推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

综上所述，中华传统建筑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审美体验和文
化内涵的触动。传统建筑通过其独特的建筑结构、装饰艺术
和风水观念，展现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传统建筑的世
界中，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传统建
筑不仅让人们领略到了建筑艺术的魅力，还引导人们思考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名文化传承者，我将继续
学习和弘扬中华传统建筑文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
出自己的贡献。

传统建筑面对大院门口左手边方向篇二

春节回广东梅州老家，听叔父说起，老家的围屋因为无人居
住和年久失修，一些房间已经开始坍塌。围屋的正面，都被
茂盛的竹林遮住，从老家唯一的公路望过去，几乎看不到围
屋了。叔父叹道：“也许过不了几年，整个围屋都会倒
塌。”

老家的围屋，没有弧形的外围结构，整个围屋方方正正，虽
然小而简陋，但它曾经凝聚着一个家族的亲情，承载一个家
族共同的回忆。比如父亲、叔父这一代人，从小在围屋长大，
感情很好。到了我们这一代，越长大，感情越疏离，但大家
至少都曾在属于自己家族的围屋里一起玩耍、聊天，有一份
共同的家族情结。的确，围屋里有过许多难忘的时光，这其



中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围屋的年味了。

小时候，围屋里还住着七八户家庭，每逢过年，围屋的大门
左右，就会贴上用毛笔字书写的红色对联，门里外也是张灯
结彩，鞭炮声不断。白天，孩子们在捉迷藏，玩“木头人”，
玩得不亦乐乎，但一听到鞭炮声响就会蜂拥而来，在满地厚
厚的红色鞭炮屑里像寻宝一样找寻未点燃的鞭炮，一一点爆
取乐。

围屋里的年和大部分农村不同之处莫过于赏灯节。在我们梅
州兴宁，“赏灯”是为庆祝此前一年家族中添丁而设立的节
日。虽然是庆祝添丁，但少部分观念先进的家族也会为添了
女孩而过节。各个家族的过节时间并不一样，但一般都在年
初七至年初十四之间。我们家族的赏灯节是正月十三。

赏灯节这天，围屋里人声喧嚣，热闹非凡。上午，鞭炮声、
锣鼓声不断，舞龙队在围屋中穿梭，家族人员齐聚一堂，见
证着围屋的祠堂上挂起一盏象征人丁兴旺的花灯。家族中添
了人口的家庭，在围屋里大摆筵席，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享
受丰盛的午餐和晚餐。对于小孩们来说，最期待且兴奋的就
是晚上。

晚饭后，在大人们的张罗下，各式各样的烟花从围屋的空地
上升起、绽放，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偶尔也点燃一些小
孩子可以玩的烟花，兴奋地看着它们在夜空中绽放美丽……
不过，如果前一年家族中没有增加新的人口，就没有这么隆
重的庆祝了。但各个家庭总还是要团聚，点燃几圈鞭炮，一
起享用丰盛的饭菜。

赏灯节过后，围屋的人家才算过完年，恢复到日常的生活状
态中。我们家族上一次在围屋里庆祝“赏灯”，已经远在六
年前。此后六年间，围屋里的最后两三户人家也先后搬离，
住进自家建造的房子。没有人居住的围屋，正在一点一点
地“衰老”。



也许，等到了我的下一代，老家的围屋和大家族的观念都不
复存在。想到那些在围屋过大年的快乐记忆，就会觉得惋惜，
后来人恐怕很难有机会感受到那份快乐了。

传统建筑面对大院门口左手边方向篇三

俗话说，“未见客家人，先见客家楼”。的确，客家古民居
就像一座座古罗马帝国的城堡屹立在青山绿水之中，构成一
幅幅神秘而绚丽的画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世界上
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农村建筑模式”。今年寒假，我和爸爸
妈妈就来到了这具有典型山村风光、景色宜人的梅州。这是
我们去客家围屋的第一站，梅州的围龙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

