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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谈论宋、清官式建筑差别时，明代开始兴

起的溜金枓栱常被提及，按郭华瑜的定义，它

“是指与金桁相联系的斗拱，它自檐柱中线以外，

与普通斗拱完全相同，中线以里，耍头、连撑

头、桁椀及各层挑斡后尾，都在后面特别加长，

顺着举架的角度向上斜起秤杆，承受上一架的桁

或檩”[1]，是构架整体化、用材小型化、枓栱装

饰化的自然结果，“系以宋式厅堂檐下斗拱为原

型，在强调加强斗拱装饰效果的影响下，保持了

平衡檐口出挑重量的结构作用，逐渐演变发展而

来的”，与宋式铺作的差别则在于“斗拱后尾挑斡

较多，以及出现一些折线杆件等”。

溜金枓栱最显著的特征是将里跳多道秤杆拍

实后一同挑斡金桁，参考文献 [1] 概括为“多重

挑斡并置”，认为是工匠面对明代建筑用材减小、

但架深不变甚至加大的事实，为提升铺作抗弯抗

剪能力、简化榫卯加工难度、降低结构自重而作

出的应对。实际上，延伸到金桁之下的斜杆中，

既有挑斡，也不乏真昂，还有伴随真昂上、下的

所谓“斜置耍头、衬方头、华头子”诸名件，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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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昂上方被截断了昂尖的“昂桯”，以

