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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建筑的美学精神

▲寄畅园林
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方三大建筑体系为中国、印度、伊斯

兰教系建筑。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

现运用榫接技术建造木结构房屋的实例，这是中国建筑体系

的萌芽。到了秦汉时代，中国古建筑的独特体系已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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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系统决定着不同的美学深层结构。中国古建筑

的美学精神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

限中回归有限。”（宗白华语）这种美学精神，从无锡寄畅园能

很强烈地感受到。寄畅园将假山作惠山余脉，与惠山雄浑气

势相连，又引惠山泉水设八音涧，且远借锡山塔影。匠心独

运，叹为观止。此园系我国首屈一指造园大师张南垣之侄张

鉽所造，其手法一看便知是张氏之作。古建园林专家曹汛先

生经过长期研究认为，张南垣开创了造园叠山艺术的新流派，

使我国古代造园叠山艺术走向最后成熟。张南垣“尽变前人

成法”，从追求逼真和可游、可入出发，主张筑“曲岸回沙”、“平

岗小坂”和“陵阜陡陀”，“然后错之以石，缭以短垣，翳以密

筱”，从而创造出一种幻觉，仿佛“奇峰绝嶂累累乎墙外”，“人

或见之”，所造的园林则仿佛处于大山之麓，截溪断谷，此数石

者，“为吾有也”（参见曹汛《略论我国古代园林叠山艺术的发

展演变》）。寄畅园便是得张南垣叠山理论之精髓的无与伦比

的杰作。置身园中，确乎能很深刻地体验到中国艺术的空间

意识。不是局限于单体建筑物，又不是向苍穹作无尽的追求，

而是在有限中见到大自然，又从大自然中回到自己，回到自己

的家。

西方建筑则不然。它以富于逻辑、规则理性见长。讲究

“有机建筑论”的莱特设计的“流水别墅”（１９３６），建造在瀑布

之上，阳台石墙，进退错落，与周围自然环境构成一个极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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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观。然而，“流水别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特定环境中的

建筑性格，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如丹麦建筑师伍重设

计的悉尼歌剧院（１９５７年选定方案，１９７３年建成），则可称为

白色的现代雕塑，它征服了蓝色的大海。在西方，这种建筑与

自然的关系是古已有之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建筑的

美学精神。

中国古建筑的美学精神，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科学

史大家李约瑟认为：“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

乡中无论集中的，或者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经常地呈

现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

宿的象征主义。”这里所论涉及对中国古建筑文化有很重要影

响的堪舆学。中国人在选址、规划、设计中，通过直观领悟到

精神性感觉，并直追宇宙意识，最后又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来。虽然“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学说尚与我们所谈的精神有

一定距离，但上述建筑之道的审美及生态学的意义却不容忽

视，它包含着中国建筑美学精神的深层结构。

本世纪初，日本学者伊东、关野，英国学者叶慈，德国学者

艾克、鲍希曼，瑞典学者奚仑等，搜集中国古建筑资料，研究中

国建筑文化，著书立说。当时国内反而无人研究中国建筑文

化。直到３０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先

生风餐露宿，呕心沥血，踏勘古建筑，情况才有了转变。到了

１９４０年，学社成员已经踏勘了１５个省的２００个县，研究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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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超过２０００个，奠定了中国人研究自己建筑遗产的基

础。今天，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古建筑看不见的内在精神，将使

研究工作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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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建筑典籍分类

１．官方典籍　是由官方所颁发的关于建筑的制度、技术、

劳动定额和材料定额等的典籍。

《考工记》是这类典籍中最早的一部，大约成书于春秋末

战国初，是齐国人编写的。书中记录了有关６大类３０个不同

工种的生产工艺，其中涉及城市、道路、建筑的论述，对历代建

筑和城市规划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营造法式》由宋代将作监李诫编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

建筑工程规范。书中有壕寨、石、大木、小木、彩画、砖、瓦、窑、

泥、雕、镟、锯、竹等各种制度，以及施工的工料、定额和各种建

筑图样。

清代的《工程做法》一书，由工部会同内务府主编。原编

７４卷，分为各种房屋建筑工程做法条例与应用料例工限（工

料定额）两部分。这部书在当时是作为宫廷（宫殿“内工”）和

地方“外工”一切房屋营造工程定式“条例”而颁布的。其应用

范围主要是针对官工“营建坛庙、宫殿、仓库、城垣、寺庙、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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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房屋油画裱糊等工程”而设，但对于民间房舍修建，实际

上也起着建筑法规的监督限制作用。

２．民间著作　包括匠师、文人所写的关于建筑、园林等方

面的著作。

北宋喻皓的《木经》，是已佚的一部重要民间著作。它的

内容，在有的古籍中有所引述。在分析台阶的峻、平、慢三个

等级时，指出三者的分界，在于荷辇人（抬轿者）前竿与后竿荷

重姿势的不同，这正是建筑设计中以人的活动作为基本尺度

的原则。

明代的《鲁班经》，也是一部重要的民间著作。书中内容

限于普通房屋、楼阁和特种建筑（钟楼、宝塔、畜厩），后来增加

了不少木工制作的内容。这本书记录了当时民间木工匠师业

务范围的发展和民间建筑、家具的技术。

明代末年造园家计成编著的《园冶》一书，是一部论述园

林建筑的专著，在造园史上有重要地位。《园冶》分为相地、立

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１０个部

分，从园林的整体到局部，从设计原则到具体手法，都有条不

紊地进行了全面论述。

此外，还有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记述了园林、住宅设

计方面的有关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３．间接资料　在有关其他内容的一些书籍中，也提供了

