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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斗拱是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中独特的一种结构,常用于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例如本文所述

的滕王阁。同时具有装饰性与功能性,根据其特性,可以把斗拱的发展时期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

段为西周至南北朝,第二阶段为唐代至元代,第三阶段为明代至清代,而滕王阁的28次重建覆盖了斗拱演

变的两个重要时期。因此,从一个毁而复建28次历经多朝代、贯穿斗拱发展两个重要时期的滕王阁入手,

研究斗拱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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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Bracket Arch in Different Dynasties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ngwang Pavi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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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cket arch is a unique structure in ancient Chinese wooden frame architecture, which is often used 

in some landmark buildings, such as Tengwang Pavilion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At the same time, it is 

decorative and functional. According to its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bucket ar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o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third stage is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The 28 reconstructions of Tengwang Pavilion cover two important 

periods of the evolution of bucket arch. Therefor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bucket arch starting from 

Tengwang Pavilion, which has been destroyed and rebuilt 28 times and has gone through many dynasties and 

two important periods of bucket arch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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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历经千年,多朝重建,其本身

结构随着不同时代的重建也在发展着变

化。从这种变化身上探究不同朝代的建

筑结构中的斗拱的变化也是另一种研究

斗拱发展的新视角。 

1 斗拱的发展 

1.1斗拱的发展时期概述 

斗拱是中国古代木构架建筑中独特

的结构,具有装饰性与功能性。根据其特

性,可以把斗拱的发展时期大致划分为

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西周至南北朝。西

周铜器拱令簋上已经有大斗的形象[1]。第

二阶段为唐代至元代,这时斗拱不再是

一个独立的支承架或挑檐的构件,而是

水平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唐代建

筑的房檐比较深,所以斗拱也形态宏大,

不光有上述的功能作用,也体现了斗拱

结构的美感。到了宋朝,斗拱本身体积减

小,数量增多,结构形式更加复杂精美,

装饰性的作用也相应增强。第三阶段为

明代至清代,斗拱发展到明清以后就不

再起维持构架整体性,它的用料和尺度

缩小很多,装饰化更为明显。斗拱的这三

个时期便是由发明的初期到功能性的中

期再到装饰性的末期的演变。 

在初唐至元代时期的斗拱,具有一

定的功能性。例如斗拱在结构中具有分

担一部分建筑的力的作用,再把力传递

到梁或者是柱子上。其二,就是前面说到

的出檐的作用,其三就是斗拱结构稳定,

且榫卯并不是一种固定后不能移动的结

构,因此它还具有半刚性,可以起到一定

的减震作用[2]。 

1.2斗拱的发展时期与滕王阁的历

经朝代重合 

在滕王阁初建时期的初唐,与斗拱

演变的第二时期起始时间基本重合,也

就是斗拱结构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期

间斗拱结构并不繁琐,可以根据唐代的

五次重建的数据进行研究,唐代元和十

五年,韩愈所著的《新修滕王阁记》中记

载,阁长23米、宽24米、高14米。根据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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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阁官方数据还原搭建的榫卯结构等比

唐阁模型中,此时的滕王阁建立在城墙

之上,所以整个建筑虽然占地面积较小,

但是斗拱较多。据《唐诗选画本》中所

记载,形成的悬挑结构相比,此时的斗拱

形态较小,起着在每个交叉处加强节点

的作用,是水平框架中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也同时对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起关

