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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精心操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个部件能够顺利地拼在一起。各

个构件制成之后，可以将其逐个编号后先在地面上拼装，以便检验其制

作质量，并根据需要做局部的调整。每组斗栱都要能够在符合具体尺寸

的前提下顺利拼拢。然后可将经过检验的斗栱拆开，在柱头上或额枋上

逐层安装，特别是宋式斗栱的安装，要求每层进度一致，不能有的快，

有的慢。在安装过程中，要不断地校核斗栱间的关系，相对应的榫卯要

上下左右对照，不能偏斜。斗栱越复杂，施工精度要求越高。

第七节

斗 的作用和宋、清斗 的差异

斗栱在秦汉及其以前的文献中称为“节”，原是为了改善梁柱间的

结合状况而使用的构件。在西周的青铜器上，我们已经能看到十分接近

于后世的斗的构件。汉代的墓阙、壁画及画像砖石上所看到的斗栱已

经是形制各异，花样繁多（图 3-22）。当时的斗栱出跳，可能有两种

情况，一种是使用类似后世枋子之类的构件穿过柱身挑出，另一种可

能是用现在所说的插栱来完成的。从力学性能来看，插栱相当于《营

造法式》中所说的丁头栱，都是前端挑出的半截子华栱，但丁头栱一

般用于室内，插栱则在檐下向外挑出。明清时，在江南的建筑中仍可

看到插栱的运用。

图 3-22　汉代的斗栱     

实拍栱 一斗二升斗栱 一斗三升斗栱 斗栱重叠出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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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斗栱已从早期的形态走向规范化，其基本形式是在一组斗

栱的最下一层置大斗，其上的方木从斗口中挑出。我们已经在上文中分

别介绍了宋式斗栱和清式斗栱的制作，下面我们来谈谈它们在结构作用

和造型作用上的区别。

斗栱首先可以看成是一个大的节点，柱头上横栱的使用实质上是榑、

桁的净跨，将屋顶重量更加平均地传递到柱头上，补间铺作则可将阑额

以上的榑、桁与阑额结成一个整体，共同来承担上部荷载。斗栱的出跳，

则有助于加大屋檐的挑出距离。宋式斗栱的总体尺寸无论横向还是纵向

都远远大于清式斗栱，所以它在减小榑、桁净跨和加大屋檐出挑方面的

作用均大于清式斗栱。

宋式补间铺作中的下昂，利用下平榑承受的压力来平衡檐部所受重

量，这对于加大屋檐的出挑更为有利，而清式斗栱中已无真昂的使用，

故平身科在増加屋檐出挑方面的能力就更弱。从补间斗栱的布置来看，

宋式建筑补间铺作多则使用两朵，而清式的平身科则可多达八攒，这么

多结构意义不明确的构件插入建筑总体，不能不说是一项负担。

宋代柱头铺作在构造上与建筑的梁架有机结合，浑然一体，但梁头

进入斗栱后，其断面仅保留一足材，使其承受重量的能力大幅度削弱。

而清式梁头进入斗栱后，砍削较少，其断面远远大于平身科翘头的断面，

并且用梁头直接承受挑檐桁，从总体结构方面着眼，或者可以说宋式木

构主要是用铺作来加大建筑的出檐，而清式木构则主要靠梁头来保证建

筑檐部的挑出。

从斗栱本身来看，其结构作用是退化了，但这个退化中却蕴含着进

化，正是由于斗栱在结构整体中地位的下降，较之宋代，清式木构的结

构整体性大大地加强了，正是如此， 我们大致可以说，相对于宋式斗栱，

清式斗栱在装饰方面的意义得到了更多地强调。

对于一组斗栱，在出跳相同的情况下，清式斗栱在立面上所占的比

例远远小于宋式斗栱，如果还按宋式斗栱的布置方式来安排清式斗栱，

那么斗栱在视觉上的意义便不会明确。解决斗栱变小带来的造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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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是造成清式斗栱采取密集布置方式的原因之一，密集布置的斗栱在

