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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有一望无际的草原，也

有一马平川的平原，有连绵起伏的丘陵，也有广阔无垠

的沙漠，有纵横交错的河流，也有星罗棋布的湖泊。在

复杂的地形条件下，我国各地的气候也是多种多样，由

北到南包括亚寒带地区、温带地区、亚热带地区和热带

地区。地形和气候的复杂多样性使得我国各地区的自

然条件不同，再加上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惯

各异，各地建筑的风格特色不尽相同。如北方游牧民族

使用的便于移动的毡包式居室，新疆维吾尔族居住在

干旱少雨地区的土墙平顶房屋（清真寺则用穹窿顶），

装饰华丽的藏族住宅，陕北地区的窑洞等。

中国古代建筑面貌丰富多彩，但在大部分地区最

广泛使用的、数量最多的是木构架承重的建筑，广泛分

布于汉族、满族、朝鲜族、回族等众多民族的地区。几千

年来，以木构架结构为主要结构方式的中国古代建筑，

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体系，在

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建筑的

主要代表如宫殿、坛庙、陵墓、官署、祠庙、寺庙等都普

遍采用木构架的建筑类型。

1 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结构
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中游一带，这里气候温

暖而湿润，有茂密的森林，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将木材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因为木材

比砖石更容易就地取用，可以比较快地解决材料供应

问题，而且木材也比较容易加工，具有适应性强、灵活

性大的特点。所以，木材也就逐渐成为中国建筑一直以

来所广泛采用的主要材料，其形式的直接体现就是木

架构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传统。

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架主要有抬梁、穿斗、井干三

种不同的结构方式[1]，其中抬梁式的结构方式使用范围
最广，这种结构方式用料大，可以采用跨度较大的梁，

减少柱子的使用数量，室内可以取得较大的空间。北方

地区以及庙宇、宫殿等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多使用抬梁

式木构架。穿斗式木构架的用料小，比较节省木材，柱

的间距比较密，形成的空间较局促但整体性强，多用在

四川、湖南、江西等南方地区。井干式木构架是用木料

层层累叠构成房屋的壁体，现在在云南和东北少数森

林地区还可以看到，数量非常少。

木构架结构有两个显著的特征：①采用榫卯安装
的办法，将不同形状的木构件组合在一起，这样的组合

构件非常坚固。我国古代的许多建筑经历漫长的历史

时期，历经各种风吹雨打和地震等自然灾害的侵蚀，至

今仍然存在，成为历史文化的记载者，就是一个很好的

证明。②运用斗栱，这是我国古代建筑所特有的结构部
件。斗栱由斗、栱、昂等构件组成，它本来是用来作承托

梁枋和支撑屋檐，在大型的古代建筑中，常把斗栱用在

梁架各部位的节点上，出檐的深度越大，斗栱的层数也

就越多（图 1）。中国古代殿堂的出檐很长，常达 3~4m，
需要斗栱来支撑，斗栱对建筑的作用就非常重要。因此

在唐宋以前，斗栱的结构作用非常突出，排列稀疏，用

料大，唐宋时期斗栱的形制成熟，构件的尺度较大。后

来，斗拱的尺度慢慢变小，用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

了明清以后，斗栱的装饰作用变强，排列紧密，用料变

小，彩绘考究，几乎丧失掉原来承托屋檐的结构作用而

成为装饰化的构件了。另外，斗栱还是封建等级制度体

现在建筑上的主要标志之一，建筑是否采用斗栱、采用

的斗栱制式都体现着建筑的等级。宋代的《营造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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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记载“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2]，将建筑等级按照斗栱
的用材分为八等。斗栱成为衡量重要建筑的一个标准，

一般使用在比较高等级的官式建筑中。

通过考古发掘可以看到，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

了瓦，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的西周早期遗址中就发现了

瓦。战国时代出现了装饰用的砖，有了花纹砖、空心砖，

在战国时期的地下墓室中能够看到这样的实物，如战

国时秦咸阳宫殿遗址出土的空心砖，纹样多样，图案丰

富，反映来当时的制砖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汉

代的画像砖更是丰富多样。在此基础上，除了木构架结

构以外，中国古代建筑还出现了砖拱结构（如南京灵谷

寺无梁殿）、拱券结构（如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塔门、赵州

桥、宝带桥）等，有些建筑还会采用不同结构相结合的

方法来建造，如西安鼓楼、苏州盘门、明孝陵明楼等就

是采用砖拱和木构架结构相结合的方法建造而成的。

汉代以来，还建造了很多精美的石建筑，如阙、墓、塔、

石窟、桥梁等。

2 中国古代建筑的外部轮廓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优美的外形，我们能够看到的

留存至今的多数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都具有一种曲线

美。长长的屋檐、檐口曲线、稍有反曲的屋面、起翘的屋

角和众多的屋顶形式，再加上光彩夺目的琉璃瓦，使得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中国古代建筑

