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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调脊

以 卜论及各类琉璃屋脊做法
,

除特殊说明
·

者外
,

均按五 一 七样瓦件做法说明
。

正脊

这里指庞殿正 脊或尖山形式的硬山
、

悬山

和歇山屋顶的正脊
,

在操作过程中有如下工序

脊部处理

底瓦 自檐口排至脊部
,

在脊中碰头
。

早期

讲究的建筑在脊中板 瓦正碰头的缝中加盖夹泥

瓦 又称瓦掐子
,

没有夹泥瓦的也 可用筒瓦

或瓦圈 筒瓦横截成段 代替
。

至脊部的最末

一块盖瓦至脊中线的距离应小于正脊宽度之半
,

以保证正 当沟能卡住筒瓦
。

早期讲究的建筑是

使止 当沟正好卡住瓦的瓶子嘴
。

但这样做要求

尺 寸十分准确
,

今已多不用
。

捏当沟

正当沟略带弧面
,

分
‘“

膀
” 、 ‘

肚
”

部位
,

其肚 下的曲线正与底瓦及筒瓦吻合
。

将当沟用

灰泥固定的操作过程称为捏当沟
。

操作开始时
,

先 要在当沟上皮位置拉脊通线
,

正脊位置两侧

各一道
,

两人站在两坡屋面对面开始工作 先

在脊底坐大麻刀灰砌瓦条 将板瓦竖开成条
,

在砌好的 瓦条两旁用水润湿
,

将 当沟两边和底

面抹麻刀灰
,

跟线卡在瓦面上
。

当沟基本立直
,

下脚可稍向外一些
。

捏第二块当沟时要勾抹第

一块的接缝
。

如果全部捏好再勾抹就 易将麻刀

灰挂在外面
,

不仅费工还会把初步固定的当沟

勾活
。

随捏当沟也随往 当沟内用碎瓦片加麻刀

灰
“

填馅
” 、

抹平
。

下压当条

在 当沟上 口 抹麻 刀灰衬平
,

稳固压当条
,

压当条的八字里 日与止 当沟外沿 平齐
。

也 , ’用

素灰抹在压 当条上往上砌
。

随 卜条随勾抹 头缝

古建筑中将两块砖或瓦碰头的 竖缝 称为头缝

可用小压子挑少许素 灰盖住麻刀灰
,

勾抿
,

不

使起毛
。

砌群 色条

在压当条上拴线铺麻刀灰
。

注意
,

先川水

刷子刷湿一下群 色条
,

以保证粘合牢固
。

群 色

条探出外沿应与压 当条相齐
。

砌正通脊 正脊筒

止脊在建筑物中线位置 所 谓
‘

龙日 ”

要保证一块整活
,

靠吻兽嘴头位 置也最好是一

块整活
,

其它件活应在这之 间赶排
,

并应使整

条脊上的止脊筒为单数 以 按龙 口部位的两边

对称原则
。

操作时拉通线
,

铺灰砌稳
。

如先

砌筑后装吻
,

应预先样活
,

使扣脊瓦保证在吻

嘴上唇之 下 所谓
“

脊不掩材
” 。

砌筑 脊简

子时
,

要用铁丝穿过其间孔 洞与脊桩拴牢或用

铁条别着与脊桩横向相交拴牢
。

筒子内的中间

空隙要填馅
。

可以用轻质填料如木炭 木炭质

轻防潮
、

陶粒 天安门在修缮时用过
,

一

般是用麻刀灰
,

但只填脊筒高的普
,

不 ,咐“满
,

否则容易使通脊涨裂
。

放扣脊瓦

在正脊筒上加灰
,

安放扣脊筒瓦
,

也应保

证整块瓦坐中及靠吻嘴处放一块整瓦
,

再在其

间赶排
,

放不进整瓦时放瓦圈
。

由
一

古建传统

做法要在坐中脊筒 龙 内放入
‘’

宝匣
”