大年初三一大早，我又和爸爸妈妈驱车前往福建永定参观驰
名中外的客家围屋。结束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程后，首先映入
我眼帘的是外国专家称为“神话建筑”的‘“振成楼”。振
成楼占地5000平方米，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是整个景点
中最大、耗资最多的围屋，它就像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堡伫立
在我的面前。振成楼建筑精美，布局合理，由内外两个环楼
组成，其底层为书房、账房和客厅，二层为卧室。外围墙壁
都是由桐油、黄糖水、糯米饭与蛋白青等搅拌而成的钻合物，
摸上去扎扎的，凹凸不平。听讲解员说，这种钻合物能使墙
壁在坚硬中带着柔韧特性，不易被人穿透、偷盗。在二层的
回廊里，我趴在上面仔细观察，发现精致的铸铁栏杆上，有
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百合花饰，四周还环绕着兰花、翠竹、菊
花、梅花……正当我看得出神，妈妈面带微笑地走过来，对
我说：“你知道这些花意味着什么吗?”我望着妈妈，摇了摇
头，“这意味着春夏秋冬百年好合。”妈妈一边抚摸着那些
精致的花饰一边说。听了妈妈的话，我想：就连这不起眼的'
花饰也如此别具匠心，可见整个围屋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呀!

振成楼充满着浓浓的生活气息。圆楼两个侧门正对的是方形
天井，天井中心设有水并，供日常洗涮、饮用；底层厨房前



面还隔出了四个弧形的天井，内置洗衣石台，摆设花木盆栽，
形成了亲切宜人的居住环境。

走在围屋边的石砌小路上，一股清新凉爽的山风扑面而来，
涂涂的溪水绕村子流过，显得那么悠然、恬静。参观完了客
家围屋，我不禁感叹：客家围屋真是人类奇观，中华一绝，
是客家人聪明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传统建筑面对大院门口左手边方向篇四

赣南围屋构成了奇异的客家民居人文景观。据万幼楠考察研
究：围屋，顾名思义即围起来的房屋。其外墙既是围屋的承
重外墙，也是整座围屋的防卫围墙。其大门门额多有如“磐
安围”、“燕翼围”、“龙光围”等题名。赣南围屋产生于
明末清初，尚存500余座，主要分布在龙南、定南、全南以及
信丰、安远、寻乌。大的占地面积万余平方米，而最大的龙
南栗园围竟达37000平方米，小的五六十平方米。从平面上可分
“口”和“国”字形成两大类。其形制多是方围，也有部分
圆形、半圆形和不规则形的。结构形式则既有三合土、河卵
石构筑的，也有青砖、条石砌垒的。尚存最具代表性的围屋
有龙南关西的新围、杨村的燕翼围、桃江的龙光围、安远镇
岗的东生围、定南鹅公的田心围等。

赣南围屋绝大多数是方形，四角（少数在对称两角）都构筑
强固的碉楼。外墙为坚实的封闭体，遍布枪炮眼口。外形森
严冷峻，固若金汤。很明显，它的形象与广州墓明器“坞
堡”和鄂州出土东吴“孙将军门楼”十分酷似。

赣南围屋不论小到一边只有三开间的“猫柜”到大至占地11
亩多的关西“新围”,它同样都具有坚固的防御功能和宗族群
居的.亲和性，方围四周都是简单的围屋，一般都有是两三层，
也有多至四层者，为悬挑外廊结构。较大围子内部还建有祖
厅；更大的则是多层的套围。围子外墙多是河石、麻石、青
石、青砖构筑的坚固墙体，厚度甚有达两米者。内部粮仓、



水井、排污道等等一应俱全。这种易守难攻的围楼简直就是
一个独立王国，一座小小的城池。

客家围屋导游词（二）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叫罗佳舒，你们可以叫我小罗。很荣
幸当今天的导游,我们现在乘坐的旅行车是去河源观赏赣南客
家民居，今天的“客家民包含和谅解。

