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

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

较其他两系——印度及阿拉伯（回教 2 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

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

大凡一系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掺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

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

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

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

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地进化至极

高程度。更可异的是：产生这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不简单，且并不缺乏种种宗教上、

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迭出变化；更曾经多次与强盛的外族或在思想上和平接触（如印

度佛教之传入），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

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

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虽然，因为后代的中国建筑，即（便）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

上却仍呈现出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一般人常误会中国建筑根本简陋无甚发展，较诸别

系建筑低劣幼稚。

这种错误观念最初自然是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做浮躁轻率的结论，

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于鄙薄。好在近来欧美迭出深

刻的学者，对于东方文化慎重研究，细心体会之后，见解已迥异从前，积渐彻底了悟中

国美术之地位及其价值。但研究中国艺术尤其是对于建筑，比较是一种新近的趋势。外

人论著关于中国建筑的，尚极少好的贡献，许多地方尚待我们建筑家今后急起直追，搜

寻材料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

在原则上，一种好建筑必含有以下三要点：实用，坚固，美观。实用者：切合于当

时当地人民生活习惯，适合于当地地理环境。坚固者：不违背其主要材料之合理的结构

原则，在寻常环境之下，含有相当永久性的。美观者：具有合理的权衡 3（不是上重下

轻巍然欲倾、上大下小势不能支，或孤耸高峙或细长突出等违背自然律的状态），要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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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重、舒适、自然的外表，更要诚实地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饰，不矫揉造作、

勉强堆砌。美观，也可以说，即是综合实用、坚稳，两点之自然结果。

中国建筑，不容疑义地，曾经包含过以上三种要素。所谓曾经者，是因为在实用和

坚固方面，因时代之变迁已有疑问。近代中国与欧西文化接触日深，生活习惯已完全与

旧时不同，旧有建筑当然有许多跟着不适用了。在坚稳方面，因科学之发达，关于非永

久的木料，已有更满意的代替，对于构造亦有更经济精审的方法。

以往建筑因人类生活状态时刻推移，致实用方面发生问题以后，仍然保留着它的纯

粹美术的价值，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和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巴瑟农庙 4（Parthenon）

一样，北京的坛、庙、宫、殿，是会永远继续着享受荣誉的，虽然它们本来实际的功用

已经完全失掉。纯粹美术价值，虽然可以脱离实用方面而存在，它却绝对不能脱离坚稳

合理的结构原则而独立的。因为美的权衡比例，美观上的多少特征，全是人的理智技巧，

在物理的限制之下，合理地解决了结构上所发生的种种问题的自然结果。人工制造和天

然趋势调和至某程度，便是美术的基本，设施雕饰于必需的结构部分，是锦上添花；勉

强结构纯为装饰部分，是画蛇添足，足为美术之玷。

中国建筑的美观方面，现时可以说，已被一般人无条件地承认了。但是这建筑的优

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

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

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它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艺设施方面稍事探讨；不宜只是一味

地不负责任，用极抽象或肤浅的诗意美谀、披挂在任何外表形式上，学那英国绅士骆斯

肯（Ruskin）对高矗式（Gothic，即哥特式）建筑，起劲地唱些高调。

建筑艺术是个在极苛刻的物理限制之下，老实的创作。人类由使两根直柱架一根横

楣，而能稳立在地平上起，至建成重楼层塔一类作品，其间辛苦艰难的展进，一部分是

工程科学的进境，一部分是美术思想的活动和增富。这两方面是在建筑进步的一个总题

之下，同行并进的。虽然美术思想这边，常常背叛它们的共同目标——创造好建筑——

脱逾常轨，尽它弄巧的能事，引诱工程方面牺牲结构上诚实原则，来将就外表取巧的地

方。在这种情形之下时，建筑本身常被连累，损伤了真正的价值。在中国各代建筑之中，

也有许多这样证例，所以在中国一系列建筑之中的精品，也是极罕有难得的。

大凡一派美术都分有创造、试验、成熟、抄袭、繁衍、堕落诸期，建筑也是一样。

初期作品创造力特强，含有试验性。至试验成功，成绩满意，达尽善尽美程度，则进入

完全成熟期。成熟之后，必有相当时期因承相袭，不敢，也不能，逾越已有的则例；这

期间常常是发生订定则例章程的时候。再来便是在琐节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单调，冀求