等

物 参看本刊 总第 期 《龙 「 一 文
,

所 以

居中的一块瓦是在瓦面全部完工 时最 后扣 上
,

谓之
‘

合龙 口 ” 。

现在修缮古建筑
、

若无这些



讲究则不作此举了
。

安正吻

正吻安装可以在砌正脊前或后进行
。

五样

以上的正吻因件大活重
,

应预先搭好上吻架子
。

正吻安装前要先在地面上试装一次
,

量出不同

部位的铁锅尺寸
,

加工好后编号
,

便于上脊安

装时对号入座
。

要在砌群色条时装好吻下当沟

及其上部的吻座
,

吻座上用麻刀灰砌吻垫 近

年来有的用平 口条代替吻垫
,

再在其上抹麻

刀灰砌正吻
。

在安放吻件前
,

应在群色条上垂

脊位置压铁筋
,

向两坡垂脊甩头
,

以便以后拴

结垂脊筒
。

吻有整个或多块合并的
,

安装时要

使吻身穿入吻桩
,

跟线取平后内填泼浆灰
。

注

意装吻时应预测与垂脊的关系 找出垂脊外皮

及高度达到的位置
,

要保证不使垂脊件压住正

吻上图案
“

龙肘
, ,

谓之
“

垂不掩肘
” 。

安装

吻件时若缝子大小不一
,

可垫薄铁片
,

缝宽者

背铁楔
。

打入铁铜子
,

并随之安剑把
、

背兽和

背兽角
。

大的正吻要安好吻索
。

在质量要求上
,

要保证正吻跟线
、

竖直
,

位置准确
。

装好后不

要急于拆除安装架子及支俄
,

应待若干天以后

视气温情况定 灰浆凝固强度足够再撤除
。

庞殿脊

捏当沟

跟旁囊线砌瓦条及斜当沟
。

斜当沟短膀在

外
,

长膀在后
。

庆殿脊内侧的斜当沟至正脊相

交处上口与正当沟上皮平 外侧的斜当沟与吻

下当沟交圈
。

操作工艺同上述捏正当沟做法
。

放置摔
、

徜头
,

下压当条

在脊端蝗娜勾头的方孔内打入铁钉
,

使铁

钉露出一段
,

坐麻刀灰稳固捎头和摔头
。

徜头

约退入勾头 厘米
,

掩头比摘头伸出一些
,

恰

好露出头部花纹
。

接着淌头的后面
,

在斜当沟

上稳固压当条
,

使内侧压当条与正脊压当条交

圈
,

外侧压当条与吻座相接
。

砌三连砖及兽座

兽座定位应使垂兽处 在 屋 架 正 心 析位置

上
,

但为使兽座前的三连砖赶上整件
,

可作少

量调整
。

用麻刀灰砌三连砖
、

兽座 或连座
。

兽座穿入兽桩内
。

稳兽头

安装前先在兽头内灌半口麻刀灰
,

倒扣过

来时
,

灰浆下沉正好将兽头砌稳
。

不可将兽头

装满灰浆
,

否则上部太重
,

重心偏高
,

不 易稳

定
。

较大的兽头应先绑哉杆支在瓦面上
,

待调

脊打点 勾抹
、

擦活等收尾工作 完成后
,

灰

浆也较为凝固再拆除支哉
。

兽角可在瓦面完工

时再用灰稳上
。

为以后固定垂脊筒
,

应用 号

铁丝拴兽桩并从垂兽后 口预先穿出
。

砌垂脊 筒 及扣脊瓦

将垂兽后 口穿出的铁丝接长
,

依次穿入垂

脊筒孔内
,

将垂脊筒砌在已抹麻刀灰的压当条

之上
。

在排放脊筒时要求
“
晒根不晒梢

” ,

即

将脊筒琉璃釉色重一头在下 因琉璃脊件在釉

烧过程中
,

在窑中立放
,

釉色不免略有下坠
,

使上头色轻
,

下头色重
,

俗称色轻者为
“

梢
” ,

色重者为
“

根
” 。

如果垂兽下用兽座
,

垂脊

后要接以垂脊搭头 如垂兽下为连座
,

则可用

一般垂脊筒相接
。

要在每一块脊筒后 口打灰条

砌
,

并随砌随勾缝
。

在正吻相接处要用垂脊俄尖

与正吻相接
,

并使铁丝与在吻下预留的铁筋相

连
。

垂脊内填馅方法同正脊
,

并随之安稳扣脊瓦
。

安仙人走兽

在垂兽安装以后
,

脊前段与脊后段可分组

同时进行操作
。

仙人之后走兽宜为单数
,

并要

使最后一个小兽与兽头有一 块整 瓦的 距 离为
宜

,

若尺寸不够
,

也可加冬一 吝瓦长的瓦圈
。

二
’ 们 尹 、 切 一 ’一

万
’

曰
’