建筑形制、工艺技术、重要建筑活动以及与建筑有关的社会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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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其中以《三辅黄图》（年代不详）、晋代左思的《三都

赋》、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郦道元的《水经注》、南宋孟

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清代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刘侗与于

奕正的《帝京景物略》等为著名。

此外，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

的《揽辔录》，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

录》、《历代帝国宅京记》等，均含有大量建筑史料。中国古建

筑、古迹中也常有碑刻题记，保存大量工程技术方面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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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建筑工程图

▲北域图
据记载，我国的工程制图至少有３０００年以上的历史。

《左传》有关于夏初（前２１４０）时代按图形在鼎上铸造百物形

象的故事记载。

在西周也有文字记载。《尚书》记载周公领导建造成周城

时，已有平面位置图。这些早期的建筑工程图原物早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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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在河北省平山县发现的战国时期

中山国王舋的陵墓（平山１号墓），出土有一件镶错金银的铜

图版，长９４厘米、宽４８厘米、厚约１厘米，是前所未见的珍贵

文物。铜版背面中部有一对铺首，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

面设计图。陵园包括三座大墓、两座中墓的名称、大小以及四

座宫室、内宫垣、中宫垣的尺寸、距离。图版上有逃乏（兆法）

字样，考古学家根据《周礼·春官》中所说“掌公墓之地、辨其

兆域而为之图”，“兆域”一词典籍中意指“陵墓区”，故把这块

铜板称为“兆域图”，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一张建筑设计图。

古建筑学家根据已发掘的１号墓及其东侧２号墓的陵上

封土、回廊遗迹，参照兆域图的平面布局，复原出一座东西长

３９２米、南北宽１６８米、由两道宫墙围绕的封闭式陵园。科学

工作者还通过对兆域图上平面的实测与文字记录的尺寸的换

算，发现这份设计图采用了１∶５００的比例尺缩制而成。以往

文献记载，使用比例尺绘制地图，以西晋裴秀为最早，中山国

兆域图把缩尺制图的历史提早了６个世纪，这在我国古代科

技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考古

学家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发现的战国魏王陵墓群，其平面布局、

陵上封土结构与平山陵墓基本相似，因此，学者们认为制作兆

域图是当时列国通行的制度，是一种已经程式化、制度化的规

划设计图，因而具有典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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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迥异的古代民间建筑

西北的土坯建筑　土坯房屋墙垣用土坯砌筑，主要采用

陡砌的土坯墙，以避免接触潮湿的铺缝胶泥，使土坯砖不会因

吸收过多的水分变软。屋面上用岌岌草编的房笆代替望板。

多林地区的井干民居　在东北和西南森林资源特别丰富

的地区流行。它的基本特点是叠圆木或方木为承重墙，包括

外墙和隔断墙。两个相互垂直的墙垣的交接处是交错咬住

的。如今的山林地带还能见到井干式建筑。

南部和西南地区的竹楼　我国南方盛产竹子的地区的竹

楼，是用篾条结扎粗竹竿为骨架，用较细的竹干和竹笆作楼板

和墙面。竹楼的屋面有两种，一种是由葵巴叶编的，一种是破

竹为二，仰复相扣而成。

西南的穿斗架房屋　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而以四川最

多。这种房子的特点是，柱子直接支承各行檩条，前后柱子间

只有横穿，没有大梁，墙和屋面都很轻薄。墙用竹条编织，两

面抹泥或白灰。屋面中灰瓦直接放在椽子上，不用望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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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穿斗架的结构曾在汉代中原地区流行。

山东、河南的三角架屋顶　在跨度比较小的建筑物上，三

角架只有两根斜撑和一根下桁木，檩子架在顶点、下底角，和

斜撑的中央。当建筑物跨度比较大时，在下檩木上支起平行

梁架，辅助斜撑支承斜撑上的一部分檩子。屋面的做法是，用

高粱秆束捆在檩子上代替椽子和望板，在高粱秆束上抹泥，泥

上复草，屋面的草的一端插在泥里。在胶东地区，民间屋面不

用高粱秆和泥，而是把海藻用葛藤直接扎结在较密的细檩

条上。

除此之外，山西的石券民居，西北的地坑窑洞（天井院），

青海、西藏的砖石承重墙和木构楼板及屋顶相结合的建筑物

等也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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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建筑的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的结构方式，木构架

又包括有抬梁式、穿斗式和井干式三种结构。

抬梁式即在地面上先立柱，柱上架梁，每两组平行的梁之

间安置与梁成垂直角度的檩，这些檩上排列若干椽子，从而形

成完整的木构架。每两组平行梁之间的空间称为“间”。穿斗

式也是在地面上立柱，但柱上不架梁，而是直接安檩，柱子的

间距较密，柱与柱用数层“穿”贯通联结，组成构架。这种结构

较省木材，尤其是不需要什么大型的柱材。从地域上看，我国

南方建筑多用这种结构。

井干式即将木材横竖交叉，层层累叠构成房屋的壁体。

这种形式如同井筒一样故名井干式，这种形式的房屋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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