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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琉璃作技术
、六

北京市第二房屋修缮工程公司 程万 里

四
、

琉璃瓦屋面操作工艺 ①

将板瓦和筒瓦用灰泥稳固到屋顶的操作过

程
,

叫做完 峋 瓦 将脊件稳固到屋脊部位

的操作过程
,

叫做调 挑
,

如 脊
。

屋 面翻

修
,

揭去旧瓦重新它盖称为揭完 瓦面揭它并

涉及更换灰背泥背
,

甚至修整木基层 望板
、

椽子 或大木则名为挑顶工程
。

屋顶望板上要

求苫背的灰泥到达一定的硬度以后才能进行窗

瓦调脊
。

苫背工程的做法
,

可参见 《古建园林

技术 》总 期所发表的刘大可 《明
、

清官式灰

背作法》一文
,

此不赘述
。

本文所介绍的是清

式建筑灰背以上的琉瑞屋面工程
。

一 分中号垄

在屋顶上找准垂直于檐面和山面的中线及

边垄的标准线
,

叫做
“
分中

”

标记出屋面盖瓦

垄的位置叫做
“
号垄

’

、分中号垄是完瓦前重要

的工序
,

应由技术较高的匠师负责
,

并经班组

质量检查员或班组长检验核实无误才可进行下

一道工序
。

分中

根据屋面的形状
,

准确地量度尺寸
,

找准

屋顶的中线及其它标准线
,

是准确地进行屋面

工程的前提
。

不同形状的屋顶需要找出不同位

置的标准线
。

硬山与悬山屋顶

无论尖山屋顶或圆山屋顶都应找出脊中线

和坐中底瓦的中线
。

脊中线处于脊中部位
,

是

两坡屋面的交线 坐中底瓦的中线也即糖口 中

点至脊部中点的连线
。

脊中线与两坡 坐中底

瓦的 中线应
“

格方 ,’相交成直角
。

这三根线

又称为
“ 三步中

”。

其实
,

无论何种形状的屋面
,

都应首先找出这
“ 三步中

”

来 图
。

屋顶中

线必须与搪口线垂直
,

否则就可能出现斜瓦垄
。

庚殿屋顶

庞殿屋顶需找出九道标准线 正脊一道纵

中线
、

山面两坡中线
、

垂直于前后枪面的两坡

中线
、

前后檐两坡各有一道边垄线 图
。

这

四根边垄线应与处于最外面的吻桩中线重合
。

吻桩中线即雷公柱中线 因吻桩即雷公柱的延

伸
。

这些边垄线是底瓦中线
,

在这垄底瓦以外

的一垄盖瓦仍是与正身盖瓦长度一致的
,

其再

往外的瓦垅则逐次缩小了
。

边垄线至角部割角

滴子之间的瓦垄数应与山面两坡中线至割角滴

子之间的瓦垄数相同
,

但因庞殿有推山
,

边垄

线至角梁中线的距离会比山面两坡中线至角梁

中线稍短
,

为保证瓦垄数一致
,

可调整瓦口宽

度
。

还有的匠师做法是从灰背上正脊外端往回

厂厂介 ,, 卷卷

孕孕孕孕孕孕孕
」」」」

让出吻座宽度
,

再退回一蛤蜒

当加半底瓦宽
,

也大约到达雷

公柱中线位置
,

定出边垄底瓦

中线 图
。

歇山

屋顶

其前后坡

中线
、

脊中线

及撤头中线定

法同庞殿 但

其边垄线在前

后坡及两撤头

各有两根
。

共

注 ① 该 节技术细 节经 尤 贵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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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三根标准线
。

歇山前后坡边垄线指哑巴垄

盖瓦 中线
。

定这根线的方法是先样活
,

即

将玲挡瓦的滴子及耳子瓦各摆放一块 滴子约

探出博缝板外皮 厘米
,

再往上扣一块筒瓦
,

与这块筒瓦相垂直挨着它的熊头放置一块哑巴

垄盖瓦
,

这块盖瓦熊背的最高点便是边垄线的

位置 这根中线至博缝板夕卜皮的距离大约是 奇
瓦口宽度

。

这样能保证垂脊调好以后
,

玲

洗露出枷长度
,

可使钉帽位于玲挡筒

瓦所露出部分的中间 而垂脊底脚里侧正好压

在哑巴垄中线上
。

撒头的边垄线是根据正身边

垄线至角梁的同样距离定出的
。

定角梁两侧的

边垄线应使边垄至俄脊两面的垄数一样多 图
。

重檐下糖

在每坡找出中线
,

又在每坡找出两根边垄

线
。

边垄线的位置可与檐角柱中线对准
,

且垂

直于围脊
,

它就是边垄的底瓦中线 图
。

排钉瓦口

瓦口是钉在檐口大连枪上承垫滴子的木条
,

厚约 一 厘米
,

高约为所用板瓦弦高的两倍
。

也可按清工部 《工程做法则例》的规定确定尺

寸
“

以椽径半份定高
,

以本身之高折半定厚
” 。

瓦口的大小尺寸由瓦工向木工提出要求
,

木工

制作
,

按板瓦的形状锯出圆弧与瓦慢 滴子的

弧度 配合
。

两瓦口山 即盖瓦垅中一中 的

距离等于正当沟宽度 按所用瓦的样数 加

厘米 为正当沟碰头灰口的宽度
。

钉瓦

口时
,

应使瓦口基本垂直于地面
,

所以要预先

把瓦口底脚裁一个斜坡
。

假如为图省事
,

将瓦

口垂直于大连檐钉
,

则瓦口是外倾的
,

在瓦面
, · ·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切
, ,

‘的推压下易于损坏
。

瓦口应退入夸一咭磅径的

距离
。

退入的部分称为雀台 图
。

排瓦口要保证底瓦坐中
,

并在边垅与中线

之间排整瓦口
。

排当应以全坡底瓦垄数 即走

水当 赶上单数为准 称为
“

好活 ,’
,

如果尺

寸不合适
,

则通过增大或缩小
“

细蜒当
”

