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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榭、庙、坛、塔、影壁、坊表 （一）殿堂 中国古代建筑群

中的主体建筑，包括殿和堂两类建筑形式，其中殿为宫室、

礼制和宗教建筑所专用。堂、殿之称均出现于周代。“堂”

字出现较早，原意是相对内室而言，指建筑物前部对外敞开

的部分。堂的左右有序、有夹，室的两旁有房、有厢。这样

的一组建筑又统称为堂，泛指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居处

建筑。“殿”字出现较晚，原意是后部高起的物貌；用于建

筑物,表示其形体高大,地位显著。自汉代以后，堂一般是指衙

署和第宅中的主要建筑，但宫殿、寺观中的次要建筑也可称

堂，如南北朝宫殿中的“东西堂”、佛寺中的讲堂、斋堂等

。殿和堂都可分为台阶、屋身、屋顶三个基本部分。其中台

阶和屋顶形成了中国建筑最明显的外观特征。因受封建等级

制度的制约，殿和堂在形式、构造上都有区别。殿和堂在台

阶做法上的区别出现较早：堂只有阶；殿不仅有阶，还有陛

，即除了本身的台基之外，下面还有一个高大的台子作为底

座，由长长的陛级联系上下。殿一般位于宫室、庙宇、皇家

园林等建筑群的中心或主要轴线上，其平面多为矩形，也有

方形、圆形、工字形等。殿的空间和构件的尺度往往较大，

装修做法比较讲究。堂一般作为府邸、衙署、宅院、园林中

的主体建筑，其平面形式多样，体量比较适中，结构做法和

装饰材料等也比较简洁，且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地方特征。 （

二）楼阁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多层建筑物。楼与阁在早期是有



区别的。楼是指重屋，阁是指下部架空、底层高悬的建筑。

阁一般平面近方形，两层，有平坐，在建筑组群中可居主要

位置，如佛寺中有以阁为主体的，独乐寺观音阁即为一例。

楼则多狭而修曲，在建筑组群中常居于次要位置，如佛寺中

的藏经楼,王府中的后楼、厢楼等,处于建筑组群的最后一列或

左右厢位置。后世楼阁二字互通，无严格区分， 古代楼阁有

多种建筑形式和用途。城楼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汉代城楼

已高达三层。阙楼、市楼、望楼等都是汉代应用较多的楼阁

形式。汉代皇帝崇信神仙方术之说，认为建造高峻楼阁可以

会仙人。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修建的佛塔建筑也是一种楼

阁。北魏洛阳永宁寺木塔，高“四十余丈”，百里之外，即

可遥见。建于辽代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高67.31米,仍是中

国现存最高的古代木构建筑。可以登高望远的风景游览建筑

往往也用楼阁为名，如黄鹤楼、滕王阁等。中国古代楼阁多

为木结构，有多种构架形式。以方木相交叠垒成井栏形状所

构成的高楼，称井□式；将单层建筑逐层重叠而构成整座建

筑的，称重屋式。唐宋以来，在层间增设平台结构层,其内檐

形成暗层和楼面,其外檐挑出成为挑台，这种形式宋代称为平

坐。各层上下柱之间不相通，构造交接方式较复杂。明清以

来的楼阁构架，将各层木柱相续成为通长的柱材，与梁枋交

搭成为整体框架，称之为通柱式。此外，尚有其他变异的楼

阁构架形式。 （三）亭 中国传统建筑中周围开敞的小型点式

建筑，供人停留、观览，也用于典仪，俗称亭子，出现于南

北朝的中后期。“亭”又指古代基层行政机构，兼设有旅舍

形式 亭一般设置在可供停息、观眺的形胜之地,如山冈、水边

、城头、桥上以及园林中。还有专门用途的亭，如碑亭、井



亭、宰牲亭、钟亭等。亭的平面形式除方形、矩形、圆形、

多边形外，还有十字、连环、梅花、扇形等多种形式。亭的

屋顶有攒尖、歇山、锥形及其他形式复合体。大型的亭可筑

重檐，或四面加抱厦。陵墓、宗庙中的碑亭、井亭可做得很

庄重，如明长陵的碑亭。大型的亭可以做得雄伟壮观，如北

京景山的万春亭。小型的亭可以做得轻巧雅致，如杭州三潭

印月的三角亭。亭的不同形式，可以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

构造作法，亭的结构以木构为最多,也有用砖石砌造的。亭多

做攒尖顶和圆锥形顶。四角攒尖顶在汉代已出现，八角攒尖

顶和圆锥形顶在唐代明器中已有发现。宋《营造法式》中所

载“亭榭斗尖”，是类似伞架的结构。这种做法可以从清代

南方的园林中见到。明清以后，方亭多用抹角梁，多角攒尖

亭多用扒梁，逐层叠起。矩形亭的构造则基本与房屋建筑相

同。 （四）廊 中国古代建筑中有顶的通道，包括回廊和游廊

，基本功能为遮阳、防雨和供人小憩。廊是形成中国古代建

筑外形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殿堂檐下的廊，作为室内外的

过渡空间，是构成建筑物造型上虚实变化和韵律感的重要手

段。围合庭院的回廊，对庭院空间的格局、体量的美化起重

要作用，并能造成庄重、活泼、开敞、深沉、闭塞、连通等

不同效果。园林中的游廊则主要起着划分景区、造成多种多

样的空间变化、增加景深、引导最佳观赏路线等作用。在廊

的细部常配有几何纹样的栏杆、坐凳、鹅项椅（又称美人靠

或吴王靠）、挂落、彩画；隔墙上常饰以什锦灯窗、漏窗、

月洞门、瓶门等各种装饰性建筑构件。 （五）台榭 中国古代

将地面上的夯土高墩称为台，台上的木构房屋称为榭，两者

合称为台榭。最早的台榭只是在夯土台上建造的有柱无壁、



规模不大的敞厅，供眺望、宴饮、行射之用。有时具有防潮

和防御的功能。台榭的遗址颇多，著名的有春秋晋都新田遗

址、战国燕下都遗址、邯郸赵国故城遗址、秦咸阳宫遗址等,

都保留了巨大的阶梯状夯土台。榭还指四面敞开的较大的房

屋。唐以后又将临水的或建在水中的建筑物称为水榭，但已

是完全不同于台榭的另一类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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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