檐下形成一个带状物来达到其装饰的目的。斗栱的大小和布置方式的差

别，造成了建筑风格上的差异，一般来说，宋式建筑清朗、俊秀，而清

式建筑则繁密、华丽。

相同跳数的宋式斗栱，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的正立面是相同的。对

于宋代建筑，如果柱头铺作和补间铺作的跳数相同，柱头铺作和补间铺

作的区别是靠柱子的指示来达到的，柱头铺作依靠柱子的指示，使其在

视觉上的分量大于补间铺作，从而形成微妙的韵律感。清式斗栱布置密

集，单靠柱子的指向恐怕很难使柱头从整个装饰带中凸现出来，幸而柱

头科和平身科在立面上是不同的，这样才使檐下斗栱排列具有一定的节

奏，使之不致流于呆板。

第八节

屋身其他部分的制作

就中国古典建筑的屋身来说，围护与装修是不可缺的部分，它们为

建筑的使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它们又是技术和艺术的综合表

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建筑装修集中体现了石匠、木匠、铁匠、铜

匠等等的工艺水平，内容十分丰富，由于另有专著，这里不作详细介绍，

下面我们结合建筑的营造，将这部分分为墙壁和内外檐装修两个部分，

分別给以简单的说明。

唐、宋建筑的墙，多是用土坯和夯土构成的，为了加强墙体对潮湿

和飘雨的抵抗能力，改善室内环境，在墙的表面抹灰、粉刷，在墙体

根部用砖石垫砌。这种墙壁一般造得很厚，《营造法式》中规定建筑

外墙厚为墙高的 1 ⁄ 4，墙体由下向上逐渐收缩，收缩率为 6%（每侧每

高 1 尺收 3 分）。明清时，虽然多用砖墙，但墙的尺寸和形式仍然深

受土墙形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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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式建筑中墙壁位置不同，名称各异。正面檐柱间的墙为檐墙，山

面的墙叫山墙，廊下檐柱与金柱间的墙是廊墙，金柱间与檐墙平行的称

“扇面墙”，与山墙平行的为隔断墙，窗下的称槛墙。

清代建筑的外墙厚为柱径的 4 倍，既可以将柱子全部包入墙内，也

可以留出八字形的“柱门”，使柱子的 1 ⁄ 4 周长暴露出来。内墙和槛墙

厚为柱径的 1.5 倍，留出柱门。 墙的材料有土、土坯、砖、石等，即使

用砖砌墙，仍然要做“收分”。在立面墙高的 1 ⁄ 3 处，使用一块条石，

称“腰线石”，腰线石上皮以下的部分称“下肩”，以上则称“上身”。

土坯墙和砖墙的砌筑方式有多种（图 3-23）。

图 3-23　几种不同的墙体   

大式建筑的檐墙，砌到额枋下皮，小式建筑的檐墙，则可以砌到梁

头之下。还有一种称为封护檐墙的，是将墙直砌到檐下，将木构部分完

全盖住（图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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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清式檐墙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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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山顶的山墙可一直砌到檐下，也有将上部梁架露出称作“五花山

