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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在中国的传统建筑发展过程中 ,砖石材料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砖石材料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应用

和发展过程的分析 ,指出砖石材料与中国传统建筑 ,特别是民居的密切关系 ,同时证实了对砖石材料进行回顾和研究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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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概述

在中国的传统建筑发展历史过程中 ,木材作为主要的建造材

料一直占据主导的地位 ,这也是其有别于西方石构建筑的显著特

征之一。但是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对石材和砖的利用 ,同样也为中

国传统建筑文化谱写了精彩的篇章。

早在商周时期 ,中国便已经在建筑中开始了对石材的应用。

早期主要是应用于建筑的柱基、垫石和台阶等部位。而到了汉代

出现了石材建构的房屋 ,例如 :山东孝堂山武梁祠石房屋 ,四川高

颐石阙 ,河南午阳石墓等。南北朝时期石土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

水平 ,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和雕刻艺术都反映了当时对石材的充分

利用。唐宋时期石材被大量用于建塔 ,如山西交城万卦山石塔 ,

泉州开元寺石塔等。到了明清时期对石材的利用达到一个高潮 ,

凡建筑中重要的部位 ,如台阶、台基、墙基、柱础和石柱、挑檐石、

门窗券口等皆应用石材。

砖是我国劳动人民的重大创造 ,产生于战国时期 ,一开始被

用于砌筑墙面和地面 ,而其种类除了装饰性条砖 ,还有方砖和空

心砖等。随后砖的烧制工艺不断发展 ,著名的秦砖汉瓦就在其表

面烧制出许多精美花纹 ,使砖本身具有了很高的艺术价值。砖结

构在汉朝多用于地下墓室 ,到北魏时期已大规模运用到地面建

筑 ,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标志着砖结构技术的巨大进步 (见图 1) 。

唐宋时期的砖块烧制火候较高 ,质地坚硬 ,产量也增加 ,不少城市

用砖砌城墙和道路。元明时期制砖技术更前进一大步 ,它的使用

数量和质量也都达到历史的高峰。明代由于砖山墙开始普及 ,还

导致了一种新的屋顶形式 ———硬山顶的兴起和推广。

2 　砖石材料在中国民居中的应用

1)砖石墙。远古时期人类便利用天然洞穴作为遮风避雨的

居所 ,后来又从收集石块发展到有意识的开采石材作为住宅的外

围护结构。石墙由于其形状和种类的不同也产生了不同的砌筑

和粘结形式 ,比如块石墙面和片石墙面。砖的出现使得墙体砌筑

更为合理和精致。历史上秦代砖墙已考虑砖墙的拉结问题 ,并采

用错缝砌法。到汉代墙体内外砖之间已有各种拉结的砌法。在

明代以前砖墙大多为包砌 ,以砖保护夯土墙 ,明代以后许多民居

建筑都采用完全的砖墙。砖墙面一顺一丁、多顺一丁等不同的砌

筑方式又使砖墙面形成丰富的细部肌理 (见图 2) 。我国传统的清

水砖墙就是因为其做法的多样性和精细的施工技术而形成了独

特的魅力 ,至今依然被广泛应用。

2)砖石拱券。砖石拱券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自承重结构

到承重结构的转变。砖石拱券即是在建筑中利用砖石叠涩或者

相互挤压形成门窗的过梁甚至屋顶结构。汉代以后砖石拱券结

构的优越性逐步被认识 ,于是开始被广泛用于墓室、砖塔、桥梁、

民居等建筑上 ,尤以晋、陕、豫用的最为普遍。元代起已有一些城

门使用半圆形券 ,明清则全部采用砖券。15 世纪出现了全部用砖

券结构的无梁殿。如建于明朝洪武十四年的南京灵谷寺无梁殿。

华北黄土地区的窑洞住宅内部也陆续衬砌砖券 ,说明砖券结构已

普及各地。石拱券与砖拱券有许多相似之处 ,也有其个性 ,由于

石砌块一般都较大 ,因此砌筑时长短边均可用于发券 (见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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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rgonomics in residentia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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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application of ergonomics in residential building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rgonomics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 is also discussed ,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residential building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rgonomics , so as to make in terior space of residence satisfy comfortable requirements for human , thus promoting human residential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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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砖石出挑。最初的出挑是较短的出挑 ,往往与装饰相结