好的，到了赣南客家民居，希望大家下车时，不要拥挤，让
老人和小朋友先下。

让我来介绍一下客家围屋。客家围屋也叫围龙屋。它最早建
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客家人采用中原汉族建筑工艺中最先
进的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的技艺，在丘陵地带或斜坡地段
建造围龙屋。主体结构为”一进三厅两厢一围“.普通围龙屋
占8亩、10亩，大的占地30亩以上。一座围龙屋就是一座客家
人巨大的堡垒。屋内卧室、厨房、大小厅堂及水井、猪圈、
鸡窝、厕所、仓库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是中国封建自给自
足生活的典型缩影。

时间过得飞快，今天的”客家民居一日游“就到此结束了,谢
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再来。再见！

传统建筑面对大院门口左手边方向篇五

近年来，中华传统建筑在中国乃至全球各地都备受瞩目。其
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建筑风格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审
美观念，更被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些传统建筑中，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和谐之美，带来了对传统文化
的思考和对现代生活的启示。以下是我在参观中华传统建筑
时所获得的心得体会。

首先，中华传统建筑通过其独特的设计和材料选择，展示了



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审美观念。无论是古代王宫的宏伟建筑群，
还是民间四合院的精巧布局，都体现了大家智慧的结晶。例
如，传统建筑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吸取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
精华，通过材料的使用和结构的设计，使建筑具有抵抗地震
和防火的能力。同时，传统建筑的外观装饰也非常精美，每
个细节都经过精心雕刻，体现了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和对细节
的重视。

其次，中华传统建筑中的空间布局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传统建筑的布局非常注重功能的合理
安排和人与自然的融合。比如，传统建筑常常以中轴线为基
础，前后院落相连，使整个建筑都与自然环境相呼应。同时，
传统建筑还注重阳光的利用，使建筑内部能够充分照明，使
人居住在其中能够接触到自然光线，营造出舒适的环境。

第三，中华传统建筑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对家庭和社区的重视。
在传统建筑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宅，但是又与周围的
邻居相连，形成一个紧密的社区。这种布局不仅方便了人们
的交流与互动，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家庭和社区关系的重视。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社区的关系逐渐淡漠，人们更多的关
注个人利益，而传统建筑给我们带来了反思，使我们重新思
考家庭和社区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第四，中华传统建筑中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在许多传统建筑中，都有寓意深远的文化符号。
比如，屋顶上的斗拱和飞檐，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勤劳和智慧；
门前的石狮和屋檐上的雕刻，则体现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这些文化符号不仅丰富了建筑的艺术性，也使人们在
生活中能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最后，中华传统建筑给我启示了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
相结合。传统建筑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是因为它既承载了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又符合了现代生活的需求。在当今社
会，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追求已经日益增加。因此，



建筑设计师们将传统建筑的元素和现代建筑的技术相结合，
创造出了许多新型的建筑形式。这些新型建筑既保留了传统
的精髓，又能满足现代人们对便利和舒适的需求。

总之，中华传统建筑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审美的结晶，通过参
观这些建筑，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传统
建筑的设计和布局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风貌和审美观念，
还体现了人与自然、家庭与社区的和谐关系。此外，传统建
筑中的文化符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对中华传统建
筑的思考和探索，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
活相结合的方法，创造出更加美好、和谐的未来。

传统建筑面对大院门口左手边方向篇六

一

在哥白尼死后三年，另一位天文学家布拉赫（1546——1601）
诞生了。这位丹麦贵族的子弟，用私产建立了一座庞大的天
文台。后来，他既证明了托勒斯地心说的不当，又证明了哥
白尼日心说的不足，他徘徊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死了，另
一个却无力诞生。于是，他放弃传统的希腊黄道坐标，采用
中国人沿用了数千年的赤道坐标。这种转变，被认为是文艺
复兴以来欧洲天文学的主要进步之一，也为现代天文学奠定
了基础，而现代天文学是以他的助手德国人约翰。开普勒
（1571——1630）发表“行星运转定律”为开端的。

