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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仍以嘉定孔庙大成殿（图 1）、苏州东山轩辕

宫正殿（图 2）及以苏州为中心的建筑遗存为例，

但在视角上，将对建筑尺度设计规律的关注由建

筑规模深化至梁枋及斗栱层面，试图完整阐释元

明时期苏州地域建筑的整体尺度控制方式。

另文《“一地多尺”现象和用尺习俗─近

年传统营造用尺制度研究的一些心得》b对建筑

用尺制度中的绝对尺度进行了一些探讨和归纳；

本文在此基础上延伸至对相对尺度的探讨，并以

引言

拙文《“整数尺”手法在乡土营造中的应用

再探─兼论嘉定孔庙大成殿“减尺定侧”方式

的可能性》a（下文简称为《减尺定侧》），以嘉

定孔庙大成殿为重点研究对象，结合苏州及周边

地区较早期的建筑遗存，提出了“减尺定侧”这

一“整数尺”手法在建筑竖向高度上的拓展型尺

度规律，关注点主要在建筑整体规模的尺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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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建筑尺度控制的“模数化”程度和优先

择用方法探讨
─以元明苏式建筑尺度规律为例

Discussion on the Degree of“Modularization”of the Scale Control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the Priority Selection: Taking the Scale 
Law of Yuan and Ming Architecture of Suzhou Style as an Example

李浈    LI Zhen  颜炳亮    YAN Bingliang

摘要：以元明苏州地区的建筑遗存东山轩辕宫正殿和嘉定孔庙大成殿等为例，从建筑规模、梁枋和斗栱用材

三个层面分析其尺度规律。在建筑规模上，水平和竖向尺度分别遵循“整数尺”和“减尺定侧”的方式；在梁

枋用材上，构件高度多以“1/4 尺”作为递变值，营造尺使用惯习遵循“对分制”原则，而构件厚度多以“寸”

计，为“整倍制”的用尺方法；在斗栱用材上，构件尺寸的精度则多为“寸”或“半寸”。殿身整体尺度规律呈

现出一种以不同精度营造尺切分规则配合不同程度设计与加工过程的尺度分级控制方式。本文旨在具体案例中

对“变通用尺”方法的讨论，来揭示不同于官式的地域建筑尺度作法，进而补充对传统建筑“模数化”程度的 

认知。

关键词：地域建筑、尺度规律、模数制、变通择用

Abstract：Taking the main hall of Xuanyuan palace in Dongshan and Dacheng Hall of Confucius Temple in Jiading 
as example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cale rules from three aspects：building scale，beams and bracket sets. In 
terms of building scale，it is reflected in the use of ‘integral ruler’ and ‘decrease in ruler unit for section design’；In 
the beams scale design，the component height is mostly ‘1/4’ as the decreasing value，which belongs to the ‘bisection 
design’，while the component thickness is mostly ‘cun’，which belongs to ‘integral multiple design’；For bracket 
sets，the component size is usually “cun” or “half inch”. The scale rules of the building are controlled by a hierarchi-
cal control mode with different precision of construction ruler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design and processing pro-
cess.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discussion on the ‘alternative scale’ method in specific cases，in order to suggest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al scale design method that different from official，and supplemen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gree of ‘modularization’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Keywords：Vernacular architecture，Scale rules，Modular system，Alternativ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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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建筑尺度规律的“优先择用”特征再

观传统建筑中的“模数制”问题。

苏州东山轩辕宫正殿和嘉定孔庙大成

殿，是较为典型的元明时期苏式传统建

筑。前者在太湖东南岸苏州吴县洞庭东山

镇杨湾村蒉家山山麓，始建于元末，历经

明、清重建与重修，既保留了元代特征，

又反映出明清不同时期的变化 c；另在

《减尺定侧》一文中，曾对嘉定孔庙大成

殿的时代问题做过一些讨论，虽未绝对确

定为明代，但它确实体现出较典型的江南

明代建筑的风格特征。从这两座殿测绘数

据的研究基础来看，轩辕宫正殿有公开测

绘数据信息发表 d，笔者团队也曾于 2019

年对嘉定孔庙大成殿做过现状勘察、测绘

和三维激光扫描，数据可靠性较好。

此外，苏州及周边地区的早期建筑遗

存苏州玄妙观三清殿、虎丘二山门、上海

真如寺大殿、苏州府文庙大成殿、旺墓村

土地庙等，亦在尺度问题研究上对本文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嘉定孔庙大成殿尺度再分析

