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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唐天桔四年(907 ) ，后梁取代唐王朝，中国汉族聚居区开始进人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

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 ，后周。 此谓五代。 因其与唐王朝有一定的历史联系 ，故历史

学家习惯上将其视为唐王朝政权的某种延续)。公元 916 年 ， 东北的契丹族建立了辽王

朝，以后逐步统一了今长城内外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 经过 20 年的征讨 ，公元 960 年赵

匡剧结束了中原汉族聚居区的分裂割据格局 ，是年宋王朝建立，形成了宋、辽两政权南北

对峙的局面。 1038 年，西夏王朝建立，统治今宁夏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大体上形成了

宋、辽、夏鼎立的格局。 1115 年，女真族建立了金王朝。 金王朝 1115 年灭辽， 1127 年攻克

作京。 同年 ，康王赵构在杭州建立偏安政权，史称南宋。又形成了南宋与金、西夏对峙的新

格局。 1206 年，蒙古族成吉思汗崛起， 1227 年灭夏， 1234 年，蒙古、南宋联合灭金，又形成

南宋与蒙古政权南北对峙的局面。 1271 年，蒙古政权正式建立元朝，成为宋元对峙的格

局。 1276 年，元军进逼临安。 1279 年，逃亡中的南宋小朝廷在广东崖山为元军击溃，亟相

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需跳海 ，朝廷上下军民 20 万人亦蹈海殉王。 宋王朝结束。

综观这一时代的建筑 ，首先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多民族的融合包括建筑思想技术的融

合异常突出。 在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既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文化， 同时又对汉族文化

表示了由衷的向往。 正是这种以汉族建筑文化为主导的向心力极大地吸纳了少数民族建

筑文化的优秀成分，丰富了宋代的建筑文化 ，从而使宋代建筑在继承过去的建筑遗产和

吸纳周边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长处的基础上走上了中国古代建筑登峰造极的高度。 这种

对少数民族建筑文化的吸纳，最明显地表现在佛教建筑的艺术创新上。 辽代的木构佛塔，

采用筒式木构架的框架结构，塔内采取斜撑构件以分散塔体的重量。 和此前汉地佛塔四

边形的木构柱梁支撑体系相比，其科学性是不言自明的。 此外，辽、金、阿夏佛塔建筑对外

观的装饰之重视，也影响到宋代的佛教建筑的审美观念的形成。

其次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官式建筑巳经成熟 ，木作等建筑技术已经标准化。 并且出现

了国家标准一一《营造法式》。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的建筑，经过 7000 多年的漫长岁月的

摸索实践，特别是周秦汉唐等统一王朝提供了大量建筑创作的机会，同时也促成一代又

一代的匠师对之进行总结。 如前所述，隋代大匠宇文信已经可以利用所掌握的木构建筑

的模数关系规律，批量生产木建筑构件，大大缩短了施工的时间 ，提高了施工的效率。 但

当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国标文件" 。 不仅隋代|阔如，唐代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国家官书。

《营缮会》、《唐律疏义》等书虽有"兴造"专题 ，然于法式似注意无多。 且侧重限制，无图文

对照。 因此，可以说，宋代出现了《营造法式》和《木经}，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走向成熟 ，是

中国建筑文化的-个集大成之时代。

给人深刻印象的还有风格上追求细腻的风气。 宋代建筑和汉唐时期最大的不同在于

追求细部的精美。 如从大木作中派生出小木作工种。 彩画装饰 ，等等。 为此，这个时代很

多大型建筑动辄十几年才得竣工 ，例如玉清昭应宫就花掉了十五年工夫，而良岳的修造

更是费日费时。 这和隋朝大兴城十月完工迥然不同。 参看《中国历代名匠志》宋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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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园林建筑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i成如郭黛垣教授所言，

"苟且偷安追求享受的社会心态促成了造园之风大盛。 "两宋三百年多年时间，从帝王、权

贵，到文人士大夫，竞相造园。特别是北宋徽宗皇帝倡修的良岳、韩倪胃的南园，以及众多

朝臣修建的别墅园林和文人墨客修建的宅园。无论皇家园林、寺观园林还是私家园林，到

了宋代"都已经具备了中国园林的主要特点"。

此外，宗教建筑特别是道教建筑空前活跃，这实在与宋代帝王多钟情道教有关。虽然

现在宋代道教实物留存无多，但大量的建筑文献却记录了那个时代道教建筑的繁荣，也

是不争的事实。宋代还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帝陵集中营造的风气之先。对明清帝王陵墓