来调

整
,

但不必使全长每一个瓦口都作变化
,

可集

中调整几垄
。

做法是用木工小锯将相连的瓦口

截开 称为
“

断瓦口 ”
,

然后再赶排
,

并钉牢

在大连檐上
。

硬山和悬山

从两山博缝外皮向里先钉两个瓦口 玲档

排山做法是靠博缝的瓦口大小为整瓦口的
,

往里为一个整瓦口 披水梢垄的做法是分别钉

瓦 口和一个整瓦 口 图
。

因割角滴子外

沿要压住博缝外皮
。

如果最靠近博缝的瓦口不

缩小
,

用整瓦口的话
,

便要加大
“

蛾蜒当
’

、就
可能

“

拢不过罩
”

即筒瓦罩不住两块板瓦
。

钉完这两个瓦口后
,

在坐中底瓦与这两块瓦口

之内赶排其它瓦口
。

歇山

从上述
“

分中
”

找出的中线
、

边垅线位置
,

按底瓦坐中及以边垄线作为哑巴垄中的原则
,

在坐中线与边垄线间赶排整瓦口 在角部
,

于

大连搪交线往两边各钉 瓦口 ,

再钉一

巨巨巨
巨 一一, 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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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口山

一 ,

图

个整瓦口
。

其

道理与上述硬

山同
,

即凡遇

割角滴子都应

钉 一

瓦口
。

在此以

内排整瓦口
。

两撒头做法相

同
。

庞殿

与重檐下搪

翼角部位瓦口钉法同歇山
,

按边垄线为底

瓦中线的原则向角部和坐中处赶排瓦口
。

注意

庞殿因推山影响檐面角部自边垄至敛脊的距离

较山面为短
,

可改小瓦口 缩小灿蜒当 使两边

垄数一致
。

重檐下格则四角两侧垄数完全相等
。

扎尖

瓦口钉上 以后
,

小型屋面绑小架子
,

可用

杉搞从檐头搭至脊以下 米处 大型屋面则由

木工钉制梯子板
,

便于上下操作
。

在窗瓦前要

拉平线
“

扎尖
” ,

即是 用完瓦泥同样的灰泥覆

盖脊中部位
,

比原来高起 一 厘米
,

渐渐顺

坡与屋面一致
。

扎尖的目的既可垫高脊部
,

又

使脊部高度一致 此问题在苫背时未完全解

决
,

便 于调脊
。

号垄

用小线贴在枪头瓦 口上边拉直
,

松紧适度
,

将瓦口的最高点 俗称
“
瓦口 山

” ,

其顶端也

即盖瓦垄中位置 标在小线上
,

一般用黑灰沾

在小线上或用笔标记
。

两人 壮工 拉小线两

端至脊中线 俗称
“

抬线 ,’
,

另两个 技工

把标记过到灰背上
。

要求两个瓦工分两坡对面

操作
,

号垄者面对脊中
,

按小线上的记号划出

瓦垄来
。

号垄的标记应每隔 道划一长线
。

号

完以后
,

两人互相检验
,

一人数瓦 口 山
,

一人

数垄号
,

核对无误后再互换位置数一遍
。

经检

验核实以后才可开始下一道工序
。

审瓦

在它瓦调脊之前
,

必须对进场的琉璃瓦件

进行检验
、

样活
,

称为
“

审瓦
” 、 “

拢活
”

等
。

检验

对送进现场的琉璃瓦件
,

应检验其规格大

小
、

颜色是否符合要求
,

数量是否足够
,

件活

是否配套
。

严 格地 说应 对其物理性能进行侧

试
,

但这工作要求琉璃制品出厂前检定
,

一般

不在进入现场后进行
,

除非有争议或对其质量

有怀疑则通过随机抽样送有关部门检验
。

进场

瓦件应放置在指定地点
,

码放整齐
。 “

审瓦
”

的含义还包括对拟利用的旧琉璃瓦
,

进行敲击

检查其有无裂缝
,

并随之扫去浮土
,

便于它盖

时易于粘结
。

剔打琉璃珠
、

琉璃渣

新出窑的瓦件
,

常有釉滴流坠现象
,

若板

瓦底面有琉璃珠 即釉料流坠结成的圆形突起

物 或枯结的渣粒
,

将使两片瓦互不合慢
,

影

响工程质量
,

故需将其剔除
。

剔打时不能用瓦

刀漫不经心地敲击
,

应使用妻子
,

从釉面往外

打去
,

除去渣物
,

又不伤釉面
。

样活

又称
“

拢活
” ,

即将吻
、

兽脊件在地面预

先试装
,

如吻兽由数块拼成
,

更需按块就位
,

看是否合适
,

铁铜能否正好对位
。

对琉璃饰件

如博缝
、

琉璃斗拱
、

花板
、

宝顶座各件更要就

其花纹放置得当
,

务求施工时能按制作时的设

计位置就位
。 “

拢活
”

过程 中发现问题可及时

补救
。

如无问题
,

则让它摆放在地上
,

待安装

时对号入座
,

既省工时又保证工程质量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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