1. 建筑空间尺度

《减尺定侧》一文中表明，嘉定孔庙

大成殿所用营造尺为 27.5cm 的苏州木

工尺，并在地盘及侧样设计中皆使用了

“整数尺”的手法。建筑通面阔 6 丈，明

间与次间分别为 22 尺和 19 尺（图 3）；

通进深 44 尺，为明间面阔的 2 倍，桁条

平长不均分，自檐桁至脊桁依次为 6 尺、

5.25 尺、5.5 尺、5 尺；建筑总高（脊桁

背至殿身磉基下皮）44 尺，与通进深同，

从脊桁至檐桁各桁的竖向高差依次为 6

尺、5 尺、4 尺、3.5 尺（图 4）。

2. 梁枋用材尺度

2.1 梁枋断面的常用确定方式

《营造法式》（下文简称为《法式》）

和《营造法原》（下文简称为《法原》）中

都有关于梁栿断面尺寸的计算方法。《法

式》所载，梁栿断面之广要考虑梁长、铺

作数的多寡以及梁栿类型，以材栔决定，

如“三椽乳栿，若四铺作、五铺作，广两

材一栔”；断面厚度则“随其广分为三分，

以二分为厚”e，意即梁栿厚高比为 2∶3。

而在姚承祖原著《法原》中，以厅堂木架

配料为例，梁栿以定四界大梁为主，先按

跨度的 2/10 决定木料的围径，去皮结方

拼合。段料高厚之计算方法，先计算其直

径，酌定机面高低，然后以提栈之高减去

山界梁机面之高及斗三升寒梢拱之高，以

其余数加大梁机面，即得大梁段料之高，

厚为高之半。其余各梁围径及段料依大梁

的尺寸而定，山界梁（相当于平梁）是大

梁的 8/10；双步（相当于乳栿）是大梁的

7/10，等等 f。

依上述，梁栿尺度与其跨度、类型和

斗栱用材有一定的匹配关系，梁栿断面的

高宽也依照较确定的比例，如《法式》中

“广分三分，以二分为厚”（厚高比 2∶3）

或《法原》中“厚为高之半”（厚高比

1∶2）。

图 3：嘉定孔庙大成殿地盘归正合尺 图 4：嘉定孔庙大成殿侧样归正合尺

图 1：嘉定孔庙大成殿外观（摄于 2019 年） 图 2：苏州东山轩辕宫正殿外观（摄于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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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嘉定孔庙大成殿、苏州东山轩辕宫

正殿等建筑的梁栿尺度，不同于前文所述

的确定方法，梁身的高跨比与段料高宽比

并非遵守固定值，表现为梁高和梁宽尺寸

分别考虑的方式。

2.2 嘉定孔庙大成殿的拼合梁构造

大成殿中主要梁栿皆为江南地区较常

见的“拼合梁”，梁身分为上下两段，由

下段完整木料和上段两块或多块小料拼合

而成，上段小料之间留出一定间隙，以燕

尾榫连接固定，既在视觉上实现高大梁身

断面的形象，又可省材。为便于描述，下

文称制作拼合梁所需全部段料的整体高度

为“段料总高”，下段梁身为“实木高”，

剜去木料下缘后剩余的梁身总高为“中段

总高”（图 5）。

2.3 嘉定孔庙大成殿梁枋尺度规律

大成殿殿身面阔三间，进深八架椽，

取横纵架共四处切片（图 6~ 图 9），分别

统计梁栿的断面宽度、段料总高、中段总

高和实木高，以苏州木工尺（27.5cm）核

尺，并部分取权衡值。

因大殿现无落架拆解的条件，从仅

有的四椽栿和平梁 g的实木尺寸可以看

出（表 1），实木高和梁枋总高没有严格

的匹配关系，即并非随梁枋总高的变化，

实木和虚拼高度按固定数值或比例增减，

而是遵循“1/4 尺”倍数的前提下，在一

定范围内确定材料尺寸。因此，较关键

的尺寸信息是梁身断面的厚度及段料总

高，这可直接反映出工匠对梁身的整体

控制；而中段总高，只是在段料总高的

图 5：嘉定孔庙大成殿中的拼合梁做法及称谓示意

图 6：嘉定孔庙大成殿南纵架梁枋实测数据合尺

图 7：嘉定孔庙大成殿北纵架梁枋实测数据合尺

图 8：嘉定孔庙大成殿西正帖梁枋实测数据合尺 图 9：嘉定孔庙大成殿东正帖梁枋实测数据合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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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定孔庙大成殿梁枋尺寸统计与权衡合尺⑧	 表 1

