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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築 ” 是 一 個 外 來

詞。而用中國人現在的習慣

說 法 ， 建 築 本 身 就 是 “ 房

屋”，也就是蓋的房子。

一 般 認 為 ， 原 始 時 期

的人們為躲避野獸及洪水的

侵襲，多採用“構木為巢”

（ 《 韓 非 子 》 ） 的 居 住 方

式 。 “ 巢 ” ， 甲 骨 文 寫 作

“ ”，下面從木，上半部分狀如三隻小鳥。“巢”的本義就

是鳥窩。當時的人不會造房屋，居住在樹上，在樹杈上“構木

為巢”，即“橧巢”（橧，古人用柴薪架成的住處），以避

風雨。據相關文獻考證，如今安徽巢湖流域，地名中多帶有

“巢”字，是上古先民巢居的舊地。

橧巢空間難以擴大，以及單一住所難以適應氣候變化的

原因，需要另外的居所。據《禮記．禮運》記載，“冬則居營

窟，夏則居橧巢”。《孟子．滕文公》說得更為具體，“當堯

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

巢，上者為營窟”。久而久之，上下不便，又不可能擴大空

間，也不能分居，於是人們從樹上搬下來，尋找自然山洞。例

如，周口店人、曲江人、馬壩人的住所便是山洞，也就是我們

今天常見的大岩洞。

我們可以想象，在岩洞裏居住，空間那麼大，地勢不平，

又沒有隔牆，陰冷潮濕，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人們在那種

情況下，是難以忍受的。於是，從山洞裏走出來尋找安適居

處，開始挖穴而居。穴居生活出入不便，沒有陽光，甚至想要

通風也是困難的。

我們華夏祖先穴居時間甚久，古人居住的“穴”是怎樣

的？—“穴”的本義即地穴。甲骨文裏的“穴”寫作“ ”，

大致可作為上古先民所居地穴的縱向剖面圖，其上左右兩角

處，有斜木支撐，應經過了簡單加工。小篆體的“穴”寫作

“ ”，上有一點，大約表示屋蓋。古人的穴居生活幾乎涵蓋

了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三個發展階段。

但不論什麼歷史階段，各式穴居都是極不舒服的。中國東

北地區的人們穴居延至很久，到南北朝時期，吉林、遼寧一些

少數民族仍住穴居。當地還有一種房屋，名曰“地窨子”，這

便是穴居的繼續，不過多少有一些變化而已。後來，我們的祖

先從穴居逐步地升至地面，成為半穴居。直到想出了辦法將房

屋造在了地面上，從此可以採光、通風，滿足了人們基本的生

活需求。

今天，在中國陝西西安半坡博物館展出的原始社會的圓形

房屋、方形房屋，基本上都是半穴居，從中可以看出半穴居是

我們的祖先擬將房屋升至地上的開始。

仰韶文化是黃河中游地區重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現從

中分析當時房屋的做法和式樣，同時說明有關建築方面的一些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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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遠古巢居式樣外觀 圖 2 仰韶時代有簷陶屋和無簷陶屋

圖 3 浙江餘姚河姆渡干欄式房屋的構件 1

有簷頂陶倉，下部做出簡明的台基，使房屋增強穩定性。

圓形屋身，壁面開圓窗。屋頂也做成圓形，簷子向外伸出成為

挑簷式，屋頂坡度陡直，屋面上做出筒瓦的象徵，因為是倉

房，所以在屋頂上開窗子，如同今天的天窗。通過這件陶製模

型可以說明台基、圓窗、天窗、挑簷、瓦頂這五項的做法和式

樣，在當時已開始運用了。

無簷頂陶倉，屋身外牆牆體向外傾斜，屋簷和牆身結合

在一起，做成防火簷。屋頂為圓形攢尖頂，坡度陡直，屋面苫

草，為草屋頂，窗子開在簷部。通過這件鐵陶製模型圖，我們

可以看出當時建築已有向外傾的牆面，以防雨水。防火簷開口

靠上，這些建築做法在當時都已經形成了。

河姆渡文化是中國長江流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因第一次發現於浙江餘姚河姆渡氏族遺址而得名。從遺址出土