及偶尔在天花下使用的上昂等（图 1）。

唐宋建筑外檐铺作中斜置构件的组合

方式也不外乎上昂托下昂、上昂撑挑斡、

昂桯挑斡几类。即便繁缛如八铺作，也只

是将真昂重复推抬三次而已，不会如溜金

枓栱般让大量斜置的随昂杆件连成整片。

溜金枓 栱的突出特点在于“昂非

昂”“栱非栱”：工匠将翘头装扮成假昂的

同时，又用“多重挑斡”替代里跳华栱，

连带着将夹杂在栱、昂左近的杆件全部斜

置后“拟昂”处理，抹掉了其原初的“栱

头”属性。然而，平置或斜置本就是栱与

昂的天然分野，公孙龙子《名实论》说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对应耍头、

衬方头、华头子位置的斜杆，已然突破了

唐宋铺作以栱为主、以昂为辅的构成原

则，但若对其随意命名又难免言人人殊，

这是描述元、明建筑的为难之处。

溜金枓栱的兴起反映了栱、昂地位的

翻转，虽然古人在样式层面贵昂贱栱，但

在构造层面却恰恰相反，无论如何“让过

昂身”，堆叠枓、栱形成的材栔格网仍是

规范建构秩序的根本所在。假昂普及使得

昂的形态优势更加明显，构造上的弱势也

更为彻底，清官式中，昂翘枓栱完全随梁

平置，溜金枓栱则全面斜上挑桁，以往栱

昂配合使用、彼此制约的局面已告终结。

当然，栱、昂的主从关系需要辩证看

待，溜金枓栱虽外平内斜，却不像唐宋铺

作在栱、方间植入斜昂，而是将多道斜杆

实拍成板片，如此一来，栱、昂孰为优先

的问题，也就从谁上谁下、谁多谁少，激

化成谁制约谁、谁模仿谁，虽表现为施

用规则的绝对排他和样式选择的你中有

我（如以栱拟昂的假昂和以昂拟栱的鞾楔

栱），总的趋势却仍是平置构件被持续边

缘化，而各种斜置构件的定性与分类组合

问题、溜金枓栱与下昂造铺作的传承演变

关系，也有待进一步廓清。

二、昂桯的“泛用”与下昂造传统

的解体

《营造法式》“造昂之制”条记录了挑

斡做法，并小字旁注“昂桯”一物，朱永

春提出：①“昂桯”即昂去除尖端后的剩

余部分，不出跳，长度受构造而非材份制

约；②昂在挑斡平槫时有两种表现，下昂

造以“昂尾挑斡”，作为昂桯特例的“不

出昂挑斡”则不过柱缝，后尾伸出枓、栱

序列之外，直接斜撑平槫 [2]。由此，实例

中除上、下昂外的大量斜置构件均被归入

“昂桯”的范畴 a。

当然，昂桯在《营造法式》中并未

被列作净条，其重要性不光难望上、下

昂项背，即便相较挑斡也无足轻重 b，仅

是供临时支用的粗坯备料。昂桯虽可继

续加工成上昂或下昂，也能局部取代真

昂的结构功能，却无法获得与之匹敌的

地位，这和实拍栱虽广泛使用，却不能

被单独列名是一个道理。用来挑斡平槫

时，昂桯适用的斜度范围其实要大于下

昂，填补铺作后尾和槫间空隙的能力也

更加突出，至于被一笔带过的“不出昂

挑斡”，则更像是某种民间做法 c。质言

之，昂桯本非专为挑斡平槫而设，更常

用来随宜填补昂间空隙，因自身形态简

陋，不适于在彻上明造中出现，故未获

青睐，只在《营造法式》中留下寥寥数

语。比较而言，挑斡是一种末端位置固

定而前端相对随机的非必备构件 d，极端

情形下甚至可以脱离铺作单独存在 [3][4]。 

在华北地区，随着时间推移，挑斡的前

端支点逐渐从柱缝向里跳头收进，受力

状态类似斜柱的小偏心受压，在诸如稷

山青龙寺腰殿、新绛白台寺释迦殿等河

东遗构上 [5]，它甚至已立在里耍头上，其

边廓延长线约略与下方假昂、插昂重合

或平行（图 2），应是直接模仿自被耍头

截断的真昂。不同于定义清晰的上、下

昂，挑斡和昂桯的概念相对含混，尤其

后者作为应急的半成品，使用方式并不

固定，因此在区分斜置随昂构件种属时，

应首先确认其是退化自真昂？还是耍头、

华头子的变体 e[6]？这种复杂性又呈现出

明显的地域差异 [7~11]。

在南方，经典的双下昂组合在两浙

东、西路出现了平行与斜交的分化（同样

移植到日本“京都唐样”和“镰仓唐样”

中），而斜交昂模式已然超出了《营造法

式》技术体系，这种以下道昂撑持上道昂

的做法可以有效抹平因抬高昂身而产生的

空隙，使得铺作更富翚飞腾凑之势，而若

要深究陡峻、“反常”的下道昂来源，则

存在两种可能：①在从真昂变成插昂或假

昂的过程中，昂身被栱、方截断后残留在

束阑方附近，被动退化成“昂桯”，圆觉

寺舍利殿、安国寺释迦堂、定光寺佛殿及

保圣寺大殿都属于这种情况；②下道昂自

枓内伸出后斜撑上道昂，用法近似上昂，

镰仓唐样、真如寺大殿、天宁寺大殿皆是

如此 [12]。至于双昂间的空隙，处置方式也

不尽相同：京都唐样加大了平行昂的昂身

垂高和昂尾小枓尺寸，以此避免了随昂构

件的普遍斜置和“拟昂化”（见功山寺佛图 1：明清官式建筑溜金枓栱中斜置杆件的种属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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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泉涌寺佛殿、永保寺开山堂、不动院