位

置

跨

度

构件

名称

段料宽 段料高 段料跨度⑨

实测

值 /
mm

合寸

值 /
寸

权衡

值 /
寸

段料总高 中段总高 实木高 实测

值 /
mm

合尺

值 /
尺

高

跨

比
实测值

/mm
合尺

值 / 尺
权衡值

/ 尺
段料高

宽比

实测值

/mm
合尺

值 / 尺
权衡

值 / 尺
中段高

宽比

实测值

/mm
合尺

值 / 尺
权衡

值 / 尺
实木

占比

西

正

帖

一

椽

劄牵-南 220 8.0 8 610 2.22 2.25 2.77 545 1.98 2 2.48 — — — —
1445 5.25

0.42

劄牵-北 225 8.2 8 620 2.25 2.25 2.76 530 1.93 — 2.36 — — — — 0.43

二

椽

乳栿-南 280 10.2 10 685 2.49 2.5 2.45 660 2.40 — 2.36 — — — —

3095 11.25

0.22

乳栿-北 285 10.4 10.5 725 2.64 — 2.54 685 2.49 2.5 2.40 — — — — 0.23

顺栿-南 170 6.2 6 465 1.69 — 2.74 — — — — — — — — 0.15

顺栿-北 175 6.4 6.5 455 1.65 — 2.60 — — — — — — — — 0.15

平梁 180 6.5 6.5 795 2.89 — 4.42 740 2.69 4.11 490 1.78 1.75 62% 2750 10 0.29

四

椽

四椽栿 220 8.0 8 875 3.18 — 3.98 825 3.00 3 3.75 430 1.56 — 49%
5775 21

0.15

顺栿串 145 5.3 5.5 580 2.11 — 4.00 — — — — — — — — 0.10

东

正

帖

一

椽

劄牵-南 220 8.0 8 610 2.22 2.25 2.77 550 2.00 2 2.50 — — — —
1445 5.25

0.42

劄牵-北 225 8.2 8 635 2.31 2.82 565 2.05 2 2.51 360 1.31 — 57% 0.44

二

椽

乳栿-南 285 10.4 10.5 725 2.64 — 2.54 690 2.51 2.5 2.42 — — — —

3095 11.25

0.23

乳栿-北 285 10.4 10.5 700 2.55 2.5 2.46 660 2.40 — 2.32 — — — — 0.23

顺栿串-南 175 6.4 6.5 470 1.71 — 2.69 — — — — — — — — 0.15

顺栿串-北 175 6.4 6.5 455 1.65 — 2.60 — — — — — — — — 0.15

平梁 195 7.1 7 810 2.95 3 4.15 730 2.65 — 3.75 505 1.84 — 62% 2750 10 0.29

四

椽

四椽栿 220 8.0 8 885 3.22 3.25 4.02 840 3.05 3 3.82 490 1.78 1.75 55%
5775 21

0.15

顺栿串 150 5.5 5.5 580 2.11 — 3.87 — — — — — — — — 0.10

南

纵

架

次

间

丁栿-东 225 8.2 8 775 2.82 — 3.44 755 2.75 2.75 3.36 — — — —

5225 19

0.15

丁栿-西 245 8.9 9 795 2.89 — 3.24 745 2.71 2.75 3.04 — — — — 0.15

顺栿串-东 150 5.5 5.5 440 1.60 — 2.93 — — — — — — — — 0.08

顺栿串-西 160 5.8 6 460 1.67 — 2.88 — — — — — — — — 0.09

次

间

弱

襻间枋-东 150 5.5 5.5 475 1.73 1.75 3.17 — — — — — — — —

3575 13 013
襻间枋-西 155 5.6 5.5 475 1.73 1.75 3.06 — — — — — — — —

明

间
襻间枋-明 180 6.5 6.5 570 2.07 2 3.17 — — — — — — — — 6050 22 0.09

北

纵

架

次

间

丁栿-东 250 9.1 9 810 2.95 3 3.24 760 2.76 2.75 3.06 — — — —

5225 19

0.16

丁栿-西 240 8.7 8.5 765 2.78 2.75 3.19 735 2.67 — 3.14 — — — — 0.14

顺栿串-东 150 5.5 5.5 455 1.65 — 3.03
3.14

— — —

—

— — — —
0.09

顺栿串-西 145 5.3 5.5 455 1.65 — — — — — — — —

次

间

弱

襻间枋-东 150 5.5 5.5 500 1.82 — 3.33 — — — — — — — —

3575 13
0.15

襻间枋-西 155 5.6 5.5 485 1.76 1.75 3.13 — — — — — — — — 0.14

明

间
襻间枋-明 170 6.2 6.0 560 2.04 2 3.29 — — — — — — — — 6050 22 0.09

基础上剜去一部分木料，存在比较固定

的加工习惯；实木高则在满足基本受力

要求的前提下，根据木料条件有一定的

协调余地。

从同一类型、不同位置梁枋的绝对

尺寸来看，厚度以“乳栿—丁栿—四

椽栿 / 劄牵—平梁—枋串”为序，按照

“[10.5~10 寸 ]—[9~8 寸 ]—[8 寸 ]—[7、6.5

寸 ]—[6.5~5.5 寸 ]”递减；高度则以“四

椽栿—平梁—丁栿—乳栿—劄牵—枋串”