集中营造产生过积极影响。宋代福建等地的造桥技术，如隔房堡基都是前史所无的创新。

(一 )志城

一、北宋东京城

1.建筑所处位置。城址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城关，为北宋都域，名曰东京，后人亦常称

作梁。

2.建筑始建时间。北宋东京都城最初是战国时期魏国(前 364)的都域，名叫大梁城。

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在此定都。唐代建中二年(781)节度使李勉重筑。后周

世宗显德二年 (955) 的那次都城建设对宋代都城建设有重大的意义。宋太祖建隆三年

(962)下诏对东京城进行扩建①。

3.最早的文字记载。叶少蕴《石林燕i吾》卷一 "太祖建隆初，以大内制度草创…… 2"

4.建筑名称的来历。五代梁太租朱全忠于 907 年"升、冲外|为开封府，建名东都。" "后

晋天福三年(939)升为东京。汉周仍之。@'，

5建筑兴毁及修直情况。魏都大梁 130 年，曾开凿运河沟通1t水和黄河、济水。唐建中

二年派李勉重筑、1t川、1域，主要是筑罗城也。贞元十四年( 798)宰相董晋曾负责修筑1t川、|城

的作河东、西7.K 1、丁，把1t河圈进了域内③。北宋东京城历史上最早的修蔓记载是后周显德

二年那次。那次改造主要围绕三个方面 :一是"先立标识"，把朝廷官署、军营、街巷、仓场、

街道等国用空间明确下来。二是改造过于窄狭的城市交通道路。将道路分成五十步、三十

步、二十步三种类型，允许百姓在沿街两旁五步以外种树掘井。三是修整运河，将冲水和

准水、济水等沟通起来。解决对外水上通道问题⑥。宋代的修筑在北宋建隆三年(962)主要

是扩建，具体内容是"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Ì:召书)也就是说，这

次扩建主要是修建"大内"。宋太祖亲自修改规划图纸，到开宝元年(968)竣工。宋初扩建

的宫城尚为土城，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才改"以砖垒皇城"飞神宗朝曾年年修域。"四

面为敌楼，作瓮城及棱治壤壁"⑧，后又由内侍宋用臣重筑@。徽宗时又广京城，周广十余里⑩，

并营延福宫及服芳、良岳二园，营建尤侈⑩。后金攻下东京，掳徽、钦二帝，后妃宗室数千人

及皇城百工巧匠，文物珍宝等，东京被洗劫一空，后因战乱频仍加上黄河泛滥，城市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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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8一 l 一 l 北宋东京城市

结构图

严重毁坏，逐渐衰落，到 1126 年，金兵攻破

东京 ，、冲梁城从此残破不振。

6.建筑设计师及捐资情况。北宋东京的

规划建设包括大内、城墙、良岳等重大工程。

宋太祖、宋徽宗等帝王，韩重蜜、宋用臣、梁

师成、李怀义等官员，燕用等民间巧匠。

7.建筑特征及其原创意义。北宋东京城

址已被历代黄河水淤没于地下，只能据文献

记载及近年对外郭的勘查来推测其城市状

况。

(1 )地理位置:城池处黄河中游平原，大

运河中枢地段，为当时糟运囚间的集中点，

即作河、黄河、惠民河及广济问@，乃"四达之

会@"。潜运非常方便，以供京师之需。

(2)城市布局 :该城里不规则矩形，由外

城(罗城)、内城(里城)及宫城(子城)三城相

套而成，宫城居中，仿洛阳宫室形制，但四面

开门，南北二门居城中轴之上，外为内城，有

10 个城门及 2 个rr河上角门子，各城门皆有

瓮城。其通御路四门皆三重门，城门相对，其

他有门四重，不正对。再外为外域，有水七旱

十二共 20 个城门 ，城垣平面不十分规则，部

分城门与里城门相对。三城外均有城壤，以

应防伽之需。其官府梧i署一部分在宫城内，

一部分在宫城外，域内亦有多处军营及各种仓库。夕卡城东有{卸园，南有玉津园，西有金明

地，玉林苑，内城北有撒芳园，宫城东有良岳。

(3)街巷市肆河道 :东京城的显著特点之一即是由封闭的里坊制走向开放之街巷制，

其干道系统以宫城为中心，正对各城门，形成井字形方格网。其他街巷亦多呈方格形，也

有斜形及丁字形的。其市肆商业不在集中布置于特定之"市"内，而是分布全城，沿街沿用

布置，亦有集中交易之市(如相国寺，间隔性开放)，及通宵营业之场所。 城内贯有作河等

四条河道，桥梁因此亦多。

此城因于唐时就"为雄郡 ， 自江河达于河洛，每车辐揍咱，商业颇兴，北宋以此为都扩

建发展，并走向开放的街巷制。市肆更是繁盛，与一些完全以军事及政治要求而新建的都

城不同，创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新典型，另外其宫城居中，三层相套，层层高壤等布局对其