墙”的做法（图 3-25）。硬山山墙则要在上部相当于风板的位置用砖砌

成搏风板样式，搏风下有用砖叠砌出的残脚称作“拔檐”。硬山山墙上

部还有称作“挑檐石”的部分，从墙里向前挑出，挑出的部分刻成“墀

头”（图 3-26）。

图 3-25　五花山墙  

装修是门窗、格扇的总称。外檐装修是建筑物内外部分的隔断，内

檐装修是室内的隔断。因为有柱子担负了承重的任务，装修自身的形式

就较为灵活自由了，既可以是不通透的板壁，又可以将其一些部分镂空，

做成各种装饰性很强的花饰。

装修本身也可以分为起构架作用的框槛和起填充作用的格扇或门

板。框槛是固定不动的部分，格扇是可动的部分。 框槛之中，竖立的

为“框”，横的叫“槛”，在枋下的称为“上槛”，在地上的叫作“下槛”，

位于上下槛之间的为“中槛”。 在框槛中安置的可动部分是格扇或门板，

上槛和中槛间的为横披，中槛与下槛间的是门窗。

门有板门和格扇门两种，早期的建筑上多用板门，后来板门则主要

用在建筑群的大门上。清代板门门扇部分用“大边”和“抹头”构成最

外圈的骨架，在上下抹头之间还使用“穿带”加固，在这个骨架上安置“门

心板”。在高规格的建筑中，门朝外的一面，根据建筑等级的不同可用

五路、七路、九路乃至十一路门钉，门钉的路数越多，建筑的等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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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6　清式硬山山墙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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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外面还要安“门钹” ，门钹相当于现在的门把手。门内还有插关，

以闭锁大门。在大门的中槛上，还有刻成一定花样的门簪，它是用来固

定连楹的构件，同时又具有十分重要的装饰意义（图 3-27）。格扇门的

门扇部分也可以分为起构架作用的边挺、抹头和起填充作用的格心与裙

板。格心在上部，是通透的部分，中间布置各种花饰的棂子，棂子后面

可以裱糊纸、纱或安装玻璃。裙板在下部，是实板，上面可以镌刻线脚

花纹（图 3-28）。早期格扇格心部分多为直棂或破子棂，所谓直棂，是

使用断面为方形或矩形的木条正面上下垂直布置，破子棂则是用断面为

三角形的木条以其棱角向外上下垂直布置（图 3-29）。宋代开始，窗棂

的样式逐渐多起来了，艺术风格渐趋华丽精巧（图 3-30）。清代北方地

区普遍地使用支摘窗（图 3-31）。

图 3-27　清式板门  

 （注：X 为门钉间空档，Ｄ为门钉径。如果钉九路，X 按 1D；七路 X 按 1 D；五路 X 按 2D；门口宽窄高低

由设计人员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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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直棂和破子棂格心示意

图 3-30　窗棂式样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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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清式支摘窗及格扇门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即：中国古代木

构建筑，从大到小，都是由构架和填充部分组成的；柱梁是房屋的整体

构架，墙和装修是填充部分；装修则以框槛为构架；格扇是填充部分；

格扇的边挺与抹头为构架，格心和裙板等是填充部分；格心又以棂子为

构架，纸、纱或玻璃成为填充部分。这种规律，正反映了构架体系建筑

的加工特点。

在室内必要的地方，还可以安置板壁或格扇，起分隔空间的作用。

另外还可以用“罩”来划分空间，使各种空间之间隔而不断，开敞通透，

罩有多种花样，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图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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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内檐装修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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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髙级建筑的室内上部，往往安有吊顶。宋代的吊顶主要有平 和

平棊两种形式，平棊是比较高级的做法，它用方木相交构成正方形、长

方形或多边形的格子，上面盖上木板，木板上“贴络花纹”（图 3-33）。

平 则是用方木构成方形的格子，格子的尺寸小于平棊的格子，上盖木

板，木板上不用花纹（图 3-34）。清代的吊顶称为“天花”，用称为“支

条”的方木条纵横交叠形成方格，每个方格称为一井，并内于支条上安

“天花板”，天花板上施有花纹（图 3-35）。

图 3-33　宋式平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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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5　清式天花  

图 3-34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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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井可以视为一种高规格的天花，早期的藻井有覆斗和斗四等式样

（图3-36）。后世在这些样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种种复杂的做法（图3-37）。

藻井一般布置在室内最重要部分的上方，以示与其他部分的不同。 

图 3-36　早期藻井式样    

图 3-37　各种花样的藻井   

覆斗形天花

斗四天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