为序，按照“[3.25 尺 ]—[3 尺 ]—[3~2.75

尺 ]—[2.5 尺 ]—[2.25 尺 ]—[2~1.5 尺 ]”

递减（表 2）。梁枋厚、高基本以“寸”和

“1/4 尺”为递变值。

大成殿梁栿断面及梁高与跨度间皆未

遵循固定的比例。其中，段料高宽比基本

在“1/4.5~1/2.5”之间，其中劄牵和乳栿

较厚，约为“1/3~1/2.5”；丁栿次之，约



108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为“1/3.5~1/3”；平梁与四椽栿最薄，约

为“1/4.5~1/4”。而梁栿的高跨比约为

0.15~0.45，四椽栿 / 丁栿、乳栿、平梁、

劄牵分别约为 0.15、0.25、0.3、0.45。

若还原到具体的设计与加工过程中，

更便于理解梁高以“1/4 尺”和梁宽以

“寸”作为用尺精度的缘由。在设计阶段，

工匠多以约 1/10 的比例将侧样画在板壁等

处，此时梁栿高度也会被确定下来，故用

尺精度不宜过细；而梁栿厚度则可根据常

用值在加工环节裁定。“1/4 尺”和“寸”

在其他加工细节上也有反映，如确定中段

总高时，在平梁、四椽栿、丁栿、劄牵等

梁下剜去木料高度约 1/4 尺，而在乳栿处，

则约为 1 寸。

上述数据信息还可侧面反映出匠师对

建筑空间重要性的认知。从绝对尺度来

看，四椽栿、平梁、丁栿、乳栿的重要性

更高，枋、串等构件的重要性次之，且使

用在建筑南侧入口方向的梁枋尺寸略大于

后侧；另一方面，从相同类型、不同位置

梁枋构件的尺度精度和均匀度来看，重要

梁栿构件的尺寸加工精度较高，但枋、串

等构件的数值波动较明显；除此之外，梁

枋的高度数据往往明确，但厚度常常只能

确定出一个大致范围，这一方面是加工精

度的问题，或也反映了工匠对梁枋高度和

厚度重要性的认知倾向。且梁枋在断面厚

度和高度尺寸上的递减顺序并不一致，如

在构件高度上，四椽栿、平梁大于乳栿，

而跨度更小的乳栿、丁栿却比四椽栿更

厚，从段料高宽比中也可看出乳栿和劄牵

最厚、丁栿次之、平梁与四椽栿最薄。工

匠在确定梁枋尺寸时，应是充分考虑了视

觉因素：位置更高、离视点更远的构件会

选择相对更高的断面尺寸来弥补“近大远

小”的视差；而位置更低、离视点更近

的梁栿会选择更厚的材料，来实现“瘦柱

肥梁”的审美需要。此外，工匠的空间认

知，还基本表现为“明间重要于次间、内

界重要于前廊（轩）、前廊（轩）重要于

后步”。

3. 斗栱用材尺度

殿身内部斗栱构件的尺寸并不统一，

同一类型构件常出现多种尺寸信息，虽不

排除工匠加工精度不足的原因，但更可能

是多次重修时更换构件所致，因构件的时

代分期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在此暂不

涉及。

殿身檐下各组斗栱足材和单材的均值

约为（145-155）×（90-100）/55=（200- 

210）mmj，以苏州木工尺（27.5cm）折

算，接近“5.5 寸 ×3.5 寸 /2 寸 =7.5 寸”

（151.25×96.25/55=206.25mm）。若排除

部分数据的实测误差，同时考虑斗栱用材

的特征：一是其栔高与单材尺寸较为稳

定，二是殿身内斗栱及苏州其他实例中

（见下文）多组数据显示，斗栱用材存在

足材为 2 倍材宽的现象。可推测大成殿的

斗栱设计尺寸更接近“5 寸×3.5 寸 /2 寸

=7 寸”（137.5×96.25/55=192.5mm）。

依上述，大成殿的斗栱构件尺寸以

“寸”或“半寸”为精度单位。

总体来看，嘉定孔庙大成殿通面阔

以丈计，为 6 丈，明间与次间分别为 22

尺和 19 尺；屋面坡度符合“减尺定侧”

