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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小品，是一種文體的名稱，凡屬隨筆、雜感、散文一類的小文章統稱為小

品。古代就有“六朝小品”、“唐人小品”之類，現代小品文因內容不同又可

分為時事小品、歷史小品、科學小品、諷刺小品等。

“小品”這個名稱原指佛經的兩種譯本。東晉十六國時期，高僧鳩摩羅什

翻譯《般若經》，該經分為兩種譯本，較詳細的一種稱為“大品般若”，較簡

略的一種稱為“小品般若”。所以，“小品”是相對“大品”而言，是小而簡

的意思。建築上借用文體“小品”之名，凡屬於小建築一類的稱為小品建築，

它的含義是就其小而言的。現代建築中，公園裡的花台、花架、休息椅，馬

路邊的公共電車、汽車車站，廣告牌和佈告欄，路燈和指路標，建築前的標誌

等等，它們都不依附在建築上而獨立存在，皆屬小品之列。這些小品與建築本

身相比，自然不是主要的部分，但在整個建築環境中確也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座大賓館門前的燈柱，如果設計建造得很糟糕，就使整座建築減色。馬路上

的路標、電汽車車站是否美觀也會影響到整座城市的面貌。在有的國家裡，除

公用郵筒外，每一幢私人住宅前皆設有私人信箱，此類信箱，可以到商店購買，

也可以自行設計建造。屋主人往往把信箱當做是自己住宅的標誌之一，所以相

互攀比，出奇制勝，形式豐富多彩，使整個住宅區增色不少。因此，小品建

築的設計確也大有學問，不可忽視。

中國古建築中有哪些小品呢？它們的功能是甚麼，在形態上又有些甚麼特

點？這就是本書所要闡述的內容。

我們常說，中國古代建築在世界建築的發展史中有著獨特的體系，這是因

為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古代建築相比，中國古代建築有它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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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木構架為主要的結構體系以外，建築的群體性也是重要標誌之一。就是說，

中國古代建築都是以許多單幢建築組成建築群體而出現的，從老百姓的住宅到

皇帝的宮殿莫不如此。我們看到，就一幢幢個體建築來說，它們的體量都不大，

平面形式也很簡單。明清兩代的紫禁城太和殿，作為當時地位最重要、規模最

大的建築，也就是一幢平面為長方形、內部也沒有分隔的單層大殿。但是就是

這些簡單的單幢建築可以組合成為功能上滿足不同需要、形體上豐富多彩的大

大小小的建築群體。這些建築群體除了有殿堂、廊屋、門樓等外，還有不少形

形色色的小建築相配列。一座宮殿、一組寺院或者壇廟，甚至大型的住宅，我

們都可以看到在建築群的最外面往往竪立著牌樓；在建築群大門的前面立有影壁、

華表、石獅子；在建築群的主要殿堂前面，排列著香爐、日晷、龜、鶴等獸像；

在寺廟建築中有形式不同的石碑和經幢；在陵墓建築中，有石柱、石門和石供

頤和園後山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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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在園林中還有各式各樣的堆石。大家熟悉的天安門是明清兩代都城北京城

內皇城的大門，九開間的大殿坐落在高大的城台之上，它的形體已經夠宏偉的了，

但是還不夠，在這座城門樓前又挖了一條金水河，河上架著並列的五座石橋，

在金水河的前後，兩邊又各放了兩個石雕獅子，在城樓的前後更立著四根華表。

正是這高聳的華表、威武的獅子，增添了這座皇城大門的氣勢。北京昌平區境

內的明十三陵是埋葬著明代十三朝皇帝的龐大陵區，在陵區入口首先是一座五

開間的大石牌樓，其北先後是大紅門與碑亭，再往北進入一千二百米長的神道，

在神道的兩旁，立著十二對石獸和六對石人，過了神道才分別進入十三座皇陵。

可以說，正是依靠這些牌樓、碑亭、石人、石獸才組成了這長達三公里的陵區

入口，正是有了這些小品建築才造成了這陵區的肅穆與神聖的氣氛。所以這些

建築小品在整個建築群中雖然不是主要部分，但在物質功能和環境藝術等方面

五台山佛寺前石獅、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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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自然，所謂小品建築，只是相對大建築而言，二者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線。

例如在重要建築群中，作為大門或者作為標誌的牌樓應屬小品，而一般建築群

的一些院門，雖然形體並不大，但沒有歸入小品類，因為這類院門都附在院牆

之上而並非獨立存在。園林中只把獨立的小型山石算做小品，而成片或者大型

的堆山就沒有歸入。在以往古代建築的相關著作中，對整體建築群，對宮殿、

瀋陽清陵石供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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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陵墓、園林、住宅等各種類型的建築，乃至對建築的結構、裝飾、色