令人费解的是，1674年第一批来华传教的欧洲精英，竟然在
北京天文台建造了一座黄道经纬仪，以此做为对中国进行所
谓科学启蒙的礼物。他们还告诉乾隆皇帝，宇宙是由许多以
地球为中心的同心固体水晶球构成的，而中国学说（无限空
间中漂浮着稀疏的天体）是荒谬的。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欧
洲的同事，说中国人十分可笑，列举了许多例子：



……

“只有一个天（而不是十重），天上虚空无物（而不是固
体），星辰在太空中运动（而不是固定在天穹上）。”

“他们不知空气为何物，我们认为有空气的存在（指各小水
晶球之间），他们认为是太空。”

“他们增加金和木，略去空气，凑成金、木、水、火、土五行
（不用四元素说），更荒谬的是，他们造出五行相生相克之
说，显而易见，这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但由于是他们古代圣
贤传下来的学说，竟无一人敢于反对。”

这批科学启蒙者，本意是暗示只有基督教国家才能产生先进
的科技，其它国家都是愚昧的，西方文明优于其它文明。请
注意，宗教（玄学）与科学从来就不是对立的。前者注重心
灵感应，后者注重物质实证，其实精神和物质互相依存。但
是他们对固有知识的偏见，妨碍了他们。佛经有“智障”一
说，是讲妨碍自己认知的，正是自己固有的知识。这批欧洲
精英们执著于固有认识，认为凡是符合我所知的就是科学，
凡是不符合我所知的就是迷信！不料却示愚于众而不自知。

打个比喻，就像绍兴宋庄的阿q出去走了一趟，他看不惯城里
人：“他们将长凳称为条凳，而且烧鱼放糖，加以街道上观
察女人走路所得的缺点，扭得也不好。”（鲁迅《阿q正传》）

我们知道人类的认知，是有一连串“盲点”的，认知的局限
性障碍也是按层次分布的，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并无人觉得
可笑，大家都是一本正经对待。除非是天才，否则谁也无法
超越历史阶段。当时，我们有着更多的愚昧之处，而他们有
着更多的新兴资本主义暴发户的气焰，所以双方都有更多的
自卑感和优越感。西医在刚入华时，很是瞧不起中医，洋人
拿着《黄帝内经》问中国医生：左肝右肺怎么讲？西医解剖
学将人体肝与肺的位置标明得非常清楚，所以西医觉得中医



荒唐可笑，认为用这样的理论指导临床诊断，不是拿病人生
命开玩笑吗？洋人这一批判，立刻就有中国人顿觉祖宗“丢
脸”，抬不起头来。

其实，有什么可自卑的？《黄帝内经》讲左肝右肺，是按八
卦图形来讲的，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医易相通，在后天八卦
中，左边是震卦，为木，为肝，主条达；右边是兑卦，为金，
主肃降。其实，只要深入一个层次，你就会相信：西医是医之
“形”，中医是医之“神”。一个医生，无论你医术有多么
高明，若不能在无形医学上、易学上有所涉猎，则一生医学
成就，只能在有形医学上转圈子而已，要达到医学的最高境
界，到最后必将是山、医、命、卜、相，五术俱备才能融会
贯通。洋人不懂得这一点，这只能怪他们认知局限性障碍。

你想，一个在数千年前就能清晰阐明人体经络系统的民族，
有什么可自卑的？让你自卑的是你对民族文化的无知，或傲
慢和偏见！历史上这类被善意或恶意所误解的事情太多了，
易学大家邵康节（1130——1200），教授易经40年，最后却
被朱元璋钦定为“伪学”，彻底封杀，但如今，邵康节却成
为易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前苏联李森科批判摩尔根的基因学
说，说它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伪科学”，但最后却证明他
自己搞的是伪科学。

