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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中国传统住宅中%由五行观念引申而来的轴线观念虽然具有重要意义%却也是民用建筑礼制上的

约束%但传统住宅设计并不囿于此%而是在结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过程中开创了全新局面%为后人留下丰富

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建筑设计实践经验&

关键词!轴线!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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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住宅中的轴线观念及其

渊源

"/

传统住宅中的轴线观念

在中国传统住宅设计中%轴线是作为逻辑结

构而存在的&中国传统住宅类建筑的构造形式

由于受历史,自然条件,地方观念%甚至信仰不同

的影响而趋于多样化%从北方的四合院到南方的

天井式院落%不一而同&从技术上讲%很难从中

抽象出一个典型来%但要从中提炼出一些共同要

素还是有可能的%比如常见的斗拱,屋顶造型等

等%只不过这些都针对中国建筑五个体系中的最

低层次%即局部结构或某些构件而言&从整体的

角度来看%传统建筑真正的共通性大抵都存在于

一些逻辑结构中%这些结构的地位或意义在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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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次上决定了实际建筑结构的布局%建筑中的

轴线结构即为其一&

轴线与建筑等级紧密相关&毋庸置疑%中国

传统建筑的发展受到森严的等级观念制约*

"

+

%这

种观念影响了建筑设计的每一个细节%包括轴线

等逻辑上的结构&等级观念与建筑结合诞生了

一系列的礼制建筑%此类建筑现存最为完整的代

表作是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其中太和殿是紫禁城

内等级最高的单体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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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作为宫室建

筑%紫禁城是一个建筑集合体%它同时具备了住

宅!含简单与复杂住宅"与城的特征&但作为一

个城%它的级别还不算最高&最高者当推环抱着

它的北京城%从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图中可以看

出%它是被当做一个超级宫殿来建造的%但它与

本文要讨论的主题关联不大%从略&从紫禁城的

布局来看%可以看到三条严格而完整的纵向轴线

!中间一道经过建筑群正门的中缝%另外两道位

于两侧且平行于中轴线"贯穿其中%横向轴线虽

多%但相对琐碎&这种布局也出现在清代宫室建

筑如恭王府的结构设计中%只是在尺度上要小许

多&1周礼-匠人营国2条载'#匠人营国%方九

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

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由此可见%建筑!群"

轴线结构的发展由来已久%并且其多少与长短均

有定制%与宅第主人的社会身份相关&

$/

传统建筑中轴线观念产生的渊源

显然不能够在最初的建筑中找到轴线这样

的虚拟结构%这个结构虽然是后起的设计%是随

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逐渐形成的%但它也由来

已久%与中国远古时期所重视的方位观念有关%

方位观念对建筑的影响朝两个方向发展&朝高

端方向发展形成礼制建筑中最为重要的逻辑结

构%朝低端方向发展则结合了道教和民间的某些

观念形成了民间信仰中的风水观%后者晚于前

者%这是另一个话题&中国自古号称#中央之

国$,#中土$%其中的#中$字很独特%它的甲骨文

形式是一个由#丨$最后发展成类似#中$的文字%

从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这个#丨$形符号就是用来

测日影或竿&相当于日晷的晷针&由于这个竿

或晷针处于测影工具!或晷"的中心%因此它就成

了#中$字的表意符号&实际上%在甲骨文#中$字

从#丨$发展到#中$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十$

字%它也表示#中$&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前三世

纪的时候%时间与方位还没有关联%但从汉代开

始%时间观念就开始与方位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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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春$与#东$%#夏$与#南$%#秋$与#西$%

#冬$与#北$分别对应%这也是形式上何以表示时

间观念的日晷晷针同时也可以表示方位&甲骨

文#十$字在字意义上对应于现代意义上的#中$

字%但它所包含的意义以及在古代建筑乃至文化

史上的影响却远胜于此&这个#十$字形%它不仅

指示#中$%而且还表达了远古时期先民们所奉行

的方位信仰!一横一竖是两个垂直相交的坐

标"%333这种信仰最终发展成主宰四个方向的

神祗'朱雀,玄武,青龙,白虎333以及它在人类

命运中的主宰功能与地位&先秦时期%曾有#明

堂$建筑%但随着历史的湮灭而失载%至新莽时

期%王莽倡导复古%时人不知明堂的结构为何%于

是便在儒生的夹杂臆测研究中推出了#亚$字形

平面分布的宗教性结构&现代考古通过对其残

存遗址的挖掘以及复原%证实它的确实存在*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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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建筑的内部构造的横截面经过简化以后其

实就是一个#十$字形的建筑%当然%#十$字形结

构的影响颇为深远%不仅可以在汉代流行的
7V>

规矩镜上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还可以在清代的天

坛,地坛上看到它的影子&

从上面的讨论来看%轴线结构实际上就是方

位观念的延伸和发展%所不同的是%后者保持了

方位观念的原生态色彩或巫术或宗教色彩(而受

时代观念的影响%前者以技术的方式处理了这种

观念%并在其中揉入礼制观念&

!!