金堂及善福寺释迦堂等）；镰仓唐样则让

上道昂如常挑斡，而削弱与之斜交的下道

昂，使其向插昂或假昂演化，又在里跳另

出昂桯托举上道昂后尾 f，同时加大华头

子以截割斜杆（见圆觉寺舍利殿、正福寺

地藏堂、定光寺佛殿等）（图 3）。

在北方，则表现为随昂构件的普遍斜

置。按《营造法式》的命名逻辑，凡平置

的“类栱”构件（及其端部加工方式）均

可称为“某某头”，如小栱头、华栱头、

丁头、卷头、耍头、衬方头、切几头、三

瓣头等，总的来说都是些零散施用之物，

它们可以看作华栱被斜昂截短、拆分后的

孑遗。因昂形耍头早在《营造法式》颁行

之前便已存在，昂上诸名件可以斜置是没

有争议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随动于昂下

的斜杆。在李诫看来，它自然是与华栱一

体两面的华头子，理论上当然不应斜置，

但实际上却连万荣稷王庙的“鞾楔栱”都

出现了，既然三角鞾楔都能模拟栱形，那

么用昂桯假冒华头子似乎也无不可。如此

“移形”的动机，大概是工匠试图将村野

的“昂桯挑斡”做法与官方的栱、昂元素

嫁接一处，以便借有名匡正无名所致。当

然，随昂构件的全面斜置和“拟昂化”是

个渐进的过程：在登封初祖庵大殿和曲

阜孔庙 11 号碑亭中，“昂下之桯”还只

被用来填塞鞾楔与真昂间的空隙，其下仍

有正牌的华头子；在正定阳和楼中，下道

假昂与上道真昂间仍夹持着“法式化”的

华头子、里耍头和鞾楔，但外耍头却在撩

风槫处忽然上折，替代真昂挑斡平槫，使

得后者反倒只如一根华头子般，并未起到

杠杆的功效（相似情形的还有武当紫霄宫

大殿）；到了曲沃大悲院和定兴慈云阁上，

垫托上道昂的斜杆已彻底从下道昂头的交

互枓口内吐出，理论上已是一根“斜置华

头子”了，它遵循的是“外华头子、里昂

桯”的施用逻辑，相当于不断重复、强化

真昂，这在太谷真圣寺、长子西上坊成汤

庙、绛县太阴寺、济源奉先观、盂州显

圣王庙、曲阳北岳庙等遗构中都可见到

（图 4）。

在溜金枓栱最终定型之前，秤杆集体

上斜的趋势达到了顶峰，且大多并不弯

折，维持着昂桯或昂桯挑斡的原始形态。

以故宫神武门为例，其下檐补间用单杪单

昂，真昂上、下分别被平行的斜耍头、斜

衬方头、斜华头子、昂桯夹持成一整体，

上檐用单杪双昂（下假上真），除里跳用

翘省略了昂桯外，其余皆与下檐相同。

由于昂上的耍头、衬方头早就出现

“拟昂”的趋势，且在较长时段内与下昂

造相安无事，那么据此推测，后者在元

明之际的迅速崩解更应归结到华头子的

斜置上去。这在宋构稷王庙大殿中已初

见端倪：其两道华头子均自昂下伸出，

并在里跳华栱与上道昂间连出三层“鞾

楔栱”和斜枓，延展三栱边缘可知，最

上道的下皮约与外转头跳横栱里侧下棱

相合、居中一道的下皮与头跳平出假昂

隐刻弧棱线相合、最下道的下皮则与泥

道栱外侧下棱相合，出现这样精准的对

位关系应非偶然，设若未被栱、方打断，

它们将分别构成两组真昂与“斜置华头

子”。先农坛太岁殿与之如出一辙，若将

其补间铺作中的下两道斜杆边线向外引

出，则下道昂桯下端恰可压在翘上齐心

枓、交互枓口外棱处，上道昂桯则恰与

假昂嘴重合，这意味着按照设计意图，

它们本应是被假昂打断的同根构件——

图 2：晋南金元遗构中的昂桯挑斡做法及其推测原型

图 3：江浙与日本唐样遗构中斜交昂与斜撑式昂桯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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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假昂换做翘，并令两道斜杆一并延

展过柱缝，它们将自动转化为另一组真

昂与“斜置华头子”（图 5）。

衍变自华头子的类昂构件兼具下昂、

挑斡乃至上昂的局部构造功能，这带来一

些额外优势：工匠规避了在平、斜构件间

反复制榫的麻烦，解决了层间错角导致的

歪闪隐患和斜杆峻缓不一带来的偏心受压

问题，实现了从“单一昂”到“组合昂”