, ” ””切 。

小兽可依次连接
,

也可加瓦圈分开
。

方眼勾头

稳在掩头上
,

仙人座安装在方眼勾头上
,

仙人

头应在最后全部调脊完成后坐灰装上
。

全条脊

做完后
,

要用掺色的小麻刀灰打点
,

并将脊件

擦干净
。

卷棚元宝脊

元宝脊没有突出于瓦面的脊件
,

只用折搜

板瓦
、

续折腰瓦及罗锅
、

续罗锅筒瓦
。

应首先

窗好续罗锅下面的
“
老桩子瓦

” ,

再作脊部及

进行屋面窗瓦
。

工序如下

拉脊部齐头线 自脊中往两坡距脊中

线 一 厘米处各拉一根平线
。

按号垄位置依齐头线摆放枕头瓦 又



叫做梯子瓦
,

是平行于脊的方向位置的筒瓦
,

每垄一块
。

在枕头瓦上
,

向脊部依次放两块板瓦

和一块续折腰瓦
,

也可连续放三块板瓦
,

谓之

老桩子瓦
。

稳续折眼瓦 操作时两人分别对面站

在两坡屋顶上
,

一人章起续折腰瓦
,

另一人在

屋脊部位放抱头灰
。

然后两人同时分别稳两坡

的续折腰瓦
,

手法是用大姆指用力下按
,

务必

做到灰浆饱满粘结
。

官折腰板瓦 再在脊部加灰完折腰板

瓦
,

使瓦列整齐划一
。

完罗锅筒瓦 在折腰板瓦间的蜘蜒当

加灰填实
,

上打盖瓦泥
,

加驮背灰
,

稳好罗锅

筒瓦
,

务必使瓦面高低一致
,

以保证整条罗锅

脊直顺
。

了 完瓦面 脊部完成后开始大面积密瓦
,

手法与前述瓦面做法相同
。

应注意近于脊部时

要保证续罗锅筒瓦完整
,

如果尺寸不合
,

可将

其下面 先它 的一块筒瓦打瓦圈
。

方法是先

样好续罗锅筒瓦大小
,

按其所 占位置定其下的

瓦圈长短
。

如瓦面不用续罗锅筒瓦
,

则直接用

筒瓦与脊部罗锅瓦相接
。

但缺少续罗锅瓦则便
屋面脊部生硬一些

,

讲究的瓦面还是应该使用

续罗锅瓦的
。

作脊部时预先使用的老桩子瓦
,

一直保留到屋面完瓦作到此处
,

当底盖瓦它到

这里时
,

撤去梯子瓦及上面的两块板瓦 这两

块瓦原来未加灰泥
,

保留已用灰稳住的续折

腰瓦
,

在撤出瓦的位里上加窗瓦灰泥 宜用素

灰
,

再把这两片瓦按原来位置官好
。

硬山与悬山的尖山垂脊 玲珍排山做法

硬山与悬山的垂脊
,

赏见有尖山与圆山两

种
,

分别对应正脊或无宝脊做法
,

在山面部位

常用玲挡排山
。

对墙头等特小的建筑部位
,

亦

可用披水排山做法
。

本文所述为玲挡排山脊
。

其做法是在密好玲档瓦的基础上捏当沟
、

稳垂

兽
、

下脊筒
、

扣脊瓦
,

方法一如前述房殿脊
,

只是要特别注意几点

在脊端用灰砌咧角徜头
、

摔头或咧角

盘子
,

它们应与梢垄成
勺

夹角
。

在垂脊外侧捏当沟
,

上置压当条 里

侧无当沟
,

在梢垄熊背上用素灰砌平 口条
、

压

当条
,

平 口条上皮应与外侧当沟上 口平 有时

垫一层平 口条还不能垫平
,

则可垫两层
,

但应

该在它瓦时注意此问题