作法，从脊桁至檐桁，相邻桁条之间竖

向间距使用逐渐减小的 6 尺、5 尺、4 尺、

3.5 尺；在桁条平长设计时，以脊桁缝分

通进深前后各 22 尺，其中前后双步与前

后四界分别为 11.25 尺与 10.75 尺，由

于桁条间距不等分，从上檐桁到脊桁的

桁条平长依次为 6 尺，5.25 尺，5.5 尺，

5 尺，这里虽已使用 1/4 尺的营造尺精

度，但初衷是使构件的前后双步多出半

尺，可视为整尺和半尺使用的衍生结果。

而在确定梁枋高度时，自 3.25 尺始，基

本以 1/4 尺为递变值，来匹配不同重要

程度和受力大小的梁枋构件。以上，都

属于设计层面的控制精度。从梁枋厚度

开始，便可划定为加工层面的控制精度，

与设计层面“对分用尺”不同，更接近

“整倍制”的用尺规则，以“寸”和“半

寸”计。大成殿外檐斗栱用材则接近“5

寸 ×3.5 寸 /2 寸”，材之高、宽以“寸”

	 嘉定孔庙大成殿梁枋数据信息整理	 表 2

位

置
跨度

构件

名称
段料宽 / 寸

段料高 段料跨度

段料总高 / 尺 段料高宽比 中段总高 / 尺 中段高宽比 实木高 / 尺 实木占比 跨度值 / 尺 高跨比

横

架

一椽 劄牵 8 2.25 2.76~2.82 2 2.36~2.51 — — 5.25 0.42~0.44

二椽

平梁 6.5、7 3 4.15、4.42 2.65 3.74、4.11 1.75 55%、62% 10 0.29

乳栿 10~10.5 2.5 强 2.45~2.54 2.4 强 2.32~2.42 — —
11.25

0.22~0.23

顺乳栿串 6~6.5 1.75 弱 2.60-2.74 — — — — 0.15

四椽
四椽栿 8 3.25 3.98、4.02 3 3.75、3.82 1.75 55%、62%

21
0.15

顺四椽栿串 5.5 2.1 3.87、4.00 — — — — 0.10

纵

架

次间

丁栿 8~9 2.75~3 3.19~3.44 2.75 3.04~3.36 — —
19

0.15~0.16

顺丁栿串 5.5 1.65 2.88~3.14 — — — — 0.08~0.09

襻间枋（明间） 6、6.5 2 3.17、3.29 — — — — 22 0.09

次间弱 襻间枋（次间） 5.5 1.75 3.06~3.33 — — — — 13 0.1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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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半寸”为用尺精度（表 3）。

在大成殿的尺度设计中，设计层面与

加工层面的“分水岭”发生在梁枋段料的

高厚间，与前文提及常用的梁枋断面设计

时梁高和梁厚遵循一定的比例关系、并与

梁长跨度存在关联不同，嘉定孔庙大成殿

梁枋的高度与厚度是分开来考虑的，属于

“设计”和“加工”两个层面。可见工匠

在大成殿尺度设计中，是通盘考虑所有的

尺寸信息，并依此建立一定的简易关联，

而不仅从局部的比例关系出发。

这体现出的“整体性”和“简易性”