的屋顶具有非常突出的造型功能，屋顶的样式多样，有

庑殿顶、硬山顶、悬山顶、歇山顶、攒尖顶、穹窿顶、单

坡、平顶等各式单体屋顶，还可以对屋顶进行多种组

合，使建筑的外形和轮廓更加丰富，非常有魅力。中国

古代建筑的在屋顶的使用上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如故

宫太和殿采用重檐庑殿顶，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建

筑屋顶。在屋角方面，汉代的建筑还没有屋角起翘的形

象，唐宋时建筑屋角起翘已经成为定规，以后更是如

此。南北方的建筑屋角起翘幅度不同，北方建筑的屋角

起翘相对比较平缓，外观庄重，如山西五台县南禅寺大

殿、山东烟台市蓬莱阁、山西平遥县镇国寺万佛殿、山

西应县木塔（图 2）等。南方建筑的屋角起翘比较陡，外
观活泼，如苏州市拙政园天泉亭、湖北省武汉市黄鹤

楼、四川省江油县云岩寺、福建省泉州市开元寺双石塔

（中国古代石构建筑的代表）等。

3 中国古代建筑的组群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以群体组合见长，建筑的“组群布

局”指的是由一个个建筑的单体组合成一个大的群体

建筑，如住宅、官署、庙宇、宫殿、书院、寺院、陵园等，它

们都是一个完整的组群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的组群布局形式多样。由于各地的

自然条件、生活习惯、建筑材料等有所不同，各地建筑

的组群布局样式和特点也不尽相同。但是，由于我国几

千年来的民族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各地建筑的组群布

局有一些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平面布局上，庭院的四

周环绕着建筑物，数目不定的若干个庭院组成了各种

组群建筑，并通过不同院落的组合达到相应的使用要

求和精神追求。像住宅、宫殿、庙宇等组群建筑一般是

采用均衡对称的布局，一切组织都是按照中线来发展，

整个布局沿着纵轴线与横轴线进行设计，布置井然有

序，统一了建筑群的艺术面貌，体现出庄重的氛围，如

汉代陵墓、故宫、天坛、曲阜孔庙等（图 3）。另外，像悠闲
的庭园建筑在组群布局上则与上述内容不同，一般不

采用对称布局，而是选择比较随意自由变化的布局，如

采用庭院组成灵活的小景区，像苏州留园、苏州拙政园

等就是自由布置的，没有中轴线。两种不同的布局方

式，也体现了中国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

涵，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群所特有的艺术表现手法。

图 1 斗拱

图 2 应县木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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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修装饰
中国古代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体，装修和装饰的

作用就非常重要。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修具有很多功能，可以在采光、

通风、保温、防护和分隔空间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建筑的装修样式也有非常突出的艺术效果，在唐以前，

建筑的装修比较简单，唐末到五代时，出现了格子窗，

以后各时期的装修形式和装饰纹样越来越多样化，各

种精细的雕花也运用到了装修的当中。后来，书法、绘

画、镶嵌、刺绣等工艺也与装修结合起来，使得装修的

效果更加绚烂多彩。中国古代建筑的装修图案和色彩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是

古人精神追求的一种体现。另外，中国古代建筑的装修

还是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反映，不同等级的建筑

装修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绝不可以随意采用。

中国古代建筑的装饰是中国传统美学中非常有价

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中国

古代的建筑匠师们非常有创造力，他们创造了无数美

轮美奂的古代建筑装饰艺术形象，其中在建筑上使用

色彩就是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现存的一些古

代建筑，如故宫、颐和园、天坛等古建筑的色彩对比强

烈，鲜艳夺目，有红墙碧瓦，也有颜色各异的琉璃瓦。民

间的建筑的颜色就相对比较朴素淡雅，对比和谐，如江

南住宅的白色粉墙，青灰瓦顶，色调素雅，具有秀丽灵

动的特点，文化价值也是极高的。另外，彩画是中国古

代建筑中一种非常出色的装饰手法，它是用浓艳厚重

的色彩在斗栱、梁、柱、天花等部位上所画的装饰美术。

《论语.公冶长》记载：“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
如其知也？’”[3]说明在春秋时期，藻饰彩画已经很发达
了。宋代王溥《唐会要》卷 31记载“王公已下舍屋不得

施重栱藻井”[4]。宋代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中介绍了
彩画工种制度，而且要按照建筑物的大小和等级来选

用材料。这说明在唐宋时期，建筑的样式等级已经有了

严格的规定。像宫殿、寺庙等雄伟的建筑多配以彩画，

彩画又有不同的等级。各朝代的建筑彩画各有特色，风

格不一，唐代的彩画色彩绚丽，通过唐代石窟内墙的壁

画我们也可以看出唐代建筑彩画的情况。宋代的彩画

柔和绚丽，工艺手法细腻，如山西晋祠圣母殿梁柱的彩

画。明代的彩画鲜明夺目、温和庄重，如山西隰县小西

天上院明末彩画。清代的建筑彩画则是中国古代建筑

彩画的高峰阶段，有被称为“殿式”的和玺彩画（图 4）、
旋子彩画，这类彩画主要绘制在宫殿类建筑中，在等级

方面，和玺彩画比旋子彩画的等级高。还有一种叫苏式

彩画，主要流行在园林和住宅建筑中。另外，古代建筑

中还有如龙、凤、山水、花卉、动物、人物等各种图案，有

的还有大面积的贴金，颜色华丽耀眼。中国古代建筑的

装饰原则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并不是随意使用色彩，重

在装饰和点缀，并不影响整个建筑的庄严华贵[5]。

上文简单分析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中国的历

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灿烂，本文介绍的仅

仅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特点，还有更

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进一步研究、挖掘，并将我们祖先

留给我们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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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曲阜孔庙

图 4 故宫太和门金龙和玺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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