彩等等方面都有過專門的介紹和論述，但這類建築小品卻往往被忽略了。現在，

我們將它們集中起來加以分析介紹。因為這類建築雖小，它們也都有各自的特

殊形態和特定的文化內涵，它們在中國古代建築發展中也是相當有成就的。

我們介紹的次序大體按這些小品在整個建築群中所佔的位置，由外到內、

北京紫禁城太和殿前銅龜、銅鶴、石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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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到後，就好像我們遊覽參觀一座宮殿或陵墓、一組寺院壇廟一樣，由近而

遠，一路看來，見到甚麼說甚麼。這些建築小品，它們是怎樣產生的？它們

在建築群中起到甚麼作用？它們在建築技術和藝術上又各有些甚麼特點和成就

等等。既然是講建築小品，因此也和小品文章一樣，無一定的格式。既有專

業論述，也包含一般的知識，既有敘述，又有議論；有話則長，話少則短，

不追求一定的篇幅，力求做到簡明而且自然。

紫禁城乾清宮前銅香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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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乾清宮前銅香爐

第一講

牌樓

以小品建築在建築群中所佔的位置來看，牌樓最先進入

人們的視線。因為它往往被安置在一組建築群的最前面，或

者立在一座城市的市中心，或者在通衢大道的兩頭這些十分

顯著的位置上。我們去遊覽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園林頤和園時，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立在通道中央的三開間木牌樓，過了

木牌樓就到了頤和園主要入口東宮門前的廣場。同樣，當人

們來到北京西郊名寺臥佛寺時，首先看到的是一座琉璃牌坊，

經過牌坊才進入寺廟大門。在古老的北京城，主要的大街如

前門外大街， 東城、 西城區中心， 東、 西長安街等處都可

以見到木製的大牌樓立在馬路中間。所以，我們一般把牌樓

當做一種標誌性的建築，它在城市和建築群中起到劃分和控

制空間的作用，增添了建築群體的藝術表現力。

那麼，這種牌樓是怎樣產生的呢？它通常具有哪些形式？

它在使用和藝術表現力上又有哪些特點呢？這些都是很有趣

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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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和園東門外木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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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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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樓的產生

不論放在建築群的前面，還是立在通衢大道上，牌樓總歸具有一種大門入

口的特點，所以它的起源和建築群的門分不開。中國古代建築的特點之一是建

築總是成群成組地出現，就單幢房屋來說，它的體量都不大，結構也不複雜，

這些房屋之所以能滿足人們生活、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多種需要，靠的是由眾多

單幢房屋所組成的群體。如一般的民居，它由正房、左右廂房、大門、走廊

組成為一個院子，周圍有院牆環繞，呈“四合院”的形式；官府乃至皇帝的宮

殿，也是由大大小小的單幢建築組合成各種形式的院落。所以，在中國古代建

築中，一組建築的院門就成為建築中的主要大門了。這種大門在早期稱為“衡

門”，即在兩根直立的木柱子上面，加一條橫木組成為門，多用做鄉間普通建

築的院門。所以古代將簡陋的房屋稱為“衡門茅屋”。晉人陶淵明詩“寢跡衡

門下，邈與世相絕”，唐代白居易有詩曰“吾亦忘青雲，衡茅足容膝”，說的

就是他們自己隱居鄉間陋室與世隔絕的情景。為了擋雨雪防腐蝕，後來在這種

簡單的衡門的橫木上加木板頂，如同房屋的兩面坡屋頂。宋代名畫《清明上河圖》

中所繪汴梁城中的商戶住家，還見到這種門，只不過在門頂出檐的下面已經用

上斗栱的構件了。這種簡單的院門形式在如今農村仍能見到。

公元 12 世紀宋朝廷頒行《營造法式》，在這本記載有宋朝建築形式與制度

的專著中見到一種烏頭門的形式：兩根木柱左右立在地上，上有橫木，橫木下

安有門扇。與衡門不同的是，兩根立柱直衝上天，橫木插入柱內，柱頭用一種

水生植物烏頭裝飾，故名為烏頭門。不論是衡門還是烏頭門，它們都是牌樓的

雛形。我們見到的一開間木牌樓和石牌樓，它們的形象與這種衡門、烏頭門基

本上是一致的。

牌樓，有時也稱為牌坊，這個名稱又是怎樣產生的呢？上面已經說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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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衡門示意圖

《清明上河圖》中的院門

農村院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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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起源於建築的院門。在古代城市中， 大量存在的是里坊之門。所謂里坊，

是中國古代城市居住區的基本單位，把城市劃分為方形或矩形的里坊，裡面整

齊地排列著住宅。這種形式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到隋唐時期的長安城已

經發展到十分完備的程度。整座長安城設有一百一十個坊，每個坊都有專門的

名稱，坊內開有十字形或東西向的橫街，街頭皆設坊門以供出入。這種里坊之

門在古代稱為“閭”。中國古代有“表閭”的制度，就是把各種功臣的姓名和

宋《營造法式》的烏頭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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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事跡刻於石上，置於閭門以表彰他們的功德，有時還把刻石安在閭門之

