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
在美国宾大求学时，梁思成看到了著名的《弗莱彻建筑

史》一书，书中插图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都令他钦佩，决心在自
己写作的《中国建筑史》专著和相关研究论文中，也把中国建
筑画到这个水准。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与积累，梁思成笔下的中
国古建筑测绘图，已经秉承了西方建筑学的制图手法及其蕴
含的西方古典主义美学精神，尤其是当中许多专门绘制的“综
合集成式”插图——把一批经典建筑或者单座重要建筑的
不同图纸，通过精心安排的构图，组合成一幅完整的大图，并
且在图中加入中英文双语解说，图文并茂，信息量很大。可以
说，这批图纸既是赏心悦目的画作，更是对古人营造秘诀的
图解。这本手绘图采用线装装订，385×300毫米的大开本，内
文用的是75g仿古轻型纸，全书一共三十五张筒子页，精选59
幅宝贵的手绘建筑图纸重新修复。此外，该书的出品方“读
库”还推出了一本基于此手绘图的周边笔记本，精装布封烫印
的硬面抄里55页为插图及文字介绍，105页为空白页，对建筑
感兴趣的文艺青年不妨参考。

跟着梁思成，拜访古刹楼阁
【文/张晓雯 图/受访者提供】

文艺“大叔”宋骏从来不安于常规的旅行，那种参观景

点型“旅游的旅游”早就不能满足他了。每一次旅行，他都会

设定一个主题。例如，去过太多次日本还有什么可去？京都、

东京舍去，购物舍去，不如就安排一条从北到南的火车之

旅，体验日本从老火车到新干线各式各样的铁道文化；下个

月，他马上又要根据司马辽太郎写的《坂本龙马全集》，准备

沿着这位明治维新思想家的生前轨迹走一遍。

“很多古代留下的东西成为了景点，很多却在偏僻的地

方。”宋骏前年去过一次“意大利建筑之旅”。一方面，他去拜

访了一些小众但有特色的地标，其中不乏佛罗伦萨大教堂穹

顶的设计者布鲁内列斯基这样的知名大师所建造的作品，却

因为位于罗马的山上而乏人问津。

一方面，他有感于西方建筑从哥特式、文艺复兴时期

到巴洛克式的巨大差异，相比之下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变化

不多，形态稳定。复旦大学毕业的宋骏有不少厉害的学者

老同学，为他推荐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古建

筑——寺庙。于是，8月9日-8月17日，这个平日里也不烧香拜

佛的人便踏上了一天看一座寺庙的旅途。

拍一张梁思成手绘的同款照

作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第一人，梁思成所做出的贡献是

“看得见”的。此行宋骏参考的蓝本是由“读库”出品，依原

件翻拍再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手绘图，开本很大，一页一

图。这些手绘图原本是梁思成为自己用英文写就的《图像中

国建筑史》所绘制的插图，从1931年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

对中国古建筑展开系统考察与研究开始，测绘是他工作成果

与美学造诣的集中体现，创造性地融入了中国传统工笔和白

描的技巧，每座寺庙用正面与截面两张图展现，亦不缺各种

建筑部件的拆解介绍，名词详尽，画工精细。

手绘图的背后是梁思成不为人知的辛苦勘探，相比之

下，宋骏谦虚地说自己只能算是走马观花。确定的是，当下

了火车，又转了几趟车，去到那些鲜少有游客，甚至人迹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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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的“非景点”寺庙时，多少与当年先生顶着风尘找到它们