二!轴线观念在传统住宅营建中

的应用

!!

毫无疑问%传统住宅营建中充分应用了轴线

的观念%而紫禁城就是这种观念应用的巅峰之

作%但它不具普遍意义的代表性%以下就以四合

院为例对轴线观念在传统住宅中的应用进行讨

论!图
"

"&

B!

第
#

期
!!!

陈其端'轴线观念与传统住宅营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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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中的轴线与房屋关系

! 以标准的三进四合院为例&从四合院最前

面的宅门进入宅内%首先是一个狭小的院子&院

子的南侧有一排朝北的房子%叫作#倒座$%这是

仆人住的房间%也可供来客过夜住%或者堆放杂

物&小院的北面是一垛墙%在这垛墙的正中%即

中轴线上设有一道装饰华丽的门%叫#垂花门$%

再往内则进入#四合院$的主院&主院是一个配

有绿植且进深较深的庭院&庭院北侧居主导地

位的是正房%中轴线贯穿其中且坐北朝南333体

量是整个宅院中最大的%这里住的是宅主!或家

中的长辈"%正房的两侧还带有东西耳房和小跨

院&庭院的东西两侧是厢房%是晚辈住的地方&

厢房开间较正房小得多%进深也浅&正房之后有

小院%是为第三进%一溜房子坐北朝南%叫#罩

房$%一般是女佣的住房,库房,杂物房等&通常

宅中的妇女是不能随便到外院中去的%而往来的

客人不能随便进入内院%这样一来%除了看到一

条明显的主轴线以外%还可以看到另一条辅助的

轴线%两条轴线将建筑的尊卑和伦理功能定位得

非常清晰%众所周知%它们在封建社会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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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将这种关系表达得更加清晰%

整个四合院是以正房为中心%倒座和罩房拱卫%

房屋的地位也是严格遵循轴线上的房屋地位比

轴线两侧高%庭院中的房屋比院外的高&轴线在

这里起着基础的作用&

不仅四合院的营建遵循这种轴线规律%其它

民居%尤其是那些受正统礼制观念熏陶或洗礼的

士绅们所营建的宅第%无不重视房屋轴线的设

计%至于具体的应用实例%在文中相关部分均有

列举%此处便不再重复&实际上%对轴线观念的

强调与应用%其实质在于确立严格的#伦理和尊

卑秩序$&伦理,尊卑秩序是建立#家长制$中国

文化传统中权威的重要手段%在家庭则为建立主

人的权威%在国家中就是树立皇帝的权威%这是

#家长$治家%君王治国的根基%不能动摇&在佛

教传入中国之前%印度的佛教建筑有其自身的体

系%它以佛塔为中心展开%但这种体系与中国传

统的以宫殿为中心的建筑体系相冲突%因此佛教

传入中国之后%其建筑思想便与中国传统建筑思

想妥协%佛塔便不再成为建筑的中心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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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此可见由轴线观念演变而成的秩序观念在传统

建筑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它甚至已经溶入中

国的文化传统%成为民族集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三!轴线观念在传统住宅营建中

的演变

!!

张宏认为%在宗法礼制的作用下%传统住宅

的营造出现了空间结构上的相似性%甚至建造住

宅成了一件可以依照#标准$而行的事情%从而连

#建筑设计师$也省去了%只需建筑工匠即可&朱

贺的讨论则进一步将城的结构与宅第的结构相

提并论%提出#家国同构$的观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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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城的

构造与宅第的构造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但如果要

坚持朝着这个方向去追索的话%也许在雷德侯所

谓的模件化或规模化理论中更能够找到契合的

成分&

可以用雷德侯模件理论来解释#城池$与#宅

第或庭院$关系的依据在于%即使是中国古建筑

所倚重的最负盛名且影响深远的经典1营造法

式2也没有关于造城的理论,经验或法式的记载&

关于这一点%雷德侯认为'#也许这不在作者的职

责之内$%笔者以为%城的营造毕竟不常见%也是

不需要或不能进行规范或者加以统一的情况&

实际上%就是1营造法式2中所记载的标准化营造

也是难以得到确切实施的%尽管表面上看来中国

传统建筑中有许多构件都相同%但由于受到礼

制,环境,民俗等因素的影响%建筑轴线中的结构

也千差万别%粗略看来%至少可以归为四大类'第

一类就是规格最高的祭祀类建筑%包括寺庙等宗

教这些用来祀神的建筑&这一类建筑中有许多

单体建筑都严格遵循#十$字形轴线%其建筑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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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都是正多边形或圆形%天坛,地坛就是很好