上。據建築學家劉敦楨先生的分析，這種閭門上往往都書寫著里坊的名稱，而

且按表閭的制度，將表彰事跡書寫於木牌，懸掛在門上比石刻更為方便，這也

是完全可能的事，就是說閭門上既有坊名又有木牌，牌坊之名可能就由此而產

生 *。後來這種牌坊模仿木構建築，形式日趨華麗，加了屋頂和各種裝飾，所

以又稱為“牌樓”。

劉先生這種分析是有道理的。現在的牌坊或者牌樓仍具有記載地名、表彰

功德兩種功能，只不過它不一定是里坊的院門而成為獨立的一種建築類型了。

從形式上講，凡柱子上沒有屋頂的稱為牌坊，有屋頂的則稱為牌樓以示區別，

在本書中為簡明起見統以牌樓相稱。

✽ 見《劉敦楨文集》（一）《牌樓算例》緒言。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年 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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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明陵單開間牌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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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樓的種類

牌樓的種類可以從兩方面來區分，一是根據不同的建造材料來區分，二是

根據功能來區分。

從牌樓的建造材料看，大致可以分為木牌樓、石牌樓和琉璃牌樓三類。牌

樓都是由單排柱子組成，最簡單的是左右兩根立柱組成一開間的牌樓。木牌樓

的基本形式和結構是，木柱子立在地上，下部靠夾桿石夾住，夾桿石外用鐵箍

相圍以防散裂；柱子上安橫枋將左右兩根立柱連為一體；橫枋上安屋頂，牌樓

的屋頂雖小，但也有屋脊和脊上的小獸，也有廡殿、歇山、懸山等各種形式。

由於頂部的重量容易造成整體的不穩定，所以在立柱前後有時加兩根戧木，斜

撐於地面；在屋頂下的挑檐枋和牌樓樑枋之間也加設鐵製的挺鈎，以防止屋頂

部分的不穩定。

不論是木牌樓還是石牌樓和琉璃牌樓，它們的大小規模都是以牌樓的開間

數、柱子數和屋頂的多少（稱為樓數）為標誌，其中又以柱數和間數為主要標誌。

以木牌樓為例，可以舉出以下幾種形式：即二柱一間的牌樓，上面可以做成一

樓、二樓（即重檐）或者三樓。立柱又有出頭和不出頭兩種，這是最簡單的牌樓；

四柱三間的牌樓，同樣上面可以做成三樓、四樓、五樓、七樓乃至九樓的不同

形式，同時柱子又有出頭和不出頭的兩種做法；六柱五間的牌樓，這是一種面

闊很廣的牌樓，用在很寬的馬路和陵墓墓道上，如北京前門外的木牌樓和山東

曲阜孔林的“萬古長青”石牌樓。這類牌樓，也有樓的多少和柱子出頭不出頭

的區別。可以這麼講，在柱子和開間數相同的情況下，頂數越多，牌樓就越複

雜，形象就越豐富。就立柱出不出頭來看， 頂樓越多、越複雜，柱子越不便

出頭，頂樓數與開間數相等，則立柱比較容易出頭而成為衝天式牌樓。

石牌樓的形制與木牌樓十分相近，也是直立石柱，柱上加橫向的石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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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十多年前，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組織編寫一套“中國古建築知識叢書”，

共計十多冊。除了古代城市、宮殿、宗教建築、陵墓、園林等常見的題目外，

還增加了建築彩畫、裝修、傢具、工匠、建築小品等一些不常見的專題。尤

其是建築小品， 過去在古建築研究中幾乎還沒有被作為專項進行研究過， 也

沒有見過這方面的專著。當時我對這個專題產生了興趣， 大膽地應承了編著

的任務，於是開始收集資料，進行綜合研究，於 1993 年寫完並出版了《中國

古建築小品》。如今，十年過去，在這期間，我集中時間進行了鄉土建築的

調查研究， 每年下鄉多次收集資料， 在全國各地的農村中也經常見到不少牌

樓、獅子、影壁、石碑等等這類建築小品，使我對它們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2001 年，我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之邀寫了《中國古建築二十講》，

特別將牌樓、華表、影壁等建築小品集為一講。去年，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

藝術學院的景觀環境專業要我講有關中國古建築方面的課程，我根據他們專業

的特點，專門講了古建築小品，講這些小品的產生，它們的形態，它們所具

有的人文內涵等等。聽課的學生，不但對這些內容感興趣，而且認為對於今

日新的景觀環境設計創作也有啟迪和借鑒作用。今天，我看到從北京到各地，

一座座新的牌樓又被竪起，曲陽和惠安的石獅子更多地行銷全國，古園林的堆

石更廣泛地被應用，於是，我想，把這些古代建築小品加以整理，補充新的

材料，增添新的認識，重新編著出版也許是有意義的。有關牌樓、獅子、影

壁等部分的內容與《中國古建築二十講》的相關章節有些重複，但在文字與照

片上都有新的內容和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