这就是“历史阶段盲点”，一旦超越了这个时间窗口，认知
获得了突破，自然一切柳暗花明。如伽利略、哥白尼、孔家
店、走资派等等，最终都被大家重新认识了。真理的认识需
要一个坎坷曲折的过程。老子《道德经》说：上士闻道，勤
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你看，
处于不同层次的人，对道（规律）的认知竟是如此不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很多年轻人比较淡漠。总觉得那是老古
董了陈旧了，还是外国的月亮圆。但据我所接触的外国朋友
或者从海外归来的朋友，他们却觉得还是中国的月亮圆。目
前，留学出去的和来中国留学的基本持平了，但来华的学生



多数是冲着我们的国粹来的，而且集中在中医、气功、针灸、
武术方面，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我们的祖宗。

二

记得高中时候，高考志愿填写“建筑与装潢设计专业”的我，
特别喜爱中国建筑，好象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魅力，那种
感觉，不像西洋建筑的尖顶那样直插苍天，而是环抱大地，
自得其乐。西洋建筑透出崇高和伟岸，而中国建筑则体现着
安详和宁静。这种精神上的安详和宁静，以及我们的祖先在
建造房屋时所严格遵循的“原则和经验”：关怀人的健康，
以人为本的宗旨，把“最有益于人的健康”做为建筑的核心，
深深吸引着我。

我很幸运，能够直接聆听到建筑大师郝石林老师讲授中国古
代建筑史，别的课程，我有时会逃课，而对中国古代建筑史，
我却用10倍、20倍的时间去“啃”，遵照老师的要求，收集
素材，阅读论著，整理笔记，书写心得，再请郝老师指导批
评。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件事，是郝老师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
家里单独向我讲他本人对当今建筑界的'看法，那是大二冬天
的一个黄昏，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中国建筑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大家都不太熟悉，没有列
入教材，当然也没有给同学们讲，可是这个内容肯定很重
要……我们现有的教课书里，主要讲建筑的风格，技术成就，
结构，施工，材料……但是你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住宅的大
门多数都向南开？为什么北京四合院的大门总是开在东南角？
为什么传统园林里的亭台楼阁一定建造在水池的南面，而接
待性的主体建筑却布置在水面的北面？是气候、地理条件的
限制？是文化、民俗？是功能使用需要，还是封建宗法制度
的约束？……好象都是，又好象不全是。像这种无形而抽象
的东西，我们的先辈、工匠竟然如此严格地遵守，为什
么？”



“我们国家大学的建筑系讲课，总是围绕着建筑类型、风格、
技术、材料来讲；而国际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建筑权威理论，
也是过分重视建筑的技术性加艺术性。他们仅在建筑
的“形”上做文章，很少想到建筑的“神”。那么，中国古
代建筑的“神”是什么？由哪些内容组成？这是书本上包括
当今主流建筑界从未谈及过的问题，大家都不太熟悉这一部
分内容……”

“我们的祖先，几千年以来，从未间断在建筑领域内对健康
和吉祥的追求。”

“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建筑活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
和失败的经验，又应用在后来的建筑实践活动中，反复推敲，
精益求精，不断总结，不断提高。”

“我们的祖先所严格遵守的原则，是求得建筑空间与人的协
调，使人住在里面如入自由王国。”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财富，体现在各种文献以及传世
的建筑实体中，剔除那些封建迷信色彩浓厚的等级、宗法礼
制、鬼神和必须改造的歪风陋习，剩下的，就是祖先对居住
环境（观察天象，俯视地理，推算凶吉）的长期探索中积累
的一整套实践经验积累并融入易经的风水文化，闪烁着我们
祖先智慧的光芒，它，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之“神”，是中华
民族的骄傲。”

……

我当时听得非常入神，脑子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飞快
地盘旋，似乎跌进了浩瀚的海洋里，如痴如醉。这段经历在
我心中铭刻了一辈子。自从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一直在
内心里继承老师夙愿，在装潢设计的工作实践中，从未间断
对中国传统建筑之“神”的探索和追求，现已去世的郝石老
师，在校期间曾给了我很多辅导和启发，本书的面世，是对