后之城市规划亦颇有影响。

8.关于建筑的经典文字轶闻。史载宋初扩建东京，负责工程的总设计师赵中令的图纸

上"初取方直 ， 四面皆有门，坊市经纬其间，井井绳列。上(宋太祖)览而怒 ， 自取笔除之，命

以幅纸f乍大圈，迂曲纵斜。旁注云 :依次修筑。咱赵匡j青民见划的开封城便于防守。徽宗朝

因蔡京建议，于政和年间"奏广其规以便官室苑圈。""凡周旋数十里，一拆而之。"城市形

制从此方方正正。但没过多久，北宋王朝就在金人铁蹄下宣告结束。

另外，历史上对此城的专题记载甚多，著名者如张捍端《洁明上河图》、孟元老《东京

梦华录》、宋敏求《东京纪}，李源《、冲京遗迹志}，叶少蕴《石林燕i吾}，周密《卖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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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宋临安城

l建筑所处位置。城址位于今浙江省杭州市。大体上以南跨吴山，北兜武林，左带长

江，右|阳西湖为范围。

2.建筑始建时间。绍兴二年( 1132)宋高宗就开始着手"修临安城飞绍兴八年建都于

此。

3最早的文字记载。 "楼照，字仲晖。要少|、|永康人，登政和五年进士第。调大名府户曹 ，

改西京国子博士，辟雍录，准宁府司仪曹事，改尚书考功员外郎。帝在建康，照谓:今日之

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南贝Ij~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

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贝Ij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于是移胖临安，攫右司郎

中。<D"

4.建筑名称的来历。宋高宗建炎三年( 1129) ，为躲避日益逼近的金兵，宋高宗不顾大

臣李纲等的反对，升杭州为临安府，并以府治作为行宫。称为"行在所"②。此当是最早的名

称来历。"iI备安"者，表示不忘恢复也。因为终南宋之世，杭州、|作为国都，始终没有得到多数

有识之士的认可。故本为一时之行在名的"临安"，最终却成了一个王朝的都域名。但硕炎

武却说"杭州古名|自安"。遗憾的是这位博学的大家并未说明出处③。

5建筑兴毁及修蔓情况。此城五代时为吴越国都域，曾护修罗城，是时都城己颇繁

荣，北宋时已经发展成江南丝织业的中心。靖康之变，高宗于绍兴八年(1138)定都于

此。十二年作太社、太穰、太学，十三年筑圆丘，景灵宫及秘书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

十七年作玉津园、太一宫、万寿观，后又增筑皇城于外城及宫前御路建执政府，筑两相

第、太医殿、尚书六府等，又多营宫室苑堂阁④。当时临安外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长峙"

⑤，城计有十三门，东沿河，西至山冈，自平陆至山冈，随其上下，以为宫殿，因形就势，城

平面呈不规则形状。俗称腰鼓城。祥兴二年(1279) ，元灭宋，改南宋故宫为佛寺。不久，

毁于大火⑥。

6.建筑设计师及捐资情况。建炎三年( 1129 )二月朝廷任徐康国为杭州、|知府，绍兴元年

(1131)春，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临安皇城气建炎三年九月"以工部侍郎汤东野知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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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兼j折西制置使"。 绍兴二