的例子(有些寺庙中的佛塔也是如此%比如应县

木塔&第二类就是宫殿建筑%比如紫禁城,恭王

府&它们都有三条!或以上"贯穿建筑群始终的

纵向轴线%但横向除了分别内,外庭的那一道通

常贯穿建筑群两端的轴线之外%其余的轴线大多

数比均短%在分布上也没有明显的规律,显得琐

碎&第三类是以北京四合院,徽派建筑等为代表

的民间住宅类建筑%它们似乎也有两条轴线%但

它其实是第二类庭院建筑的简化版&第四类是

只有一条或纵向或横向轴线的建筑&这四类轴

线的演变规律是%由复杂,严谨向简单自由演变%

由多向少,由长向短演变&最后%轴线在建筑群

落中所载负的沉重礼教意义也因为这些演变而

悄然流失&

前文曾提到新莽时期重建的明堂333一个

有十字形结构的祭祀建筑%何以王莽要去复原那

样的一个建筑呢%因为它是#君权最权威的象

征$&实际上%笔者以为%这是一个天的象征%居

住其间的人主或所供奉的神祗拥有#替天行道$

职责或权力%1礼记2中的记载可资证明'皇帝在

明堂中移动的路线与宇宙中太阳移动的路线是

绝对一致的%只有在一年中间的那一天%皇帝才

能走到明堂的中间!宇宙的核心"%做回他自己%

即天之子%而不是时间的指针&可见十字形结构

即使对帝王也是一个礼制约束%而不仅仅是特

权%所以除了一些祭祀场所之外%通常不会采用

#十$字形的轴线来设计宅第%那些具有十字形轴

线的宅第不是普通人而是!祖先"神的居所&但

也有特例%比如紫禁城中的中和殿就采用了这种

十字形的轴线%这个殿的位置也比较特殊%位于

太和殿与保和殿之间%处在一个#中$间位置&杨

春风等学人认为%作为皇权象征的紫禁城外朝三

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本身就位于#中$

!指紫禁城位于北京城之中"中之中%坐落在一个

巨大的#土$字形三层汉白玉台基上%五行,五方,

五色分别为#土,中,黄$%在设计上高度符合礼制

规范*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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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和殿的特殊了&当然它的形制似

乎要比太和殿%甚至是保和殿小许多%在建筑等

级上看来要更低一些&实际上%这是东汉以来皇

权与神权相互妥协的结果*

F

+

&神权形式上高于

君权%但自东汉以后%君权在实质上高于神权%这

从他们所选用的郊祀!祭天的礼仪"舆服等级可

以见出&较为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在历代皇陵

中%这种十字形的轴线反复地出现在封土结构

中%比如周秦以后及至隋朝,宋朝历任君主大多

数使用覆斗型封土堆结构&其原因可能就在于

十字结构可能是一种沟通天地之间的特殊结构%

它不仅是已故君王升天祈祷%同时也标志了它们

永远地#退出$了对政坛的执掌&

多轴线与单轴线是帝王将相的府第与民宅

的区别所在&王侯将相之府第虽然在形制上也

模仿帝王的宫殿%但是其府第在营建中更强调实

用性%与紫禁城的强调礼仪性相反%或者说是它

们在受到礼仪制约的条件下%只有朝向更多地拓

展了建筑之间的空间发展%这种空间构成了#院

子$的雏形%从而使得王府建筑成为一种过渡型

建筑%是四合院等民用建筑与皇家建筑之间的过

渡%这种院落的结构单独抽离出来就构成了民间

的四合院%空间!或#院子$"的发展成了非礼制建

筑的中心问题&

!!

四!传统住宅营建受轴线观念影

响的结果

!!

前文有较多的篇幅谈论府院建筑%实际上%

生活中更大量的建筑属于民间宅第&后者在许

多方面都继承了#礼制建筑$的形制&比如%在徽

州民居建筑中%#祖堂总是配置在最里边%家长住

房在其旁边))在中轴线上有规划地进展下

去$%这里%不同方位均有固定的配置&据1明会

典2记载%明代官民居所的建造均有定制%其中

#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而且%不论军民

均#不许盖造九五间数$&对于民宅而言%横向发

展通常是受限制的%但是在正统十二年发出的一

道谕令中又称#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不在禁

限$&只要与礼制建筑的规定不相冲突%则#许从

宜盖造$&这么一来%纵向发展或者院落式的发

展方式取代了横向发展&

对于轴线的回避%即对于建筑礼制结构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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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回避%成了民宅建筑设计多样化的重要推动