恩师的最好纪念。

三

本书按五个层次说明风水技术在建宅、购房、装修、装潢设
计行业中的应用：

一、用峦头、玄空理论指导建宅、买楼，协调好周围大环境。

二、用九星归藏法分析住宅的平面吉凶方位。

三、以吉凶方位为依据，对门、房、灶、卧、厕、窗进行布
局，协调好室内小环境。

四、流年飞星吉凶方位及住宅风水调整。

五、“房屋病”的存在及其危害。

这五者从选宅，宅运盘，布局，调整、验例，逻辑上是环环
相扣的。本书宗旨，不在于深奥晦涩的易学钻研，而是侧重
于易经风水在房地产、装修、装潢设计行业领域的应用。如
果读者通过本书，能引起对居住环境的重视，用风水精神指
导建宅、购房、装修和装潢房屋，达到既美观又能给自己带
来健康、吉祥的效果，将是笔者最大的欣慰。

本书最后附有择日表，对我们工作生活中遇到什么大事选
取“良辰吉日”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用的是《天元乌兔经》，
唐杨筠松撰。此为正宗之法，但鲜为人知。昔日杨公每用此
择日，多获神效。今笔者偶尔于旧书滩获得此表，窃以为宝，
不敢私藏，以供有缘的读者使用。至于灵不灵，试一下就知
道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当然也不会例外。

最后，回到本篇开头，有人想问，既然中国古人一直以赤道
为坐标，那为什么现代人总爱讲“黄道吉日”呢？这是因为



传教士汤若望编了一个《西洋新法历书》，于1645年，经顺
治皇帝批准刊行全国，影响了整个清代及近代。这个黄道规
定的吉日凶日所依据的，是希腊的天文体系，如果有人想批
判一下，说“封建迷信”不准确，应该是“西洋迷信”才算
无误。

传统建筑面对大院门口左手边方向篇七

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
筑艺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为了更好地了解和传
承这一传统建筑文化，我参加了一次中国传统建筑实验，并
从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心得体会。

首先，在传统建筑实验中，我意识到传统建筑的设计和施工
过程中注重的是和谐与平衡。传统建筑并不追求豪华和奢侈，
而是追求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力求与自然和谐共生。例如，
在建筑规划中，树木、水面和建筑物之间的位置都十分关键，
这些因素的布局必须保持平衡，不可偏颇。只有整体布局和
谐，才能让人们在其中感受到自然之美。

其次，在传统建筑实验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传统建筑注重的
是细节和精雕细琢。在实验中，我亲手参与了传统建筑的手
工制作过程，亲身体验了这一古老艺术的精湛技艺。无论是
木雕、彩绘还是砖雕、陶瓷，每一个工序都经过精心设计和
反复琢磨。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沉淀，才能使这些艺术
工艺得以传承和发展。

第三，传统建筑注重的是空间的合理规划和舒适度的打造。
在实验中，我见证了许多古建筑的规划布局，比如内宅、脏
道以及亭台楼阁的设计。这些空间不但需要满足人们的居住
和工作需求，更要让人们感受到宽敞明亮和通风透气的舒适
感。传统建筑通过巧妙地设计空间和采光，使其内外环境达
到最佳的协调和平衡，让人身心舒畅。



第四，传统建筑也注重与环境的生态和谐。在实验中，我了
解到许多传统建筑都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利用。不论是庭
院中的花草树木，还是屋顶上的雨水收集系统，都充分考虑
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通过合理的设计和施工，
传统建筑既尊重了自然生态，又为人提供了一个舒适、安宁
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最后，参与传统建筑实验让我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传承的重
要性。在实验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传统建筑工艺的奇妙与魅
力，也见证了一代代传统工匠的努力和付出。传统建筑代表
了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延续，通过传承并发扬光大，我们
才能更好地将这一独特的传统文化传给后代。

通过这次中国传统建筑实验，我对传统建筑有了更深的了解
和体会。传统建筑注重和谐平衡、精雕细琢、空间规划和生
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门独特而宝贵的艺术。希望我们能够更
加重视和传承中国传统建筑，让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
活力，并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