年春， "修1 1备安城"⑧。

7. 建筑特征及其原创

意义。 关于临安域的空间

布局特征 ， 宋赵彦卫曾有

生动的描绘"山势自西北

来，如龙翔凤舞，掀腾而

下，至凤凰山上，分左右

翼。 大内在山之左掖，后有

山包之 ， 第二包即相府 ， 第

三包即太庙 ， 第四包即执

政府 ，包尽处即朝天门 ;端

诚殿在山之右掖 ， 后有山

包之，第二包即郊坛，第三

包即易安斋 ， 第四包即马

院 ， 东南即大江 ， 西为西

湖 ， 北为平湖，地险且壮。

实一都会。(2)"

|自安城系因吴越都城

增扩而成，又地形特殊 ，东

|自钱塘江、西接西湖、北通

大运河、南有关山、凤凰

山，其呈南北长，东、西窄

之腰鼓式格局，宫城位于

城南凤凰山东，因吴越子

城扩建而成。 由宫城北门

和宁门引出一贯全城之主

立JJ 南宋临叫 ………·· 革中2222iZ
及富市 ， 中为市肆店铺集

中之繁华地带。沿河正桥及街巷亦有许多市肆店铺，其与传统都城之强化政治性，礼仪

性功能旧格局有很大的不同。 再加上其环境优美 ， 南宋偏安于江南 ，大营宫宅园林，私

家园林及寺庙亦颇多，使当时之临安"衣冠纷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有"东南第一

州"之称⑩0

8.关于建筑的经典文字轶闻。对于临安都城状况，吴自牧之《梦粱录》、耐得翁之《都城

纪胜》、《咸淳临安志》、陈随应之《南渡行宫纪》、《类辛杂识》、《南宋古迹考》、《武林旧事》

等均有精彩记述。 若论词曲作品，当以柳永《望海潮》为最Q~。

参考文献

402 

①《宋史》卷三八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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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泡《南宋古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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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喻学才:{中国历代名匠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

⑨《云麓漫钞》卷三。

@{r享熙临安志》卷五。

三、宋平江府城

……--二二二二a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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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F町础忘

架之作用 。

8 .关于建筑的经典文字轶闻。 最知名的是王警( 1888一 1969 )其所著《宋平江城坊

考》一书。宋《平江图》是国内罕见的古代石刻城市规划图。 图碑额高约 0 .76 米 ，碑心高

2.03 米 ，通高 2.79 米 ， 宽 1. 38 米(据拓片测定)。上刻内外二重城垣及水陆 5 门，坊表

65 座，桥梁 314 座，还有公署、军寨、学校、楼台、亭馆、园固、寺观、祖庙坛墓、河流、湖

泊、山陵、古迹等 ，标出题榜者凡 610 余处，其中许多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有趣的是，自

