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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B_BA_E7_AD_91_E5_c34_40248.htm 登台基： 引言 “雕栏

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这是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在《虞

美人》一词中写下的佳句。玉砌就是白大理石砌筑的房屋阶

基，也叫台基，而雕栏就是那阶基上的石栏杆，古代也叫钩

栏。 发展历史 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厂只是利用天然条件构木

为巢，入穴而居；巢居发展成了后世的干栏式 ( 架空 ) 建筑；

从穴居到钻出地面，在平地上起房子，我们的祖先化了 300 

万年的时间。由房屋初出地面到夏代有了 20 厘米高的台基基

，大约又花了 2400 ～ 2800 年。殷代“堂崇三尺”，就是台基

高三尺，又升到了 60 厘米的高度。周代，台基的高度已成了

显示人们尊贵的标志。天子的朝堂才可有九尺高的台基 ( 合

现在的尺是 1 ． 8 米 ) 。 春秋战国时代，台基不断加大加高

，形成了台式建筑，成为建筑中的一个类型。它可以是祭神

的坛高高的秃顶平台，也可以是单座的有高台的建筑台榭，

更多的是发展成为许多建筑物都坐落在一个大高台上面的“

台”。战国时代，台基的外侧面有了一些小立柱式的贴面装

饰。汉代，除了方台基以外，还出现了许多别的样式。 型态 

台基高了，便要做栏杆，方能确保人行安全，一般用石作栏

杆叫钩栏。这石钩栏的构造和雕刻都是从木栏杆演变而来。

后世的钩栏向单一化和标准化发展，明清时代的钩栏只是在

望柱之间嵌上一整块石雕栏板便算构成。望柱头多雕刻云纹

，加工也比较简易。 台基面离外地面有一定高度，因此要做

一些踏步 ( 宋代叫踏道，清代叫踏跺 ) 方能上去。皇宫的正殿



则有三座台阶，中央的台阶叫陛，皇帝的尊称“陛下”即由

此而来．中央台阶的中央又多了一条陛石；上面雕刻着龙风

云纹，那是帝后通行的红地御路。有的高规格的殿堂，中央

台阶也有安置这条“御路”的，以示尊贵。 随佛教的传入中

国古典建筑的台基也发生了变化一须弥座式的台基十分盛行

，“须弥”得名须弥山。最早的须弥座是在南北朝时代的石

窟寺中的塔座和佛座上出现的。清代对须弥座的式样、尺度

，比例、做法等都有规定，除了上面所说的座中央凹进部分

亦叫束腰外，上下的弧面分别叫上枭、下枭 ( 通称为 枭 混 ) 

，枭面都刻莲瓣明清时代有一种叫“八达马”式的莲瓣十分

肥厚，上枭上的线条叫上枋，下枭下的线条叫下枋，夹着的

一些分条小线道叫皮条线。下枋下面落地部分的基石叫圭脚 (

也叫龟脚 ) 。 观斗拱 ： 引言 如果说，中国的古典建筑是一簇

美丽的鲜花，那么这斗拱就是她的花蕊。 名称来历 斗拱是“

斗”和“拱”的复合合名词，是在一根短短的扁方横木端部

挖成“拱”状，在拱顶装上一个“斗”，便成了斗供。完备

的斗拱组件由斗、拱、昂、枋四种构件组合，但枋只是牵联

相邻两座斗拱的加固杆件。斗拱本身则是由垂直和横向的小

斗拱构件加上斜昂，一层一层作十字形迭交而成，形态纤丽

，是一种在技术上非常先进的空间结构。 特点 唐代殿堂建筑

中的斗棋非常雄大，您到了五台山，便可在南禅寺和佛光寺

大殿中欣赏到它们的雄姿。宋、辽、金时代的斗拱也健壮可

观；如太原晋祠的圣母殿、云南的曹溪寺大殿，宁波保国寺

大殿，大同华严寺善化寺的大殿、三圣殿，正定隆兴寺的摩

尼殿都是宋辽金时代的作品，在这些殿中就可以看到宋式斗

拱的卓晕英姿。 赏 屋顶： 引言 屋顶是中国古典建筑的三大



构成因素之一，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渊源很早。

6000 多年以前的半坡人对于屋顶的处理就表现出非凡的创造

力。 [小资料]屋顶的几种主要形式： （ 1）单坡，即普通的

披水。 （ 2）双坡，又可分硬山、悬山（都可以是三角形尖

脊或卷棚形弧脊）、封火墙式（民间建筑用得最多）。 （ 3

）四坡，又可分为庑殿、歇山。歇山式屋顶也可以是三角形

尖脊或卷棚形弧脊。 （ 4）攒尖，由于平面的不同，又可分

为三边、四边或多边（亦即三角、四角或多角）形攒尖、圆

锥或氍包形攒尖和盔顶（一种四坡凹曲面，其状如头盔的攒

尖顶）。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