的原则在大成殿尺度设计中一以贯之，如

在屋面坡度设计时，也并非使用如“举架

法”这种以比例关系来确定屋面坡度的方

式，而是将每步的桁条平长和竖向高度分

别以“整尺”“半尺”或“1/4 尺”来计

算，与上文在梁枋尺度中不以比例计算断

面，而分别以“1/4 尺”来计算梁高、以

“寸”或“半寸”计算梁宽的方式在思维

上并无二致。在元明时期苏州一带工匠的

设计观念中，比例关系或只存在于工匠的

经验中，在具体操作时只是把能够产生比

例的控制尺寸以符合营造尺使用方便的

数值来确定，这种方式无疑更为直接和

简便。

二、苏州东山轩辕宫正殿尺度比较

以相似于上文嘉定孔庙大成殿的方

式，对苏州东山轩辕宫正殿建筑空间、梁

枋用材和斗栱用材尺度展开进一步分析。

1. 建筑空间尺度

轩辕宫正殿建筑空间尺度的数据，

在《苏州东山轩辕宫》k一书中已有详

细统计，笔者在此基础上，依苏州木工

尺（27.5cm）核尺计算（表 4），发现在面

阔和进深中，并非使用“整尺”，但符合

“对分制”，多使用“半尺”和“1/4 尺”，

其中明间面阔 20.75 尺较特别，这也使通

面阔并非整 5 丈，而为 49.75 尺。这似乎

并不符合工匠从简的原则，但其中所隐含

的细节信息却与嘉定孔庙大成殿高度相

似。从殿身中心四金柱围合成的地盘尺度

来看，二殿皆为面阔尺寸大于进深的非标

准方形，具体为大成殿明间面阔 22 尺比

进深 21.5 尺多出半尺、轩辕宫正殿面阔明

间 20.75 尺比进深明间 20.5 尺 l多出 1/4

尺；另外，二殿的通进深皆为明间面阔的

2 倍，如大成殿的通进深为 44 尺，明间面

阔则为其半 22 尺，而轩辕宫正殿通进深

41.5 尺，明间面阔亦为其半 21.75 尺。

由于大成殿中通进深与明间面阔皆为

整尺，且通面阔为 6 丈，通进深与明间面

阔间的决定关系难以确定，但在东山轩辕

宫正殿中，这一疑问得到了有效回应，从

通进深使用半尺、明间使用 1/4 尺，且为

了实现二倍关系而使通面阔不用整丈这些

现象可以看出，工匠在进行面阔和进深的

尺度设计时，进深桁架平长所决定的进深

尺度似为明间面阔尺度确定的前提。如果

从工匠营造的视角来看，所谓通进深和明

间面阔的关系，可以对照为正帖扇架与明

间面阔的关系，将这两个重要尺寸以“对

分”的方式关联起来，是工匠“系统”、

“立体”和“从简”思维的集中反映。要

说明的是，这种正帖宽度与明间尺度的倍

数关系目前来看仅出现在苏州一带“三开

间进深八架椽”的小殿中，在上海真如寺

大殿和苏州府文庙大成殿中并不适用，二

者皆表现为正帖宽度要略大于明间尺度的

2 倍，这应该是由于真如寺大殿十架椽屋

和苏州府文庙大成殿五开间的原因所致。

2. 梁枋用材尺度

东山轩辕宫正殿与嘉定孔庙大成殿皆

使用拼合梁，此部分亦用上文的描述方式

对梁枋断面的“宽”“段料总高”“中段总

高”“实木高”进行说明。可以看出，东

山轩辕宫正殿梁枋用材所呈现出的尺度规

律与嘉定孔庙大成殿一致，以“1/4 尺”

作为不同类型梁枋断面高度之间的递变

值，同时梁枋厚度以“寸”或“半寸”为

差值变化。

轩辕宫正殿已然经历了落架大修，在

尺度设计中体现的规律可以对大成殿进行

有效的补充。如梁栿实木高的规律在大

成殿中体现得并不明显，但在轩辕宫正

殿中，更可以反映出实木高是“遵循 1/4

尺倍数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选择尺

寸”这一事实。轩辕宫正殿梁栿实木高的

绝对尺寸在“0.75~2.25 尺”间波动，且

并不存在随着段料总高变大而绝对配合使

	 嘉定孔庙大成殿建筑规模、梁枋及斗栱尺度规律	 表 3

建筑部位 实际尺寸（尺） 用尺精度 分尺方式 工序阶段

面阔，进深，高 60，44，44

整尺

对分制 设计层面

屋面高度 22

定侧 6，5，4，3.5

桁距 6，5.5，5.25，5 半尺

梁枋高度 3.25，3，2.75，2.5，2.25，2，1.75 四分之一尺

梁枋宽度 1，0.9，0.8，0.7，0.65，0.6，0.55
寸 / 半寸 整倍制 加工层面

斗栱用材 0.5，0.35，0.2

	 东山轩辕宫正殿空间尺度复原	 表 4

北（西）次间 明间 南（东）次间 总长

开间

实测尺寸（mm） 4002 5705 4000 17707

核尺结果（尺） 14.55 20.75 14.55 49.84

权衡值（尺） 14.5 20.75 14.5 49.75

进深

实测尺寸（mm） 2910 5615 2885 11410

核尺结果（尺） 10.62 20.42 10.49 41.53

权衡值（尺） 10.6 20.4 10.5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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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大实木的做法，如西正帖的乳栿和四