该城市规划图 1229 年刻石以来 ， 700 年来有人记载无人研究。 王蕃先生先是费时 7 年 ，写

成《宋平江城坊考}， 1925 年自费出版数百部 ，好评如潮。 此后 ，作者又反复探研，续为补

订 ，历时 23 年 ，于 1958 年录成清稿，得 20 余万字，后因"文革"等原因 ，其书直到改革开

放后的 1986 年才由江苏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
参考文献

CtQ)喻学才 : {中国历代名匠志}，湖北教育出版社，2∞6 年。

②《宋史 ·徽宗纪》。

④《宋史 ·高宗纪》。

⑤光绪《苏州、!府志》。

⑥王蕃 : {宋平江城坊考》。

四、丽江古城

1.建筑所处位置。丽江古城大研镇坐落在玉龙雪山下丽江坝中部 ，北侬象山、金虹山 ，

西枕狮子山 ，东南面临数十里的良田沃野。 海拔 2400 米 ， 是丽江行政公署和丽江纳西族

自治县所在地，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

2建筑始建时间。丽江古城建于南宋理宗宝桔年间(1253一1258 ) ，在忽必烈亲征大理

后不久①，距今有 700 余年的历史。

3.最早的文字记载。 见《木氏宦i普》第二代"牟保阿琼"条 ，第三代"阿琼问良"条也。

4.建筑名称的来历。丽江古城指大研镇。因其居丽江坝中心 ，四面青山环绕 ，一片碧野

之间绿水萦固 ，形似一块碧玉大砚 ，故而得名。 研、E见两字通用 。

5.建筑兴毁及11拿聋情况。宋末元初 ， 由木氏先祖阿宗阿良兴建"大叶场" ; 南宋末

年 ，丽江木氏先祖第二代传人牟宝向琼因其能识鸟语，能预测胡兵下大理等特异才能

而被滇地各部落公推为领袖。其统治中心乃从白沙移至狮子山麓，开始营造房屋城池 ，

称"大叶场" ; 南宋宝枯元年 ( 1253 ) ，木氏先祖阿宗阿良( 第三代)归附元世祖忽必烈 。

宝枯二年 (1254 ) ， 在"大叶场"设管民宫 ， 其建制隶属于荼罕章管民官 ;忽必烈赐给阿

宗阿良一颗重达四十八两的银印。 元至元十三年( 1276 ) ，茶罕章管民官改为丽江路军

民总管府 ; 元至元十四年( 1277 ) ，三跋管民官改为通安州 ， 州治在今大研古城。 明代 ，

丽江古城的建设主要由历代木氏知府主持进行。 明万历年间( 1672 ) ， 知府木增兴建皇

帝钦赐准建的"忠义坊"; 明洪武十五年 ( 1382 ) ， 通安州知川、|阿甲问得归)1[页明朝 ， 设丽

江军民府 ，阿甲阿得被朱元璋皇帝赐姓木并封为世袭知府 ; 明洪武十六年( 1383 ) ，木得

在狮子山麓兴建"丽江军民府衙署" ; 清I11页治十七年 ( 1660 ) ，设丽江军民府，仍由木氏

任世袭知府 ;清雍正元年( 1723 ) ，朝廷在丽江实行"改士归流" ， 改由朝廷委派流官任

知府，降木氏为土通判 ; 雍正二年( 1724 ) ，第一任丽江流官知府杨铅到任后 ，在古城

东北面的金虹山下新建流官知府衙门、兵营、教授署 、训导署等 ， 并环绕这些官府建

筑群修筑城墙 ;乾隆三十五年 ( 1770 ) ，丽江军民府下增设丽江县 ， 县衙门建于古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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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桥旁;民国 2 年 (1913) ，丽江废府留县，县衙门迁人原丽江府署衙内;纳西族民居

则由居民根据家庭生产生活需要、经济条件和用地状况，自由灵活地安排建设。 民国

30 年( 1941 ) ，在丽江设云南省第七行政公署及丽江县政府 ;1949 年，设丽江专员公

署及丽江县人民政府， 1961 年，设丽江纳西族自治县。 古城从原始的自然村落开始，

经元明清近 700 年的不断修扩建，至今城镇面积1.6 平方公里，居住着 6000 多户人

家， 25000 多人 。 1996 年 2 月 3 日，丽江古城遭到了特大地震的袭击，许多房屋倒塌

了，古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中国政府为了保护这一世界名域，拨出巨款进行了尊古

仿古的修复，使古城以更亮丽的身姿、更迷人的容颜屹立在玉龙雪山脚下，展示着它

的风采 。

6.建筑设计师及捐资情况。清朝改土归流前的宋元明各代，木府土司城基本都是木氏

历代土司主持修造。 i羊前。 据清代《丽江府志略》记载"丽江旧为土司府，土域。 本朝雍正

元年改土设流。 总督高其悼、巡抚杨名时题请建筑土围，下基以石，上覆以瓦，周四里，高

一丈，设四门。③"

7建筑特征及其原创意义。 丽江古城兼有水乡之容、山城之貌，从城市总体布局到

工程建筑融汉、纳西、白、彝、藏各民族建筑精华。 城市布局以三山为屏、一川相连;家家

流水、错落有致的设计艺术在中国现存古城中是极为罕见的。 丽江古城民居其鲜明之处

就在于无一统的构成机休，明显显示出依山傍水、穷中生智、拙中藏巧、自然质朴的创造
性③。

8.关于建筑的经典文字轶闻。 中国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在丽江游记中写道"富室

之丽，拟于王者"，"民居群落，瓦屋枯比"，是对当年丽江古城之繁盛景观的真实写照。 他

分析木氏土司之所以能"居此两干载"的原因时说"盖大兵临，贝Jj俯首受组。 师返，贝Jj夜郎

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焚，且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郡云。 ⑤"

今存丽江古城没有城墙，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明朝时以木氏土司的官邸和周围的民

居为主进行城市扩建，据说规划城市街道时主要干线从四方街向六个方向伸展，形成

一个木字。 木氏土司认为，如果再在周围修上城墙，整个城就成了一个"困"字，岂不影

响木氏家族的发展，因此古城自古就没有城墙。大研镇以四方街为中心，四条主街向四

面延伸并分岔出无数条街和巷。大街小巷成网状布局，并且条条街巷有小桥，条条道路

通流水，家家门门前有清流，户户人家有垂杨，大有"中国水乡古城"之风韵，且是我国

最科学的古城建筑群布局。 实际上清朝改土归流后是修过城墙的 。 见巡抚杨名时的奏

疏。 只是后来毁坏了。

参考文献

①《云南通志》卷一。

②(明)张志淳序本《木氏宦i普》牟保阿琼条、阿琼问良条。

③(清)管学宣、万咸燕:{丽江府志略>，卷一。

④《中国文化遗产年鉴 2006> ，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⑤《徐霞客游记》卷七上，{滇游日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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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志