键性作用。此时的唐阁斗拱形态符合斗

拱演变进程,这点在滕王阁的唐阁模型

中也有体现。 

在宋代唯独一次有文献记载的一

次重建中,即范致虚所著的《重建滕王

阁记》中记载此时的宋阁阁长49米、阁

宽22米、阁高11米。以及元代姚遂所著

的《新修滕王阁记》中阁长13米,阁高

15米。根据官方模型还原中可以看到,

宋元时期的斗拱形态相较于初唐,更规

则、更宏大。结构形式变得更加复杂与

精美,斗拱由大到小,由简到繁,结构作

用相比于唐朝较为减弱,而装饰作用逐

渐加强。 

明清时期的滕王阁重建记载以刘俨

所著的《西江第一楼记》和蔡士英所著

的《重建滕王阁自记》为例。分别阁高

6.6米以及4.5米。此时的滕王阁建筑根

据记载数据得知,显然规模已经不如唐、

宋元代所建。其斗拱形式更加繁复,斗拱

的结构技能也发生了变化,明至清斗拱

的尺度不断缩小,间距加密,从滕王阁清

阁复原中也可以看出,柱头斗拱的梁枋

已经出头,比斗拱这个结构大出许多,也

同样证明斗拱的缩小,清代建筑中的梁

处于斗拱 上面一层的上方,不与承力

结构相关,于是斗拱作用趋向装饰。随着

斗拱悬挑功能的衰退,具有悬挑功能的

昂变成假昂, 不具有实际功能意义[3],

清代斗拱的装饰性大于功能性且装饰性

繁复程度达到极点。 

2 以滕王阁建筑变化为例看斗

拱的发展 

2.1滕王阁的28次重修 

滕王阁初次建成后的25年,因一篇

《滕王阁序》,滕王阁也因此闻名。但是

滕王阁在历经五个朝代中,1300多年间,

兴废重建28次之多。而今天我们所看到

的滕王阁,是在1989年时根据我国著名

的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绘制的草图

重新设计的仿宋古建筑,与古时二到三

层不同,现今的滕王阁规模比古时任一

朝代更加宏大。 

首次初建,在《唐书·太宗本纪》中

记载,贞观十三年六月,太宗皇帝封李元

婴为“滕王”迁至苏州为刺史,也是同年

又转任洪州都督。次年便在赣水之滨建

起了这个瑰伟绝特的高阁,目的仅仅是

为了玩乐、赏景、宴请。初唐时期也曾

修茸过几次,直至一次大火初唐所建的

滕王阁荡然无存,随即在原址上进行了

重建,其规模稍有扩大,也增加了一些附

属建筑。 

宋朝的首次重建,宋徽宗大观二年,

此次重建记载《江城名迹记》、《新修滕

王阁》等文献比南宋移址那次更为详实,

因此在官方时间表中唯独只标出了北

宋的这次重建。元代因为时间较短,元

灭南宋之后,由姚遂《新修滕王阁记》

中记载裕皇太后重修一次迁址于城上,

后一次由江南行台御史大夫马合睦在

原址上重建。 

在明清时期的重建记载更为详实,

次数增多,规模较宏大的便是明代宗景

泰三年在章江门外江边重建改构,更名

“西江第一楼”。以及清代时,兴废就更

加频繁,多达13次随后重新修茸,但规模

已经不如唐、宋、元、明四代[4]。 

2.2唐到元的简单化功能性 

唐朝时期斗拱将功能性在建筑力学

中的表现和审美性结合的非常完美,无

论是建筑的技术方面还是艺术审美方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均走向了成熟。这个

阶段的斗拱与建筑整体架构的受力关系

都形成了关联,以柱头斗拱所承托的梁

为媒介。可以从旧时滕王阁的文献记录、

图片、以及官方复原模型上看出,唐朝时

期的滕王阁斗拱,柱头斗拱已经相对完

善,且使用了下昂,斗拱的结构十分明显,

布置有疏有朗,造型也十分硕大。补间斗

拱小,也较为简单。 

据《重建滕王阁》及《新修滕王阁

记》文献记录,宋元朝时期规模相比较于

前朝更加宏大,占地面积增加一倍,由原

来的阁长26米增加至49米,元代滕王阁

的首次重建更是由裕皇太后亲自倡议重

建。因为建筑屋身变高变长,屋顶变陡,

斗拱机能开始减退,成为檐柱之间传力

的节点,相比唐代更趋于装饰,形象逐

渐转向柔美,用料相对较少,开始有了

对承力结构无关的装饰化改动,例如直

线造型的下昂转变为曲线造型,昂嘴由

尖变平。 

由此通过由唐到元的滕王阁重建中,

可以发现斗拱的功能性变化越来越简化,

不光是斗拱形态变化,中间结构也不再

充满斗拱,而是更多的在屋顶、屋身根据

合理比例构成的。斗拱是柱檐之间传递

力的支点,也是房檐下的一种点 ,在学

者看来此时的斗拱大小适宜且为建筑添

加了美感,北宋推行的建筑结构简化之

风导致斗拱的结构功能也开始衰减,装

饰性逐渐体现出来了,在滕王阁的宋阁

和元阁中都得以体现,从唐朝斗拱的雄

大壮健、疏朗豪放的风格发展成宋代承

力减少更为简洁的风格。 

2.3明清的功能性转装饰性 

明清时期斗栱在结构上的作用改变

主要为伸出斗栱外侧的耍头,其他结构

不再具有承力性,只作为装饰的构件。以

明代刘俨所著的《西江第一楼记》、李奎

所著的《西江第一楼记》中文字为例,

其重建阁高6.6米已为前朝所建规模的

一半,在清朝乾隆八年恢复了其西江第

一楼的旧称,但是其重建规模更不如明

代,斗拱的变化虽有,但是与同一时期其

他著名的清代建筑相比,斗拱的制作更

为粗糙且无色彩装饰,因此在这个时期

从滕王阁看斗拱演变的探究中,主要探

究其结构形式,而非整体样式。 

斗拱尺寸的变化以及间距的缩短标

志着斗拱结构性能的减弱基本上是从明

朝开始的。柱头之间采用大额枋、小额

枋以及随梁枋[5],斗拱之比例可缩减,排

列也可变密,斗拱尺度变小了,颜色也开

始有变化了,越来越具有装饰性。以及将

梁外端做成巨大的耍头伸出斗拱的外侧,

直接承托檐,梁下的昂也就失去了原来

的架构承力意义[7],也就说明斗拱的结

构也进一步简化,减少了一些部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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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头等等,而斗拱作为一直以来木结构

建筑的一个主要部件,也未能在木结构

建筑中删减掉,而相反,结构越是简洁,

斗拱就越显得累赘且实际功能不大[6]。

清朝建筑的梁也不像宋式那样穿插在

斗拱之中,使屋檐悬挑的深度减小,整

个斗拱结构也随之减小,因此檐下部的

斗拱也由之前的雄大壮健、疏朗豪放转

化成檐下一圈繁琐的装饰带[7],装饰性

极强,其功能性更无法比较于唐宋时期

的斗拱。 

3 结语 

从滕王阁历经多朝的28次重建中,

探究斗拱形态的演变。滕王阁千载古阁,

兴废沧桑,名阁的兴废,也正是斗拱变化

的真实写照,古代的建筑师们在建筑上

表现了某一艺术境界, 故有江西第一楼

之称。因此从一个毁而复建28次历经多

朝代、贯穿斗拱发展两个重要时期的滕

王阁入手,研究斗拱的演变。斗拱的演变

也在中国木结构建筑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作为中国木结构建筑中一个特有的部

件,从出现尤其是发展是成熟时期有一

个漫长的历程,也同样可以反映出当时

建造滕王阁的技术水平,建造此阁的社

会背景以及文人墨客留下的深厚文化背

景。斗拱的 先出现时为了某种结构和

功能上的需要,但经过与滕王阁共同存

在的两个重要发展时期,功能形式上变

得成熟,为了迎合建筑的需要而在形式

上产生繁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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