的构造加强。此时，昂端交互枓与柱缝齐

心枓归平，无需调整昂桯斜率即可挑斡平

槫，“斜置华头子”也依旧可以在局部截

短后充当挑斡，两者并存时，似存在华头

子在上、昂桯在下的固定组合关系。

三、溜金枓栱的发展与定型

前节简要梳理了下昂造向溜金枓栱转

变的历程，并将耍头、华头子等构件的

“斜置”“拟昂”现象归结于昂桯的过度发

达。唐宋时期的铺作大体遵循水平叠材的

构造法则，引入斜昂后势必产生冲突，为

解决问题，唐人将昂完全束缚在枓内，昂

的斜势需由材栔格网内关键端点的连线决

定，宋人则更加灵活，为避免各跳头横栱

彼此遮掩而细微调整下昂分位，但余地也

很有限。在《营造法式》体系下，无论昂

的形态多么突出，都无法真正取代栱、方

的核心地位，它始终孤悬在铺作上方（以

尽量减少对材栔格网的干扰），功能也仅

限于辅助挑槫。溜金枓栱相较下昂造的进

步之处，主要体现在形态内外分裂和构造

融贯上下（檐）两点上。前者体现了次生

系统兼收并蓄不同技术、样式的本能，清

官式做法要求斗科外拽部分整齐划一，故

必须维持昂翘枓栱平直方正之态，里拽则

随元明传统斜挑多条秤杆，这就促生了既

费工费料又受力不佳的“折线挑斡”，两

者结合显然不乏委曲矛盾之处；后者更牵

扯到构架向整体化、“厅堂化”演进的大

趋势，不同于用在副阶、不与屋架勾连的

下昂造，溜金枓栱后尾并不止步于下平槫

分位，而是直接跨过较为窄浅的檐廊（单

步居多，不如《营造法式》图样中的副

图 4：华北遗构中的补强性昂桯及由其衍化的斜置华头子

图 5：华北遗构中的随昂构件斜置、拟昂现象及其推测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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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宽广），直接“溜”至殿身上檐柱缝，