(二)志台

一、古琴台

l建筑所处位置。 位于武汉市汉阳区龟山西麓，月湖东畔。

2.建筑始建时间。 北宋①。 其地名碎琴山。

3最早的文字记载。 "钟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没，庄周杜|、丁，相遇之难也。(Í)" 唐代训

i古学家颜师吉(58 1-645 )注《汉书}，于"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句下注曰，.伯

牙、钟子期，皆楚人也。 伯牙鼓琴，子期昕之。 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 :巍巍乎若泰山!

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汤汤乎若流水 ! 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以H寸

人无足复为鼓琴耳。 ""龟山有钟子期听琴台，不知在何许。 F片迹缪妄，果不足访。 昔神禹

导汉水至于大别，会于江，俗呼大别为龟山，以形似也。 隔江有山蜿蜒东去，俗曰蛇山，遥

遥相望。 半生以来登览之胜无有揄于此者，盖山虽不高而当江汉之汇，四顾空阔，潜沱数

重环拱于此，支交脉会左右盘踞，目穷于接应矣。③"

4.建筑名称的来历。神州大地以琴台名者以十数，汉阳琴台是为纪念、俞伯牙弹琴遇知

音钟子期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 在先秦汉唐的学者著作中如《吕氏春秋 ·本昧篇》、《韩诗

外传》、《列子》、范畔《琴苑要录》、《毛诗李黄诗解》等著作中，都有关于钟子期末日俞伯牙高

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记载。

5.建筑兴毁及修蔓情况。 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后屡毁屡建。 现能找到的文献最早的只

有明人阮汉闻《碎琴山》一诗，见《大别山志》卷九。 清嘉庆初年，湖广总督毕抚主持重建古

琴台，请汪中代笔撰《琴台之铭并序》末日《伯牙事考~，汪氏文字颇为时人称道。 光绪十年

(1884)黄彭年撰《重修汉阳琴台记》。 光绪十六年( 1890) ，杨守敬主持并亲自书丹，将《琴

台之铭并序》、《伯牙事考》、《重修汉阳琴台记》重镑立于琴台碑廊之中，并书"古琴台"三

字刻于大门门帽。 新中国成立后该碑廊修复完好。

6.建筑设计师及捐资情况。 毕抚主持重建。 官府、商贾共同出资③。

7.建筑特征及其原创意义。 古琴台建筑群占地 15 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主要建

筑协以庭院、林园、花坛、茶室，层次分明。 院内回廊依势而折，虚实开闭，移步换景，五相

映衬。 修建者充分利用地势地形，还充分运用了中国园林设计中巧于"借景"的手法，把

龟山月湖山水巧妙借了过来，构成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 到古琴台游览，进大门，过

小院，出茶院右门，迎门是置于黄瓦红柱内的清道光皇帝御书"印心石屋"照壁。 照壁东

侧有一小l、丁，门额上书"琴台"二字，据传出自北宋著名书法家米市之手。 进门后为曲廊，

廊壁立有历代石刻和重修琴台碑记。 再往前便是琴堂，又名友谊堂，堂前庭院中汉白玉

筑成的方形石台，便是象征伯牙弹琴的琴台。 前门厅顶铺彩轴瓦，门额上书"古琴台"3

字，进门后有南道，经过"印心石屋"照壁，就到曲折精巧的琴台碑廊。 主体建筑是一栋单

檐歇山顶式前加抱厦的殿堂，彩画精丽，金碧辉煌，檐下匾额上书"高山流水"四字，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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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汉白玉筑成的方形石台 ，相传是俞伯牙抚琴的遗址。 台中央立有方碑，四周石栏 ，饰以

浮雕，携刻生动。 古琴台文化内涵丰富，仅碑廊内就存有《汉上琴台之铭并序》、《伯牙事

考》等碑刻 ，其中有清代书法家宋湘柬竹叶蘸墨书写《琴台题壁诗~ ，既有文学价值 ， 又是

难得的书法珍品⑤。

8.关于建筑的经典文字轶闻。《列子》记载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

登高山。 钟子期曰 :善哉我崭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 善哉洋洋兮 ，若江河。 伯牙所念，钟子

