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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A3_E5_BB_BA_E7_c57_612594.htm 上世纪50年代，我

在同济大学建筑系读书时，有“木结构”的课程。老师告诉

我们，中国传统建筑为什么形成为木结构体系？就是因为中

国是多地震国家，木结构能抵抗这种灾害。 木材有韧性，不

易折断，木柱、木梁的连结用卯榫，这是绞式连接，不是刚

性的，允许小的移动，就可以减轻强烈的冲击力。古代大型

建筑上厚重的屋顶与柱子连接用斗拱，斗拱是一连串的相互

卯套的凹凸木块，不用钉子，每一块都是可以活动的。我国

的山西省应县木塔（佛宫寺、释迦塔建于1056年）；天津蓟

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984年），都是最早的木结构的高层建

筑，经历了多次地震，仍巍然屹立。 我国的传统住宅，大多

是砖木结构，建造时先立木柱架，然后架梁盖屋顶，再砌墙

。墙体用砖或泥土，这是围护体，不承受重量，所以中国的

谚语中有“墙倒柱不倒”、“房塌屋不塌”的说法，说的就

是中国传统木结构的特点。 现在技术发展了，木材也不多了

，不可能再去建大量的木结构房屋，但是我们要了解和学习

我们的祖先们创造的卓绝的遗产和历史的经验，这中间蕴藏

着丰富和先进的科技和理念。这是汶川大地震给我们的重要

启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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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