力&比如传统风水学中有导气之说%认为气不能

直冲厅堂或卧室%否则不吉&因此通常不直接开

大门!而从边门进出"%或者在大门前设一照壁%

其实这种形制的源头很有可能是为了避免触犯

禁制%因为他们在贵宾来访时却又可以打开中轴

线上的大门!或中门"恭候%这种做法显然表示尊

贵的客人应该从更为高级的大门进入宅室&对

于礼制进行回避的另一种情况是%不再有意无意

地参照宫殿的营造方法%而是在建造设计的过程

中直接回到对五行观念的应用中去&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建筑就是在唐末黄巢之乱,南宋政权南

移与明末清初等几次战乱中举家南迁的客家族

群的居所土楼%这些土楼分布在闽粤一带%兼有

居住与防御功能&这些土楼的设计未囿于通常

的轴线观念%而是直接参照更为本源的方位观来

设计&以福建永定的振成楼为例%它就是依据八

卦图的结构而建&1太平御览2载'#伏羲坐于方

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八卦即方位观

的通俗图像表现形式&中国民间流传的风水学

其实也深刻地受到轴线观念,方位观念的影响&

例如'通常所说的屋宇宜#坐北朝南$%但在特定

的情况下则因#向阳$的需要而变成#坐南朝北$%

表面上看是因地制宜%但在更深层次上%则显示

了它与礼制建筑的密切联系%因为#阳$,#南$等

带有政治色彩的方位根源于帝王对于北斗!或紫

微"这样具有永恒性质的星座的占有&美国学者

保罗-惠特利在其专著1四方的轴333中国古城

的起源与特性初询2中对此有专门的讨论%此不

罗赘*

"%

+

&

在礼制规范的制约下%民间宅第的庭院空

间得到了空前发展%这种发展最后反过来也影

响到明清皇家园林的建设&紫禁城虽是中国古

代礼制建筑的巅峰之作%但这种建筑并不宜居%

城中所造花园出于必须符合五行相生相克原则

而变得索然无趣&另辟蹊径大兴土木以建造可

供赏心悦目的园林如圆明园,颐和园成了一种

皇家理想%由此%始于商周时代的中国园林%至

明清时与礼制建筑一起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

界%著名的皇家园林有圆明园,颐和园,北海,承

德避暑山庄等&上行下效%以江南私家园林为

代表的住宅园林如网师园,留园等名园佳作也

一时层出不穷&

!!

五!轴线观念对现代民宅营建的

意义

!!

轴线观念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

的#天人合一$观是内在同一的%作为轴线观念的

前身%五行观念长期被看成早期帝国文明中带有

巫术色彩的成分%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巫术色

彩也日渐褪去%而取代它的轴线观念则整合了美

学,功能性,经济性等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

求或设计&而中国各地的传统民居如安徽的徽

式建筑,北京四合院,蒙古族的蒙古包,陕西及河

南的窑洞,福建客家的土楼,云南傣家的竹楼,苗

族及土家族的吊脚楼等都是遵循人性与自然和

谐基础上的高度创造%在所谓的现代建筑的对比

下%这些传统建筑的独特价值正被逐渐认识,发

掘与利用&

通过前文的推导%笔者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

建筑文化发展特征%即礼制建筑总是不断地从民

宅建筑中汲取养份%然后统治阶级将其中的精华

#据为己有$333尽管这种范式可能很快就会在

过度的格式化中成为桎梏%而民间的建筑又会不

断地突破这种制约%创造出新的%更符合人类居

住的规范或模式%这是一种双向流转的过程&这

个流转的过程为在现代文化背景下设计更加宜

人的居所提供了一种范式%它一方面要求注意研

究建筑设计的典范之作%另一方面暗示人们要关

注那些民间的原生态建筑&发掘建筑文化的民

族特色%而不是在钢筋水泥的盒子建筑中不断地

重复下去%或者只是一味追求新材料,新造型,新

理论的应用%而应该更多地强调人文,环境等的

多元结合%创造出更加符合本民族利益的建筑杰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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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马鞍墙装饰不再考虑地方文化,民俗文

化%甚至是宗教信仰等因素%强制性地把一些极

度媚俗的装饰图形安置在建筑的显眼位置&甚

至一些马鞍墙的牌堵装饰可以整块地在市场上

购买%这些装饰构件大多数是厂家批量生产的%

毫无个性而言&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工匠在现场

量身定做&

目前%只有在一些保护相对完整的传统建筑

中还能领略到昔日福州马鞍墙的装饰风格%在历

经百年来的风吹日晒中%一些泥塑已经残缺%剪

黏的瓷片已脱落%彩绘的纹样也若隐若现%但从

这些残存的装饰图式中还能感受到福州马鞍墙

往日的风采与辉煌&透过悠远的时光隧道%似乎

还能看到那些能工巧匠在营造时那份专注与倾

心%一件件栩栩如生的装饰图样在他们心手合一

的技艺中悄然出世%他们将他们眼中的世界转换

成图式%表达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以及对未

来美化生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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