,

找规矩部位时应按一

层定位
,

在平 口条和当沟之 间用灰及碎砖填

实抹平
。

因为山墙本身有向里倾斜的
“

升 ,’侧

脚
,

故垂脊应做得上大下小 即当沟上 口位

置收一点
,

压当条稍收一点
,

以便与山墙外

观取得一致
。

圆山箍头脊 玲挡排山做法

兽前一段做法同尖山玲档排山脊
,

仅在兽

后一段近山尖处要砌罗锅垂脊筒
、

续罗锅垂脊

筒
,

扣罗锅筒瓦及续罗锅筒瓦
,

在续罗锅垂脊

筒与垂兽后的垂脊筒之 间赶排一般垂脊简
,

在

居中的续罗锅筒瓦与垂兽后赶排扣脊瓦
。

歇山垂脊

它与硬山垂脊不同的是无垂兽前段
。

操作

时先定垂兽位置
,

应基本找准正心 析的对应的

瓦面部位
,

并对准正吻适当部位 保证
“

垂不

掩肘 的走水当定出垂脊位置
。

找到垂兽座应

在之处
,

先将托泥当沟用麻刀 灰卡砌在走水当

内
,

其后砌一层平 口条
,

上砌压 当条
,

再稳垂

兽座
,

脊外侧的平 口条和压当条砌至与俄脊交

圈处
,

另做俄脊
,

俄脊后的垂脊外侧至山尖是

在玲挡瓦上放正 当沟
、

压当条
,

与俄脊交圈
。

应使两面压当条在同一高度
,

便于垂脊简下脚

平整 若内侧压当条不够高
,

亦可垫两层平 口

条
,

继而在两边压当条之 间填馅抹平
,

上面

坐灰砌垂脊筒及扣脊瓦
。

’ 歇山俄脊 岔脊

兽前一段做法同庞殿脊
。

俄兽位 于正心 析

位宜乌 兽后的俄脊筒高 度应 为垂脊 筒 的击
所谓 “

九扣
” ,

俄脊两侧均用斜当沟
,

其

外侧的斜当沟应与垂脊正当沟交圈
,

因而压当

条也能交圈 其另一侧 即 于前后檐瓦面 的

斜当沟用至边垄
,

其上的压当条与垂脊压 当条

交圈
。

哉脊筒与垂脊交接处
,

需用俄脊割角
。

敛脊与垂脊的平面投影作
“

相 交
。



歇山博脊

首先确定
“

挂尖
”

位里
。

挂尖应紧贴博缝

板
,

处于博缝板和瓦面交界处
,

挂尖下皮与瓦

面应有一个距离 该距离等于一个当沟和砌压

当条的高度
,

并使挂尖隐入排山滴子下面 ,

挂尖外口饨角夹角处
,

应在盖瓦垄熊背中线上
,

并使两挂尖在屋面上的位置对称于脊中线
,

按

挂尖位里确定当沟位置即当沟外皮不超过挂尖

外皮
。

操作时
,

先砌挂尖下的当沟
,

压当条
,

稳挂尖
,

随之按其位 拴线
,

铺灰砌其间当沟

及压当条
。

在两挂尖之间赶排砌好承奉连砖或

博脊连砖
,

在连砖内填馅铺灰砌博脊瓦
。

博脊

瓦的向外倾斜度 泛水 同挂尖
。

里 口空晾用

掺色麻刀灰抹严压光
,

并用掺色麻刀灰打点勾

缝
,

攘净交活
。

。

围脊

根据合角吻的高度定围脊的高低
,

原则上

按满面砖的大小定宽窄
。

具体方法是
,

由猫王

拳往下翻活
,

使合角吻的卷尾既碰不到猫王拳
,

也不宜使合角吻离开倾妨太远
。

仍然按
“

脊不

掩唇
”