的房屋構件看，我們不難了解當時房屋為干欄式，並具備了一

定的建造技術。

龍山文化分佈在中國黃河中下游地區，其時代相當於4000

多年前的父系氏族公社。龍山文化穴居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

一種建築遺存。

龍山文化穴居特點：平面呈圓形，半地下式屋，屋內地面

用火燒烤後塗抹一層白灰面。陝西周原地區的半穴居，平面呈

正圓形，直徑4.4米，屋內有火竈，向下挖入，上部開口以備上

下的出入。屋高1.8米，與仰韶時期的穴居比較，體量很小，這

和小家庭的生活需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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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龍山文化遺址房屋平面、剖面圖

圖 4 浙江餘姚河姆渡干欄式房屋的構件 2

中 國 是 一 個 具 有 悠 久

歷史的國家，在各個歷史時

期建造了許許多多、各種各

樣、不同用途的房屋。按照

梁思成先生的劃分，我們可

以將1912年之前的建築稱為

古 代 建 築 。 梁 思 成 先 生 認

為，民國初年，建築活動頗

為沉滯，繼而歐式建築之風

大盛。隨後十幾年，建築師不若以前之唯傳統是尊。雖然這些

建築都各有它自身的特徵，但是我們講古建築的特徵，也只能

概括地講。

第一，中國的房屋建築不論大小均以“間”為單位。

我們祖先就是這樣定出房屋尺度，世代傳承，人們居住

也方便，所以年代久了，人們要蓋房子，就根據這個“間”

作為尺度標準。有需要，那就由3間改5間，由5間改7間，廂房

各5間，後院再建一個院子又有17間，3個院子，就有50多間房

屋，怎樣住也住不完。在浙江東陽縣城有一戶人家姓盧，他家

前後有5個院子，兩邊又各有5個院子，房屋達200多間，成為

一大片，這是比較大的住宅。因此說中國的“間”非常靈活，

且是方便的，可多可少，再大也可以，這主要是看看你家裏有

沒有地位與錢。若是有地位與錢，那是沒有問題的。自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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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一直到今天，在中國蓋房屋還是用這個“間”作蓋房子的