椽栿中就皆使用了接近“1.75 尺”的实木

高；另外，同类型的梁栿也会使用不同高

的实木，这在四椽栿、乳栿、劄牵、丁栿

上皆有反映，如东西正帖的四根乳栿使用

了四种实木高，分别接近“1.25 尺”“1.5

尺”“1.75 尺”“2 尺”（表 5）。可见工匠

更重视梁栿的视觉呈现，即段料总高和中

段总高，实木高是在一定范围内有弹性地

选择尺寸，这个现象在前文大成殿的梁枋

尺寸分析中也同样有所体现，且轩辕宫正

殿梁栿实木高中使用的“1/4 尺”也是梁

栿总体高度使用 1/4 尺的有效佐证。这种

工匠对料的尺度择用同样体现在梁枋厚度

上，不同位置、同一类型的梁栿厚度基本

一致，最多在“1~2 寸”差值范围内波

动，但不同位置顺乳栿串的厚度值却在

绝对值“6~8.5 寸”间波动，可见工匠对

非关键部位构件尺寸的控制程度会有所

放松。

有所不同的是，东山轩辕宫正殿梁枋

构件的整体尺寸稍大于嘉定孔庙大成殿，

这在构件的绝对尺度中可以看出，同时也

体现在梁下剜去的木料高度上，大成殿基

本以“1/4 尺”和“1 寸”为值，但在轩辕

宫正殿中，下剜木料值更接近“半尺”和

“1/4 尺”⑬，整体比大成殿更大；另外从

高跨比中也可看出轩辕宫正殿梁栿尺度较

大的事实，除平梁和四椽栿外，大成殿的

劄牵、乳栿、丁栿的高跨比都相比轩辕宫

正殿较小。

轩辕宫正殿梁枋断面在高度和厚度

上的递减顺序与嘉定孔庙大成殿也稍有差

别。从梁枋的厚度看，以“四椽栿—平梁 / 

丁栿 / 乳栿—顺四椽栿串 / 乳栿’⑭—襻

间枋 / 枋—劄牵—顺丁栿串”为序，尺寸

基本按照“[1.25 尺 ]—[10~9 寸 ]—[9~8

寸 ]—[8 寸 ]—[7 寸 ]—[6 寸 ]”递减；从梁

枋的高度上看，则以“四椽栿—丁栿—乳

栿—襻间枋—平梁—劄牵 / 顺四椽栿串—

顺丁栿串 / 顺乳栿串”为序，尺寸基本按

照“[3.75尺 ]—[3.5~3.25尺 ]—[3.25尺 ]—

[3 尺 ]—[2.75 尺 ]—[2.5 尺 ]—[1.5 尺 ]”递

减（表 6）。

从段料宽高比来看，轩辕宫正殿的

梁栿断面比例基本保持在“1/4~1/3”之

间，而大成殿则在“1/4.5~1/2.5”之间，

相比前者范围更大。另外，构件厚薄的

使用倾向也有明显不同，甚至完全颠覆。

在轩辕宫正殿中，平梁和四椽栿的段料

宽高比最大，约为“1/3”；丁栿次之，

约为“1/3.5”；劄牵和乳栿最薄，约为

“1/4~1/3.5”。而在大成殿中，梁栿的厚薄

情况则相反，表现为平梁和四椽栿最薄、

丁栿次之、劄牵和乳栿最厚，分别约为 

“1/4.5~1/4”“1/3.5~1/3”“1/3~1/2.5”。

苏州一带从元至明的演变过程中，虽然基

本的尺度设计规律比较稳定，但从梁栿断

面比例的范围变大和对梁栿厚薄使用的倾

向变化中可以看出，工匠对构件性能和结

构安全的把握有所增强，且更善于利用视

觉因素来创造空间感受。

虽然在梁栿绝对尺度和高厚比例上，

轩辕宫正殿和嘉定孔庙大成殿有所不同，

但梁栿尺度的设计规律中却基本一致。随

着时代的推移，虽然加工能力和审美取向

在演进或变化，但设计思维上的变化相对

而言是较为缓慢的。

除了在梁枋用材层面，从殿身柱径

的绝对尺度看，也有“1/4 尺”使用的痕

迹。轩辕宫正殿的中心四柱实测数值从

480mm 至 540mm 不等，四根角柱的柱径

约为 400mm，两山及后檐当心间柱径约

为 344mm ⑮，若以苏州木工尺进行核算，

上述数值则分别接近“2~1.75 尺”“1.5

尺”“1.25 尺”；而大成殿殿身的四根金

柱、明间前檐柱、其余位置檐柱的柱脚径

值则分别接近“2 尺”“1.5 尺”和“1.25

尺”。这种“对分用尺”的方式在殿身的

尺度设计中可能普遍使用。

3. 斗栱用材尺度

经过较为详细的构件分型和统计

工作，大致推断出轩辕宫最初建造时

材宽 110mm，单材高 165mm，足材高

220mm ⑰；合材宽约 4 寸，单材高 6 寸，

足材高 8 寸，栔高 2 寸。整体斗栱用材以

“寸”为精度单位，且亦体现出足材为材

宽 2 倍的关系。

综上所述，始建于元代的苏州东山轩

辕宫正殿在建筑空间、梁枋用材、斗栱用

材尺度中所呈现出的尺度规律与嘉定孔庙

大成殿高度一致，都表现为在建筑空间层

面使用“整数尺”和“减尺定侧”作法，