的原则确定蹬脚瓦的高度
,

但这个高度

又是与满面砖有关的
。

将满面砖放在蹬脚瓦上
应使其有围脊宽靓助泛水

。

在实际操作中
,

可以用临时做的
“

方尺
”

和
“

制子 ” 进行样活
。

方尺长边应等于围脊的

高度
,

即 自正当沟下皮至大额仿下棱
,

包括正

当沟
,

压当条
、

博通脊
、

吸脚瓦
、

满面砖斜放

高度及它们之间的灰缝厚度 方尺的短边应是

围脊的宽度
,

暂按满面砖斜放与大额杭下梭相

抵的尺寸
。

制子的长度应等于合角吻高加压当

条
、

正 当沟及其间的灰缝厚度
。

用方尺和制子

找尺寸可免于将笨重的件活在瓦面上挪动找位

置
。

将方尺按长边竖直的方向立于底瓦上
,

短

边抵至大额仿外滚棱
,

长边与瓦面的接触点即

当沟外皮下 口 ,

按此点用制子量度一下
,

看看

合角吻的位置是否适合
,

若不合则须作调整
。

用这个方法定好围脊位置后
,

围脊的宽度也许

不正好是一块满面瓦的位置
,

但只应大一些而

不能小
,

距离大了可在满面瓦后 口加条与额仿

相抵或用色灰填实压光
。

注意切不可不样吻位

就按满面瓦大小定围脊位
,

否则易在装吻时

与猫王拳抵触
,

导至整个返工
。

确定合适位置

后便可定点拉线
,

捏当沟及砌筑其上各件
,

最后

装好合角吻及合角剑把
,

并注意在吻与柱子之

间的空当内填灰并抹出泛水
。

用于盈顶的围脊

做法基本同此
,

但不用样活
,

唯需在脊下设泄

水口 ,

装过水当沟
。

角脊

做法同歇山俄脊
。

角脊处于角梁背上
,

囊

不大
。

由于有的垂枪下枪瓦件比上橄小一样
,

因此其脊件也比上愉所用脊件小一样
。

角脊兽

头位于正心析位里
。

重枯平座滴珠板

滴珠板由挂在重格建筑平座之下的琉瑞件

组成
,

单块作成云头形装饰
, 面上一般有如意

云图案
,

又叫做云板 , 也称为挂枪板 图
、

。

它的上格做成直角小枯
,

内有孔润 有的

云板在平面上

还有孔洞
,

叫

傲虎眼
,

可穿

铆钉固定于平

座木挂枯岛
木 质 挂 枯 板
〔也叫做滴珠

板 做成与琉

确云板同样的

形状
,

用于垫

拍充瑞件 吸也

有的重格建筑
图 云 板

、

一 “ ‘

一 平座不挂琉瑞

件
,

仅用木质

挂枯板
,

底脚

做成云头形或

取平
,

讲究者

雌刻云盘线贴

金 —砒不详

述
。

云板加

图 云 板 正 面 与背面
工订货时要准

下转第 页



搭交檐攘和金擦上
,

前端向外挑出
,

后尾向上

延伸交于攒尖部分的雷公柱上
。

这种角梁直接

交于雷公柱的作法是比较少见的
。

亭子各面的

椽子采用通椽
,

屋面椽子不分步架
,

没有举折

变化
。

因通椽跨度过大
,

在中间又加了一 根类

似上金擦的构件
,

构件搭置在角梁背上
。

檐头

有 飞椽
,

呈反宇之势
,

这是屋面唯一的一点举

折变化
。

仔角梁系采用大翘飞做法
,

头部略微

向上翘起
。

荟亭的构架
,

无论从构件的断面以及构造

形式
,

均突破了北京地区官式做法木构架的程

式
,

采用 了江南地区的一些构造手法
,

构架显

得轻巧灵活
。

但上下两层类似金擦的构件
,

节

点处采用合角桦
,

比起搭交桦
,