变换，这便是美术活动越出目标时。这时期始而繁衍，继则堕落，失掉原始骨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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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无意义的形式。堕落之后，继起的新样便是第二潮流的革命元勋。第二潮流有鉴于

已往作品的优劣，再研究探讨第一代的精华所在，便是考据学问之所以产生。

中国建筑的经过，用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材料作参考，已经可以略略看出各时期

的起落兴衰。我们现在也已走到应作考察研究的时代了。在这有限的各朝代建筑遗物里，

很可以观察、探讨其结构和式样的特征，来标证那时代建筑的精神和技艺，是兴废还是

优劣。但此节非等将中国建筑基本原则分析以后，是不能有所讨论的。

在分析结构之前，先要明了的是主要建筑材料，因为材料要根本影响其结构法的。

中国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木，次加砖石瓦之混用。外表上一座中国式建筑物，可明显地分

作三大部分：台基部分，柱梁部分，屋顶部分。台基是砖石混用。由柱脚至梁上结构部

分，直接承托屋顶者则全是木造。屋顶除少数用茅茨、竹片、泥砖之外自然全是用瓦。

而这三部分——台基、柱梁、屋顶——可以说是我们建筑最初胎形的基本要素。

中式建筑的三大组成部分

屋顶部分

柱梁部分

台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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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里“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还

有《史记》里：“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可见这“栋”“宇”及“堂”（基）在最

古建筑里便占定了它们的部位势力。自然最后经过繁重发展的是“栋”——那木造的全

部，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木造结构，我们所用的原则是“架构制”（framing system）。在四根垂直柱的上端，

用两横梁两横枋周围牵制成一“间架”（梁与枋根本为同样材料，梁较枋可略壮大。在

“间”之左右称柁或梁，在“间”之前后称枋）。再在两梁之上筑起层叠的梁架以支横桁 5，

桁通一“间”之左右两端，从梁架顶上“脊瓜柱”上次第降下至前枋上为止。桁上钉椽，

并排栉篦，以承瓦板，这是“架构制”骨干的最简单的说法。总之“架构制”之最负责

要素是：（一）那几根支重的垂直立柱。（二）使这些立柱，互相发生联络关系的梁与枋。

（三）横梁以上的构造：梁架、横桁、木椽，及其他附属木造，完全用以支承屋顶的部分。

“间”在平面上是一个建筑的最低单位。普通建筑全是多间的且为单数。有“中间”

（或“明间”）及“次间”“稍间”“套间”等称。

中式建筑木构架示意图

飞椽

扶脊木

脊瓜柱

梁

檩

枋

柱

柱础
间

脊檩

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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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架构制”与别种制度（如高矗式之“砌拱制”，或西欧最普通之古典派“垒石”

建筑）之最大分别：（一）在支重部分之完全倚赖立柱，使墙的部分不负结构上重责，只同

门窗隔屏等，尽相似的义务——间隔房间，分划内外而已。（二）立柱始终保守木质，不似

古希腊之迅速代之以垒石柱，且增加负重墙（bearing wall），致脱离“架构”而成“垒石”制。

这“架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

地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二）即使极庄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

表。结构上绝不需要坚厚的负重墙，除非故意为表现雄伟的时候，酌量增用外（如城楼

等建筑），任何大建，均不需墙壁堵塞部分。（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

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门屏窗牖之类。实际方面，即在玻璃未发明以前，室

内已有极充分光线。北方因气候关系，墙多于窗，南方则反之，可伸缩自如。

这不过是这结构的基本方面，自然的特征。还有许多完全是经过特别的美术活动，

而成功的超等特色，使中国建筑占极高的美术位置，同时也是中国建筑之精神所在。这

些特色最主要的便是屋顶、台基、斗栱，色彩和均称的平面布置。

屋顶本是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则自古，不殚烦难的，使之尽善尽美。既

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美术风格。屋顶最初即不止为屋之顶，因雨水和日光

的切要实题，早就扩张出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阻碍光线，

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问题因之发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飞檐，用双层瓦