的心情相重合。复习着文献上的历史重述，宋骏也在实地观

察到了不少寺庙建筑的门道：“佛光寺在五台山很早就存在

了，梁思成听说后，坐牛车、驴车去，发现梁上还写着捐钱盖

寺的施主，有名字有年代，经幢上也有这个人的名字，能互相

佐证；山西大同和太原之间的印县木塔则是他从照片上看到

的，惊讶于5层里每一层又夹着2层，实际上可能有10层这么

高的木塔，还完全是木结构，写信给印县照相馆后得知木塔

还在。”有不少还得多亏了梁思成留下来的图像，否则早已

因寺庙损毁，世人见不到原样。如原河北宝坻的广济寺，柱

子被拆去架桥，随寺庙留下的精美唐宋辽彩塑只有在手绘图

中才看得到。2007年在原址上重新盖了一座同名的寺，宋骏

没有选择去。

在踩点每一座寺庙的时候，宋骏都会拍一张“同款照”。尽

管有时因树木遮挡，无法做到神还原，但至少在相同角度拍一

张，也算是对自己研究梁思成手绘图的总结盖章吧。

抬头，仰望斗拱

“我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跑到寺庙里，头就往上

看。”在宋骏看来，“地”不如“顶”来得奇妙。作为立柱和

横梁交接处的承重结构，斗拱为中国建筑所独有，讲究可

不少。

在建筑领域，我国古代两本最重要的文法课本——宋

朝的《营造法式》和清朝的《工程做法》提到了“材”的概

念。所谓“大材小用”，可能就是这个典故来的。“一根梁即

‘材’的比例一般是3：2，高3宽2，再根据造的房子的大小算

‘材’的大小，越大的房子‘材’就越大。”宋骏介绍道。

在西方，这样的概念被称为“order”，即工程的法式、制

式。西方建筑的order是柱，早在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里

就有提及，柱径和柱高的比例继而决定了每一间神庙的宽

度、大小。在中国，斗拱就是被提升到了这样的高度，由于斗

拱决定了“材”的大小，“材”的大小根据营造法式又都是有

心水寺庙list
最震撼：石家庄正定龙兴寺，是我去的第一座寺庙。当初

可能没感觉，以为好的在后面，后来才发现它是最厉害的，应
该多花点时间。好多寺庙可能只有一个殿或一个阁是以前遗留
下来的，其他的是后来明清建的。龙兴寺居然有4栋房子都是
当时留下来的，还有隋朝的碑、泥塑、壁画等，放在别的地方都
是镇寺之宝。

最多建筑：不知道为什么都在山西，号称地上博物馆，不
像陕西、河南，地下的青铜器、陵墓多一些。山西的南禅寺、佛
光寺都是唐朝遗留下来的。梁思成上世纪30年代去的时候就
说过，一部分原因是它远离了五台山这个人多、香火旺的风景
区，避开了一直翻修，被改得不成样的命运，得以保存得比较
好。尤其是南禅寺，极少有人去。

最多斗拱形式：印县木塔。斗拱每挑出一层为一跳，每增
高一层为一铺，可把最外层的桁檀挑出一定距离，使建筑物出
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结构上分转角（角落里45度
出去的拱，撑住两边的屋檐）、柱头（柱子上面的）、柱间（两个
柱子的中间）等，梁思成曾说印县木塔有30多种斗拱样式，我
到了木塔看介绍，说是有50多种，等于所有中国斗拱的大全都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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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这样的历史，就变得尤为重要

Q：追寺庙的旅程中，有没有增长什么以前所不知道的见闻？

A：像是日本古建筑保护得好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几十年、上百年，会把建筑拆开来

重新弄一遍。我这次也学到一个术语——落架大修。龙兴寺里面的一个保安样的工作人员

还很博学，不让游客拍照，哪一年落架大修他都知道。落架大修有时要把全部屋顶拆掉，会

发现一些柱子已经腐烂了，腐烂较少的就换掉一半，柱子可以接起来，整根腐烂的就整根拿

掉。南禅寺原来的柱子是柏树做的，换了一根松树做的，木头的纹理就看得出很不一样。印县

木塔也碰到这个问题，前几年旅游去过一次，还能上到楼上去，现在只能在楼下走一走，一二

层的柱子都烂掉了，不能再让人上去了，要整个抬起来，中间的柱子想办法拿出来换掉，都搭

了脚手架了。

Q：这一趟下来，除了有感于建筑的美之外，对中国传统建筑是否有不一样的情结？

A：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建筑？梁思成写过，他并不太喜欢国内一些欧式建筑的遗留，后

人盖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如协和医院，也不是太热衷，因为毕竟不是中国的传统建筑，我们

应该继承、延续属于中华的文化。另外，建筑不像书画、金石，中国没有建筑学的概念，建筑

在国内不是一门艺术，只是门手艺。不知道这房子是哪个人设计的、哪个人盖的，这样的情况

很多。不像隋朝就有画家、书法家，唐朝有那么多作家都留下了名字。建筑是没有名字留下来

的，它是作为一门手艺，来被对待的。记录这样的历史，就变得尤为重要。

生活周刊×宋骏Qa
宋骏  Jay Song

规定的，因此斗拱成了决定建筑面积、方位的最重要的核

心。然而，斗拱在古代只为皇室专用，平民房屋并不会因为

缺少斗拱就造不出屋檐。明清的建筑大多可见到细碎的花

式斗拱，可证明那时斗拱的形式感已大过功能性。而在唐

宋，斗拱却是实实在在必不可少的结构部件。因此，宋骏这

一趟“寺庙行”主要看的是唐宋建筑，不光因为明清建筑在

如今的遗存很多，称不上稀奇，还因为唐宋建筑的这一份“实

在”比起明清建筑的装饰更吸引他。

在平遥古城，到处是吵闹的声响，满目是花花绿绿的色

彩，马路上放着音乐。离开十几公里路，看到镇国寺的第一

眼，宋骏就有种“得救”的感觉：“斗拱基本占了柱子高度的一

半（清朝以后就占五分之一，斗拱很小很细），木头却很粗，风

格古朴，和平遥的喧闹相比，这样的寺庙对我来说更自在。”

梁思成手绘陕西长安大雁塔

梁思成手绘周边笔记本

山西应县木塔手绘
山西应县木塔河北正定龙兴寺转轮藏殿河北正定龙兴寺摩尼殿内彩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