基本的佈局標準。

我們買布做衣服，要買幾尺？吃飯要吃多少，也要用斤兩

來作標準，或用碗來作量度。人們蓋房屋，造建築也是這個樣

子，所建的建築無論多大，無論分期或一次性建設完畢都要用

“間”來作為標準。人們習慣說：“你家住幾間屋？”“他家

住幾間房子？”可見“間”在中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古代造

房子以木結構為主，人們用木材作為建築材料。一棵樹一般只

有7至8米高，如果用其二分之一作為橫樑，就只有3.5至4米。

而房間的開間（面闊）定為4米左右，進深方向為6至7米，所

以用一棵大樹就可以解決問題了。這個尺度是根據大樹成材尺

寸來確定的，時間久了就成為習慣尺度。一間房就成為4米×7

米的矩形，用這樣的“間”來作為單位標準，有多有少都用奇

數，這是中國人的習慣，因為凡是奇數，中心就有一間作為主

體。一般平民百姓蓋房都是以3間為主，有錢的蓋5間或更多。

第二，多數建築是由許多房屋組合而成。

中國的四合院房屋，就是用“間”組合起來的，每面 3

間，四面共計12間。一個院子不夠住，可做兩個院或者三個

院，隨時可以就地擴大房屋的數量。我在甘肅河西考察時，看

見窮苦人家只有半間屋，有錢的大宅，一家享有百間房。從這

個情況可以說明房屋間數的靈活性。在西方，大的建築組群多

數以一棟建築為一個單體，互相之間並沒有什麼有機聯繫。在

中國就不同，中國多數以大建築群組出現，各單體房屋之間都

是有機聯繫的。在中國大的建築群中，無論是廟宇、皇宮還是

佛寺，都是由許多房屋組合而成的。

第三，建築本身具有封閉性。

中國古代生活以家族為中心，因此在建築上也反映出家庭

觀念。每人都固守其家。家家戶戶為了安全，把自家的房屋用

高牆包圍起來。其實主要的還有封建的觀念，希望閉關自守，

不願敞開互相往來。

第四，佈局橫向延展。

中國建築過去均以單層平房為主，樓房數量比較少，平房

互相連接，橫向發展，這與西方近現代高樓大廈林立的佈局，

是迥然不同的。

第五，禮制貫穿於建築當中。

中國是古禮之邦，對建築也做出了禮制方面的規定。自

西周以來，在造房時就做出相應的約束，是中國古代社會重要

的典章制度之一，體現出嚴格的封建等級制度。例如，在《周

禮》、《禮記》中，關於建築的規模和形制，依爵位之不同，

都有嚴格的規定。在單體建築或大型建築，乃至城市規劃中，

都貫穿中軸線，如主要建築都安排在軸線上。中軸線左右建築

對稱，左祖右社，前朝後寢，即前部為大朝（辦公之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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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居住要地。這樣一來，對建築產生了一套規定，時間久

了，成為習慣，也就成為後人必然遵守的一種禮制。

第六，房屋建築以木結構為主。

中國人蓋房子，一直都是以木材作為主要的建築材料。在

當時狀況下，樹木成林，原始森林很多，這是一個客觀因素。

木材本身又是一種良性植物，它具有溫暖性，當人們接觸時給

人一種柔和溫暖的感覺，同時加工操作時極其容易，所以人們

就大量地使用木材建造房屋，延續至今，已有7000年的歷史。

第七，在重點部位進行裝飾。

一座建築不單是工程技術，同時也應是一門綜合藝術，這

是缺一不可的。中國古代建築的藝術性相當豐富，在綜合藝術

中要體現雕刻、彩畫、壁畫、色彩等各種裝飾，往往在一座建

築中的一些部位做重點裝飾。以佛殿為例，柱壁石、屋簷、斗

拱、瓦當、正脊、門窗等部位都做得很精緻；在樑架部位，斗

拱、樑頭瓜柱上都有雕刻，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第八，防禦性強。

中國古代城池、宮廷、廟宇、佛寺、陵墓、書院、會館等

各種類型之建築，都體現出一種軍事防禦思想。民居建築中也

是如此。每一戶大宅都築高牆、修炮台、設望樓、安設水井、

開設後門，這一系列設計，都體現出防禦性。

中 國 古 代 建 築 從 比 較

成熟的形象算起，至今已有

7000年的歷史，從全世界來

看也是比較早的。中國古代

南船北馬、南糧北運、南熱

北寒，在建築上千差萬別、

精 彩 紛 呈 。 要 回 答 這 個 問

題，我們還是按建築發展的

種類來分析，才能夠講得清楚。

古代建築按其用途可分為宮廷、廟宇、佛寺、塔幢、祭

壇、祠堂、書院、會館、城池、園林、民居、陵墓、建築附屬

品等。

宮廷，是歷代王朝的宮殿，也是皇帝辦公、大典、筵宴和

居住的地方，不僅面積廣闊，而且房屋的數量多，所運用的材

料名貴，工程做法也是一流的。

廟宇，一部分是供奉先賢名人的場所；一部分是敬神的，

例如山神、土地、城池、龍王、風雲、日月；還有一部分是供

祖宗的，如神農、黃帝、堯帝、舜帝等。這些在中國3000多年

的封建社會中流傳甚廣，深入人心。凡是供祀這類內容的建築

統稱作廟宇。

佛寺，是佛教所用的奉佛的活動場所。佛教從印度傳入中

國，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早期佛寺是“捨宅為寺”，也就是

說一所住宅就可以作為佛寺。後來佛教逐步發展，寺院建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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