骑跨在花台枋上，将上、下檐连成有机 

整体 [13]。

这组形态与位置的特化表现是互为表

里的，明清重檐建筑的廊部和殿身真正融

合，不复如唐宋副阶自成一体，自然应

当强化上、下檐间联系，削弱彰显廊部

独立性的一切构造（如副阶天花及相向

伸出的下檐铺作里跳华栱和上檐柱身插

栱），不再借虾须栱等构件强令铺作在副

阶内兜圈，反而是向背关系明确的板片状

溜金枓栱后尾，更适于强调上、下檐的

主从关系，也更契合殿身与廊下的空间

意识从“主次并列”到“向心汇聚”的 

转变。

早期的溜金枓栱多以下道平出假昂配

合上道真昂（如绛县太阴寺、济源大明

寺等），且里跳减铺倾向明显，里华头子

分位降低后，与真昂间的三角豁口持续拉

大，单靠鞾楔已难以将其妥当填塞，省并

横栱后又显得堆叠卷头不合时宜（实际上

里跳多用翼形栱），至此，大量引入斜置

“拟昂”构件的需求已被充分激起，它们

与真昂攒集后实拍成片，虽失去了材栔堆

叠的虚实韵律，却符合晚期建筑遍用足材

的求稳、尚简旨趣。较晚的“折杆型”溜

金枓栱执着于追求平出的外拽昂、翘，使

得杆件折点内退至柱缝甚至里跳，这应是

金元以来折下式假昂盛行和明以后副阶传

统转变共同导致的结果（图 6）[14~17]。

四、结论

梁思成先生在评论中国建筑特征时

提到，“在军事、政治及思想方面，中国

虽常与他族接触，但建筑之基本结构及

部署之原则，仅有和缓之变迁，顺序之

进展……数千年来无遽变之迹，渗杂之

象……”[5] 建筑文化传统既然是循着延续、

渐进的道路逐步发展，种种构造做法的衍

进脉络自然也要遵循量变引发质变的基本

原则。

具体到铺作后尾的种种变化，尤其是

历时性地考察形态特异的溜金枓栱时，显

图 6：溜金枓栱发展脉络示意

然无法忽略其与下昂造铺作间的种种关

联，后者其实也不乏斜置构件——昂桯、

挑斡都可以配合或替代下昂使用，尤其

是昂桯，它一方面解放了地位超然的真

昂（需要计较铺数、跳距等问题），使之

可以存形去实，慢慢被名目繁多的杂项斜

杆取代，另一方面为处理耍头、华头子之

类名件提供了榜样，刺激着工匠顺应潮

流，将本应平置者一一斜放后假扮下昂。

随昂杆件“拟昂”的口径一旦放宽，便迅

速造成下昂后尾攒合成版的既成事实，而

悬挑构件的整体化倾向也完全符合枓栱用

材小型化和装饰化的总体趋势。总之，正

是唐宋官式技术中不受重视的昂桯，促进

了斜置构件的发展，乃至到了明代，铺作

中已是无物不可“斜”、无昂不可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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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真昂概念的活用和放任，开启了全新的 

局面。

又因这一时期栱昂并用、真假昂混杂，使得

平置与倾斜构件间的豁口问题被彻底暴露出来，

在阳和楼这样下假上真（昂）的配置中，两昂

间夹角反而比传统的下杪上昂或斜交昂更加扩

大了，在金洞寺转角殿之类的案例中，不同斜

率的昂嘴部分汇集后更是如剪钳般尖锐，其实

并不符合人们对下昂或舒缓或腾跃的审美预期，

出于对枓栱外观整饬如一的要求，自然要将真

昂换作更为稳妥的平出假昂，由此产生的弯折

挑斡受力性能不如真昂，也就更需要实拍多道

“拟昂”秤杆予以补强，溜金枓栱正是借此机缘

逐渐盛行。

注释

a 如参考文献 [2] 在论述初祖庵大殿时，将其外檐补间铺作

真昂后尾下紧贴的一段斜向垫木称作“昂桯”，而将“昂桯挑

斡”定义为广泛存在于铺作内部的昂桯构件的特殊构造状态。

即：铺作中，除上昂外，后尾不直接挑斡下平槫的斜置构件均

为“昂桯”。

b 挑斡共出现四次，其中两处在大木作制度一“飞昂”条，一

处在小木作制度一“版引檐”条，一处在大木作功限一“楼阁

平坐补间铺作用栱、枓等数”条，前两处指构件名称，后两处

指构造做法。

c 《营造法式》的低铺数枓栱难以利用昂尾直接挑斡平槫（必

须借助蜀柱或一材两栔等手段来凑足欠高），但若能主动截断

昂尖、加大倾侧角度的话，还是可以将“返祖”成昂桯的这根

下昂异化成“昂桯挑斡”的，它的构造做法虽相对合理，但外

观不佳，这或许是李诫对其存而不论的原因。

d 《营造法式》“造昂之制”中两次提到“即用挑斡”，考察

“用”字的使用习惯，如“若四铺作用插昂”“昂栓并于第二跳

上用之”等，知其前后所跟都是构件而非做法，则此处的挑斡

应释为名词，且未必限于“昂桯挑斡”一种形态。

e 如参考文献 [6] 将禅宗样建筑中组织于铺作里跳、取单材

断面且不参与挑斡的斜置构件都归为“昂桯”——但它们有的

越过柱缝后继续外伸并准一跳，有的恰止于华头子分位，有

的则彻底不能外伸，因此也可能是分别继承自“昂桯”“斜置

华头子”与“斜撑式上昂”的残余。

f 此类斜置构件截断了平伸过柱缝后的华头子，且若延长其

上、下皮线至外跳，则恰准一跳，并能使跳头交互枓坐于其

上，故可视作“昂桯”。时代越晚，其前端越向内移，上皮延

长线也逐渐从交互枓底外侧转到内侧，直至彻底缩入里跳，

从而异变为“斜撑式上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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