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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它在梁思成的调查记录中是必不可

少的内容，也是他希望读者在自己的书中

看到一座木构建筑时重点关注的元素。

梁思成在写作中多次使用“斗栱雄大”

和“檐出如翼”这类的形容词概括唐辽和

宋初这个他称之为“豪劲”时期中国建筑

的主要特征。[9] 在他留下的古建筑考察照

片中就有多张显然意在图示这两个特征。

它们都以人为参照物凸显建筑构件的体量

之大，其中包括他测绘山西大同善化寺时

坐在普贤阁（辽中叶）内檐斗栱的枋之上，

他在测绘河北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或建

于北宋中叶）时手扶华栱和昂站在檐之下，

以及林徽因在测绘正定开元寺钟楼（金元

样式，或为唐遗构）[10] 时攀扶着梁架站

在柱头枋之上。这些照片都摄于 1933 年。

此外还有 1936 年梁思成在山西太谷万安

寺大殿（或为北宋）柱头枋上躬身测量斗

栱等。

这些照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图像中

国建筑史》图 31a“（山西应县佛宫寺木

塔）底层斗栱”照片（图 1）。梁思成在考

察报告中描写应县木塔（1056 年）说：“檐

橼柱额斗栱及其他所有的部分，都呈露豪

放的姿势，尤其是深远的檐。”[11] 这张摄

于 1933 年的照片就是这一描写的形象说

明。在专业的建筑摄影之中，以正面人物

为视觉中心的构图并不多见，选作学术著

作的插图更少。照片显示，梁思成在中国

营造学社的助手，也即《图像中国建筑史》

测绘图部分的主要制图者莫宗江（1916—

1999）[12]，正蹲于塔的挑檐下一组斗栱之

下的阑额之上。令人颇感吃惊的是，他的

头高竟不及一条栱臂的断面（即宋《营造

法式》中规定的基本设计模数“材”）高。

因为莫的衬托，在建筑全景或一般特写照

片中看似玲珑精致的斗栱构件顿显格外壮

硕，而“如翼”的建筑挑檐也因此更显宏阔。

这张照片另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梁思成采

用的拍摄角度——他的镜头方向与画面并

非正交，这就使得照片中所有建筑构件均

与图框呈斜角关系。犬牙差互、“勾心斗

角”的栱昂椽枋不仅显示建筑结构的有机

性，同时也给画面带来了张力与动感，使

读者可以十分直观地感受到该建筑的“豪

劲”气质。

相比唐辽和宋初建筑的“豪劲”，明

清建筑在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中则被

形容为“羁直”。《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图

51 太庙（图 2）和图 58 紫禁城太和殿两

张照片采用正立面或接近正立面的表现方

式。在它们的构图中，屋脊、屋檐、丹陛

台基的栏杆等构成的条条相互平行的水平

线占据了主导地位，凸显出这两座中国最

高等级大殿所具有的这一时期建筑的外观

特点：严正但已近于僵硬。

必须指出，《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并

非每一张建筑照片都具有超乎纪实性的表

现功能，也并非对所有照片我们都可以根

据画面内容和构图去解析它们包含的史家

观念。这是因为：第一，营造学社学者所

做的考察记录，包括他们的建筑摄影，首

先是服务于研究，所以照片最重要的功

能是纪实而不是学者本人的表意；第二，

《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所有照片并非都是

梁思成考察所拍的原始照片。1939 年 8

月天津遭遇水灾，中国营造学社保存在租

界英商麦加利银行保险库中的资料悉遭水

淹和浸泡，所有考察摄影的胶片被毁，梁

思成和刘敦桢之后的发表只能靠翻拍过去

已经洗印但数量有限的照片或他人拍摄的

照片。可以确认，《图像中国建筑史》中

不少于 20 张重要建筑的照片均为编辑从

其他来源找到或后人的补拍。[13] 而在摄

影者存疑的情况下试图解析书中照片中所

反映的梁思成的再现意图就有可能造成误

导。第三，没有一位摄影师能够在不受设

备和场地限制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意愿拍

照和表现对象，建筑摄影尤其如此。所以

在进一步讨论书中照片的表达功能时，我

们有必要考虑影响图像表现的条件，特别

是研究者所持相机镜头的视角宽度，并结

合拍摄地点的取景可能，在这个前提下理

解他在拍摄时可能的考量。

目前有关梁思成所用相机的品牌型号

和镜头焦距等信息尚付阙如。[14] 但根据营

造学社成员的工作照片判断，他的工作团

队曾经使用过两部相机，一部见于林徽因

与佛光寺功德主宁公遇塑像的合影，另一

部见于 1936 年莫宗江随梁思成考察太原

天龙山石窟的留影（图 3）。前者中林徽因

斜挎一部相机，其皮套显示这很可能是一

款 120 双镜头反光相机；后者中莫宗江手

把一个三脚架，架上的相机大致可以看出

是一款 135 单反相机。

将梁思成所拍建筑照片的取景结合该

建筑环境的平面图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大致

判断出他所用镜头的焦距：他在 1932 年考

察独乐寺至 1937 年考察佛光寺期间，所用

的相机镜头多是水平视角约为 40°的标准

镜头或水平视角约为46°的小广角镜头。[15]

将《图像中国建筑史》图 60a“（山东曲阜

孔庙）大成殿正面”与 1925 年德国建筑

史家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1873—

1949）在《中国建筑》一书中发表的在同

一位置对这座建筑拍摄的照片相比，我们

可以看出梁所用相机的取景范围小很多。

（1951 年 4 月，刘敦桢考察曲阜于大成殿

前留影所用当为 120 中型片幅相机，视角

更小 [16]）这种差异使得梁思成有时在拍摄

建筑本身时都难免捉襟见肘，更难兼顾周

围的环境，以使构图更加完美（图 4）。

图1：《图像中国建筑史》图31a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

底层斗栱”

图2：《图像中国建筑史》图51a“北京皇城内太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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