合。比如川北的石穿斗结构。产生于东汉的叠涩其实也是出挑

的一种形式。砖的出挑与中国木结构中斗拱的出挑有相似之处 ,

不同的是砖的出挑是利用上部的压力来保证出挑的受力合理性。

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南方的封火山墙当中。

4)砖石铺地及贴面。我国民居很早便开始采用砖石作为室

内外的铺地。砖铺地在西周已出现 ,以后逐步发展。在整个封建

社会中作为一种高级铺地建材被长期运用。砖石铺地在耐磨、耐

水、强度及光洁度等方面都较白面灰、火烧土地面优越。砖石贴

面是用砖石来防护和装饰墙体及其他构件的表面。可以说砖石

贴面是砖石铺地的延伸。开始时用于土墙及土台基壁面 ,以后进

一步用于防护某些木构件。

3 　砖石的艺术创造
1)石窟。我国历史上因为宗教和文化等原因曾经开凿过大

量的石窟 ,特别是在南北朝时期 ,石窟的开凿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些石窟基本都是直接在山体上开凿形成的 ,它们成群散布在山

崖上 ,大量精美的石雕附于石窟内壁 ,而石雕之精美又表现出当时

极高的石雕技术。这些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有甘肃天水麦积山石

窟 (见图 4)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等。

2)砖石塔。我国境内的砖石塔从形式上大致可分为几种类

型 :楼阁式塔 ;密檐式塔 ;亭式塔 ;异型塔 ;喇嘛塔 ;平面又有四方、

六角、八角和圆形等形式。而从结构上又可分为纯砖石结构和砖

木混合结构两大类。从现存宋、辽、金时期的砖塔结构中就可以

看出 ,相对于唐代 ,当时的砖结构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唐代

砖塔外部用砖墙 ,而内部用楼板 ,木扶梯 ,仅在顶上用砖券封顶。

盛唐时期模仿木结构的砖塔不断增加。宋初完成的苏州虎丘塔

内部各层走廊楼板和塔心室全部使用砖叠涩和砖斗拱结合的方

法。北宋又发展为发券的方法 ,使塔心和外墙连成一体 ,提高了

砖塔的坚实度和整体性。我国历史上建造的砖石塔高度达到了

60 m～70 m ,最高的甚至超过 80 m (见图 5 ,图 6) 。

3)砖石装饰艺术。砖和石材在我国民居中作为装饰的应用

非常广泛 ,早在汉代人们便在砖的表面烧制出精美的花纹以装饰

墙面。明清时期砖雕艺术更是美轮美奂 ,常用于檐下 ,门头等处

(见图 7) 。另外砖墙的砌筑方式也会在墙面上形成细部的装饰效

果 ,传统的清水砖墙做法就是很好的例子。石材装饰往往以石雕

的形式出现在建筑中 ,台阶、栏杆、照壁、窗棂以及门楣都可以看

见石雕的装饰应用 (见图 8) 。

4 　结语

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建造材料中 ,砖石材料虽然不是发展主

流 ,但也占据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尤其是其在民居建筑中的

广泛应用 ,为提供耐用廉价的住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现在

对砖石材料使用历史的研究 ,不仅是对前人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

传统民居建筑的反思 ,更有助于我们探索和创造有我们自己特色

的现代民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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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ck material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building
ZHANG Xu2dong

Abstract : The author describes that the brick material plays important promot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build2
ing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rick material on Chinese traditional building , points out that the brick

material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building , expecially with the residential district , confirms the significance of reviewing

and researching brick material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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