椽，使檐沿稍翻上去，微成曲线。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甚其仰翻曲度。这种前

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在结构上有极自然又合理的布置，几乎可以说它便是结

构法所促成的。

中式建筑的开间名称示意图

稍间 稍间次间 次间明间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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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结构法所促成的呢？简单说：例如“庑殿”式的屋瓦，共有四坡五脊。正脊

寻常称房脊，它的骨架是脊桁。那四根斜脊，称“垂脊”，它们的骨架是从脊桁斜角，下

伸至檐桁上的部分，称由戗及角梁。桁上所钉并排的椽子虽像全是平行的，但因偏左右

的几根又要同这“角梁平行”，所以椽的部位，乃由真平行而渐斜，像裙裾的开展。

角梁是方的，椽为圆径（有双层时上层便是方的，角梁双层时则仍全是方的）。角

梁的木材大小几乎倍于椽子，到椽与角梁并排时，两个的高下不同，以致不能在它们上

面铺钉平板，故此必须将椽依次地抬高，令其上皮同角梁上皮平。在抬高的几根椽子底

下填补一片三角形的木板称“枕头木”。

这个曲线在结构上几乎不可信地简单和自然，而同时在美观方面不知增加多少神韵。

飞檐的美，绝用不着考据家来指点的。不过注意那过当和极端的倾向常将本来自然合理

的结构变成取巧与复杂。这过当的倾向，外表上自然也呈出脆弱、虚张的弱点，不为审

美者所取，但一般人常以为愈巧愈繁必是愈美，无形中多鼓励这种倾向。南方手艺灵活

的地方，过甚的飞檐便是这种证例。外观上虽是浪漫的姿态，容易引诱赞美，但到底不

及北方的庄重恰当，合于审美的最真纯条件。

庑殿式建筑示意图（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无极之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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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顶曲线不只限于挑檐，即瓦坡的全部也不是一片直坡倾斜下来，屋顶坡的斜度是

越往上越增加。

这斜度之由来是依着梁架叠层的加高，这制度称作“举架法”。这举架的原则极其

明显，举架的定例也极其简单，只是叠次将梁架上瓜柱增高，尤其是要脊瓜柱特别高。

使檐沿作仰翻曲度的方法，再增加第二层檐椽，这层檐甚短，只驮在头檐椽上面，

再出挑一节。这样则檐的出挑虽加远，而不低下阻蔽光线。

总的说起来，历来被视为极特异神秘之屋顶曲线，并没有什么超出结构原则，和

不自然造作之处，同时在美观实用方面均是非常成功。这屋顶坡的全部曲线，上部巍然

高举，檐部如翼轻展，使本来极无趣、极笨拙的屋顶部，一跃而成为整个建筑的美丽 

冠冕。

在《周礼》里发现有“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之句。这

句可谓明晰地写出实际方面之功效。

古建筑屋檐构件示意图

子角梁

枕头木 檐椽 飞檐椽

老角梁

挑檐桁头

挑檐桁

挑檐枋

挑尖梁头

昂 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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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讲到屋顶，我们当然还是注意到屋瓦上的种种装饰物。上面已说过，雕饰必是设

施于结构部分才有价值，那么我们屋瓦上的脊瓦吻兽又是如何？

脊瓦可以说是两坡相连处的脊缝上一种镶边的办法，当然也有过当复杂的，但是诚

实地来装饰一个结构部分，而不肯勉强地来掩饰一个结构枢纽或关节，是中国建筑最长

之处。

瓦上的脊吻和走兽，无疑地，本来也是结构上的部分。现时的龙头形“正吻”古称

“鸱尾”，最初必是总管“扶脊木”和脊桁等部分的一块木质关键。这木质关键突出脊上，

略作鸟形，后来略加点缀竟然刻成鸱鸟之尾，也是很自然的变化。其所以为鸱尾者还带

有一点象征意义，因有传说鸱鸟能吐水，拿它放在瓦脊上可制火灾。

中式建筑的举架和屋顶曲线示意图

鸱尾—正吻的演变

0.5 步架

0.6 步架

0.9 步架

脊瓜柱

瓜柱

步架 步架 步架

唐 辽 元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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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兽最初必为一种大木钉，通过垂脊之瓦，至“由戗”及“角梁”上，以防止斜脊