期必得之。 伯牙游于泰山之阴，辛逢暴雨 ，止于岩下。 心悲。 乃援琴而鼓之。 初为霖雨之

操，更造崩山之音。 由每奏，钟子期辄穷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叹曰 :善哉善哉! 子之昕夫志，

想象犹吾心也。 6)u这个美丽的知音故事 ，其中一个主人公的故里就在今天武汉市汉阳的

钟家村。 这里就是钟子期的故里。 现在汉阳江边还有琴断口 。 故老相传 ， 即俞伯牙死后，

钟子期碎琴处 ， 因为世无知音 ，不复鼓琴耳。 清代毕抚曾撰《伯牙事考~，认为伯牙与列御

寇同时为楚国主管音乐的世家钟仪之家族人。 故精通音律。 其说有据。

参考文献

q泡(清)黄彭年 : {重修汉阳琴台记》。

②《后汉记》卷八。

③(清)赵一清:{詹氏小辨) ， þj(经注释)，附录卷上

⑤湖北省建设厅 : {湖北占代建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年。

⑥《列子》卷五。

二、八境台

l建筑所处位置。 八境台位于江西省赣州、|城东北角的古城墙上 ，是赣州古城的象征。

《赣州、|志》记载"在府东北倚域。各"

2.建筑始建时间。 始建于北宋嘉站年间( 1056一1062 ) 。

3.最早的文字记载。 苏轼《八境台H寺序记载 "南康江水，岁岁坏城。 孔君宗翰f乍石

域。 上有楼观台酣。 东望七闽，南望五岭，览群山之参差，俯章贡之奔流。 仍f乍诗八首于

台上。②"

4.建筑名称的来历。 章江与贡江在八境台下汇合成赣江 ，登上此台 ，赣州、|八景一览无

余，故取名八境台。

5 .建筑兴毁及修蔓情况。北宋嘉桔年间地方官孔宗瀚主持建造此台。建成后曾屡遭火

灾。 1955 年以八境台为主体辟建八境公园，占地 7.6 公顷 ，其中水面 5.5 公顷。 1984 年重

建时，八境台改为钢筋混凝土仿古结构。

6建筑设计师及捐资情况。 北宋地方官孔宗瀚主持建造。

7建筑特征及其原创意义。登|自此台，能全览赣州、|风景。新台于 1987 年落成，共 3 层，

高 28 米 ， 斗拱飞檐，画梁朱柱 ，并采用琉璃瓦盖面，内部装修有天花、藻井、彩绘 ，整个建

筑溢彩流金，巍然壮观，凭江而立，气势挺拔。 登上此台，城外的山水田园之美、城内的亭

台楼宇之秀尽收眼底，其风光之秀 ， 为赣州、|城之最飞

8关于建筑的经典文字轶闻。 苏东坡《虔川、|八境图》③:

(一)

坐看奔、揣绕石楼 ，使君高会百无忧。

三犀窃鄙秦太守，八咏聊同沈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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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需寒。

倦客登临无限思，孤云落日是长安。

(三)

白鹊楼前翠作堆 ，萦云岭路若为开。

故人应在千山外，不寄梅花远信来。

(囚)

朱楼深处日微明，皂盖归时酒半醒。

薄暮温樵人去尽，碧溪青幢绕螺亭。

(五)

使君那暇曰 :纠单，一望丛林一怅然。

成佛莫教灵运后，着鞭从使祖生先。

(六)

却从尘外望尘中，无限楼台烟雨蒙。

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寻孤塔认西东。

(七)

烟云镖锄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

想见芝束观海市 ，络宫明灭是蓬莱。

(八)

回峰乱幢人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

谁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

①(明)余文龙、谢昭:<赣州、|志》卷六。

②(明)余文龙、谢昭:<赣州、|志》卷九。

③白文明:<中国古建筑艺术}.黄河出版社 . 1990 年。

④《东坡全集》卷九。

(三)志阎

蓬莱阁

1.建筑所处位置。 蓬莱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西蓬莱城北面的丹崖山上。

2.建筑始建时间。创修子宋嘉袖六年(1061)①。

3.最旱的文字记载。 自(齐)戚、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赢讪|。 此三神山者，其

傅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贝1]船风引而去。 ……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

下。 iI伍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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