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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吃穿住是人类维系生命的三个基本条件。
且不说原始人的茹毛饮血和穿兽皮、栖山洞，自从进入文明期以来，这三个基本条件伴随着人的自身
发展而发展，已延续了数千年，并且一直在改变着、演进着。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创造的智慧展现了一种无比的本质力量，不但是满足需要，而且是表现出需要和
审美的无限丰富性。
当我们回首历史的时候，才清楚地认识到它构成了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
　　对于“吃”来说，不仅是食物本身和烹饪的技术，也包括饮食的方式，诸如餐具、茶具、炊具之
类。
“穿”的花样更多，并且始终与“戴”连在一起，从“垂衣裳而治天下”到今天的“时装”表演，不
但能看出每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在它的背后，也有政治、经济等的影响。
“住”既包括了起居的一切，更重要的是建筑。
在人类的造物活动中，建筑是很突出的，因为它不但给人一个栖居之地，并且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生活
环境与活动场所。
　　从艺术的角度看建筑，是个很有意趣的话题，而且永远谈不完。
自古以来，不论是人们的使用要求还是建筑师所掌握的原则，都是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
然而在同一个原则之下，每个人、每个群体乃至每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要求，而适应这
种要求就出现了千变万化。
当我们漫步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首先感到的是建筑的风貌，即使我们自己，也常常是以建筑的特点
，来辨别不同地区和不同城市的。
鲁迅有句名言：越是带有地方特点的，越是有可能成为世界的。
其道理、魅力即在于此。
　　我国的建筑有着自己的特点。
在古代，虽说都以砖石土木结构为主，但其式样却干差万别。
当宫廷建筑逐渐走向规格化的时候，民间的四合院、进深房、围屋、吊脚楼和窑洞等却是大放异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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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梁架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骨架形式，包括柱、梁、檩、枋、椽以及附属构件等。
单体建筑中的结构方式一般是先在垂直立柱上设置梁枋，圈制出“间架”，在主梁之上通过瓜柱筑起
层层短梁来支撑檩条，檩条贯通“间架”的两端，从梁架顶部以次降至檐枋，最后檩条之上设椽，这
样就完成了整栋房屋的构架。
中国建筑以木为主的梁架，不仅具有结构功能特点，而且也具有重要的审美意义。
梁是建筑中架设于立柱之上的横跨构件，它承受着上部构件及屋面的全部重量，是上架木构件中最关
键的部分（图1）。
清代把与房屋正面垂直方向的称为“梁”，平行方向的称为“枋”，但并不绝对，一般通称为“梁枋
”。
　　梁的长度取决于木材的长短与所承受的力度，同时它也决定着建筑物开间的进深。
梁的截面多为矩形，也有圆形和方形等。
宋代建筑中大梁截面一般为矩形，高宽比为三比二；明清时期接近于一比一，近似于方形。
江南民居及园林建筑也有以圆木为梁的。
梁在传统建筑中是一个大的门类，根据其位置、功能、形制等，可以分为七架梁、五架梁、三架梁、
骑门梁、月梁、单步梁、双步梁、抱头梁、桃尖梁、趴梁、抹角梁、太平梁等30余种。
如五架梁，即其上承负五根檩条，两端接设于前后金柱上，由海眼与柱子馒头榫相交，梁背上设瓜柱
眼承接其上呱柱。
横跨在厅堂中央明间的梁，称为“骑门梁”（图2）。
　　在带斗拱的大式建筑中，将端头做成桃形的梁，称为“佻尖梁”，它位于檐柱与金柱之间，相当
于小式抱头梁位置。
月梁由平直的木材加工而成，弯曲上拱形如弯月，不仅在力学上增强了梁的承重能力，而且还打破了
直梁的单调感，丰富了视觉上的美感。
梁部的雕刻多集中于梁枋的中央与两端，采用浮雕、采地雕、线雕等。
题材包括人物故事、生活场景、花草鸟雀、祥禽瑞兽、建筑房舍等，有的保持原木本色，有的雕刻后
设色沥金。
檩是建筑中架设于两幅梁枋之上承载椽子的圆木，也称“檩条”、“檩子”。
檩也称“桁”，或合二为一称“桁檩”，在古代带斗拱的大式建筑中，一般称为桁，而在无斗拱大式
或小式建筑中则称为“檩”。
很多地方，把檩也统称为“梁”。
一座建筑有很多根檩条，根据所处的位置不同，又分脊檩、金檩、檐檩等（图3）。
　　建筑中脊部的檩条称为“脊檩”，在传统房屋施工中，安装脊檩是大木结构的最后工序，象征着
房屋结构即将完成，因此很多地方都有“上梁”的传统：挑选黄道吉日，给脊檩披挂红绸、书写年月
，燃放鞭炮、分撒糖果、唱上梁歌等。
檐檩是位于屋檐下、檐柱之上的檩条，起到承挑屋檐的作用。
正搭交桁檩，是按90度直角搭制的檩条，分为做榫子的搭角檩和不做榫、截成45度斜头对交的合角檩
。
在多角攒尖顶式建筑，如四角亭、五角亭、六角亭、八角亭中，按形制不同，檩条以120度、135度或
其他角度不等来搭置，称斜搭交桁檩。
　　圆形或扇形的建筑中，每一开间的檩都呈弧形，称“弧形檩”。
另外，檩有出山与不出山两种，出山即檩条的两端不包砌于山墙内，而是伸出山墙之外，称为“出梢
”（出际），悬山建筑便属于此类。
檩部的雕刻面积相对狭小，内容多是花卉草虫等程式化的吉祥符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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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既汇集了全国各地不同建筑、不同风格的“三雕”图片，也进行了综合的和分门类的阐述，
它既是给建筑界和建筑史界提供了系统的参考资料，也可供其他艺术门类专业人士对其进行探讨和研
究，同时也可供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关注的人们来了解和欣赏，以此打开认识中国雕刻、绘画、
建筑学、民俗学、工艺美术、民间美术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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