上面瓦片的溜下，唐时已变成两座“宝珠”，在今之“戗兽”及“仙人”地位上。后代鸱

尾变成“龙吻”，宝珠变成“戗兽”及“仙人”，尚增加“戗兽”“仙人”之间一列“走兽”，

也不过是雕饰上变化而已。

并且垂脊上戗兽较大，结束“由戗”一段，底下一列走兽装饰在角梁上面，显露基

本结构上的节段，亦甚自然合理。

南方屋瓦上多增加极复杂的花样，完全脱离结构上任务纯粹的显示技巧，甚属无聊，

不足称扬。

外国人因为中国人屋顶之特殊形式迥异于欧西各派，早多注意及之。论说纷纷，异

想天开。有说中国屋顶乃根据游牧时代帐幕者，有说象形蔽天之松枝者，有曰中国飞檐

为怪诞者，有谓中国建筑类儿戏者，有的全由走兽龙头方面，无谓的探讨意义，几乎不

值得在此费时反证。总之这种曲线屋顶已经从结构上分析了，又从雕饰设施原则上审察

了，而其美观实用方面又显著明晰，不容否认。我们的结论实可以简单地承认它艺术上

的大成功。

北京故宫太和殿脊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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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并且与屋顶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斗栱”部分。最初

檐承于椽，椽承于檐桁，桁则架于梁端。此梁端即是由梁架延长，伸出柱的外边。但高

大的建筑物出檐既深，单指梁端支持，势必不胜，结果必产生重叠的木“翘”支于梁端

之下。但单借木翘不够担全檐沿的重量，尤其是建筑物愈大，两柱间之距离也愈远，所

以又生左右岔出的横“栱”来接受“檐桁”。这前后的木翘，左右的横栱，结合而成“斗

栱”全部（在栱或翘昂的两端和相交处，介于上下两层栱或翘之间的斗形木块称“斗”）。

“昂”最初为又一种翘，后部斜伸出斗栱后用以支“金桁”。

斗栱是柱与屋顶间的过渡部分。使支出的房檐的重量渐次集中下来直到柱的上面。

斗栱的演化，每是技巧上的进步，但是后代斗栱（约略从宋元以后），便变化到非常复

杂，在结构上已有过当的部分，部位上也有改变。本来斗栱只限于柱的上面（今称柱头

科），后来为外观关系，又增加一攒“平身科”，在柱与柱之间。明清建筑上平身科增加

到六七攒，排成一列，完全成为装饰品，失去本来功用。“昂”之后部功用亦废除，只余

前部形式而已。

清代斗栱示意图

1. 挑檐桁

2. 挑檐枋

3. 耍头

4. 三才升

5. 厢栱

6. 十八斗

7. 昂

8. 外拽万栱

9. 外拽瓜栱

10. 翘
11. 槽升子

12. 正心万栱

13. 正心瓜栱

14. 外拽枋

15. 正心枋

16. 坐斗

17. 枕头木

18. 老角梁

19. 宝瓶

20. 平盘斗

21. 耍头后带正心枋

22. 耍头后带外拽万栱

23. 把臂厢栱

24. 由昂

25. 角昂（斜昂）

26. 搭角闹头昂后带外拽瓜栱

27. 头昂后带正心万栱

28. 外拽瓜栱带搭角闹头昂

29. 外拽万栱带耍头

30. 斜翘

31. 头翘后带正心瓜栱

32. 正心瓜栱带头翘

33. 正心万栱带头翘

34. 平板枋

35. 大额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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