结构功能要差

得多
。

由于屋面没有什么举折变化
,

显得平板

呆滞
,

这些都是不足的地方 图
。

六 角套亭
,

除采用荟亭这种构架组合方式

外
,

还可有其它组合方态 图 为应用一般六

角攒尖亭构架模式组成的井字扒梁式构架
,

这

种构造型式虽很一般
,

但结构坚固可靠
。

图

为采用网架式扒梁组成的网架式扒梁构架
,

这

种构造较前者要新颖灵活
,

结构同样可靠
,

可

供参考
。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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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前要在地面上样活
,

打琉璃珠 敲掉云板

边沿的琉璃流坠物并剔除堵塞虎眼的杂物
。

安装时拴铁丝固定
。

用铆钉经虎眼打入木质挂

檐板钉牢
,

在上部接缝处用麻刀灰锁口 ,

填塞

后灌浆抹麻刀灰 称为苦小背
。

注意在找尺

寸时不要让平座压沿砖直接压到琉璃件上
,

应

使云板与压沿砖间留有一定空隙
,

用麻刀灰填

塞
,

否则会压坏琉璃云板或至少使其不能平整
。

最后用掺色麻刀灰勾缝
,

擦拭干净交活
。

琉璃宝顶的安装

用于圆攒尖建筑的宝顶
,

宝顶座直接压扣

在连办瓦上 见本刊总 期第 页图

用于四
、

六
、

八方带垂脊的攒尖
,

则应考虑垂

脊交接的地位
,

一般有两种做法 一是垂脊搭

在圭角
、

下仿上
,

扣脊瓦与宝顶的下泉相交圈

另一种做法是圭角下再加宝顶圈
,

以容垂脊的

搭置 见本刊总 期第 页图 一 及第 页

图 一
。

须注意不加宝顶圈做法者
,

垂脊

不得吃进 束腰位置
,

否则宝顶会显得太过缩入

瓦面
,

甚不美观
。

方形攒尖建筑宝顶座 圈

底下
,

应有压当条
、

正 当沟等件
,

方形底座者

这两件亦用一般的平面件活 圆形底座的
,

则

应用圆弧形的正 当沟和压当条
,

以与圆形宝顶

吻合
。

宝顶的琉璃分件应在上屋顶前先在地上样

活并打好记号
,

以便上顶后对号入座
,

逐层分

件安装
。

圆形攒尖建筑是先摆放好连办瓦
,

上

面压放宝顶座
,

再逐层安放上面各件
。

埋入宝

顶内的 ,’公柱 口月做宝顶柱子 应预先做防腐

处理 、如满刷热沥青
、

煤焦油之类
。

每件琉

璃要用铁丝穿过内部预留的孔洞与宝顶柱栓牢
。

富圆形宝顶可使用抡杆找圆的标准
,

用掺色麻

刀灰稳好各件
,

每层找平后
,

上 口再抹麻刀灰
,

逐层上砌
。

在上砌的过程中
,

应逐层填入轻质

材料
,

一般填入泼浆灰并用麻刀灰抹平
,

在顶

珠部位只填半 口 ,

上盖顶盖
。

对 于无顶盖的顶

珠
,

则先往顶珠内装枷度的麻刀灰
,

如坛

倒扣过来
,

麻刀灰落至底脚将顶珠稳住
。

山
几

雷

公柱在木作安装时一般预留较长
,

在安装项珠

前应将宝顶柱子截取合适长度 一般不抗着 上

部即 可
。

稳好宝 顶珠经检验正直后
,

用掺色

小麻刀灰勾缝
,

擦净交活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