在梁枋断面高度上以“1/4 尺”为不同梁

枋间的差值，在梁枋断面及斗栱用材上以

“寸、半寸”计的分级尺度控制方式。

三、苏州及周边地区其他建筑遗存

的尺度比较

将上述讨论扩展到苏州一带其他早期

建筑中来看，在建筑规模尺度上，上文所

述设计层面的“整数尺”和“对分用尺”

手法也并不少见。据 1997 年东南大学建

筑历史教研室对苏州玄妙观三清殿维修设

计的实测资料，副阶至明间面阔依次为

14、16、19、23 尺⑱，不仅绝对尺度为“整

数尺”，相邻面阔尺寸的差值也存在递变

规律，分别为 2 尺、3 尺、4 尺；明代遗

构苏州府文庙大成殿，面阔和进深以“半

尺”和“1/4 尺”的使用为多，甚至出现

了“1/8 尺”⑲，各间面阔尺寸依次为 7

尺、14.375 尺、19 尺、24.75 尺，进深方

向各间尺寸依次为 7 尺、12.5 尺和 15.25

尺（表 7）。

在梁枋用材尺度上，由于除嘉定孔庙

大成殿和苏州东山轩辕宫正殿外的其他相

关遗存近期未发表较详细的数据成果，难

以形成系统结论，但从早期书籍及刊物的

少量数据中，可以看出一些符合上文所述

梁枋断面高度以“1/4 尺”为差值，及断

面厚度以“寸”计的做法。如《法原》㉓

图版二十六关于苏州文庙大成殿的横剖与

纵剖图的梁枋数据中，三界梁、五界梁、

七界梁下随梁枋、水平枋、双步夹底、廊

川夹底的断面高度分别为 103、84、75、

61、56、42（cm），以苏州木工尺（27.5cm）

核尺后分别约为 3.75、3、2.75、2.25、 

2、1.5（尺）；而五界梁 / 双步、山界梁、

双步夹底、廊川夹底的断面厚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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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轩辕宫正殿梁枋尺寸统计与权衡合尺⑯	 表 5

位

置

跨

度

构件

名称

段料宽 段料高 段料跨度

实测值

/mm
合寸

值 / 寸
权衡

值 / 寸

段料总高 中段总高 实木高
实测值

/mm
合尺

值 / 尺

高

跨

比
实测值

/mm
合尺

值 / 尺
权衡

值 / 尺
段料高

宽比

实测值

/mm
合尺

值 / 尺
权衡

值 / 尺
中段高

宽比

实测值

/mm
合尺

值 / 尺
权衡

值 / 尺
实木

占比

西

正

帖

一

椽

劄牵 187 6.8 7 690 2.51 2.50 3.69 632 2.30 2.25 3.38 300 1.09 — 43% 1326 4.82 0.52

劄牵 191 6.9 7 680 2.47 2.50 3.56 607 2.21 2.25 3.18 230 0.84 — 34% 1258 4.57 0.54

二

椽

乳栿 265 9.6 9.5 903 3.28 3.25 3.41 768 2.79 2.75 2.90 350 1.27 1.25 39% 2900 10.55 0.31

乳栿 221 8.0 8 867 3.15 — 3.92 777 2.83 — 3.49 488 1.77 1.75 56% 2920 10.62 0.30

顺栿串
178
170

6.5
6.2

6.5
6

420 1.53 1.5 — — — — — 232 0.84 — 55% — — —

顺栿串
239
224

8.7
8.1

8.5
8

440 1.60 — — — — — — — — — — — — —

平梁 254 9.24 9.25 780 2.84 — 3.07 725 2.64 — 2.85 342 1.24 1.25 44% 2721 9.89 0.29

四

椽

四椽栿 340 12.4 12.5 1023 3.72 3.75 3.01 903 3.28 3.25 2.66 490 1.78 1.75 48% 5615 20.42 0.18

顺栿串
246
224

8.9
8.1

9
8

658 2.39 — — — — — — 340 1.24 1.25 52% — — —

东

正

帖

一

椽

劄牵 188 6.8 7 691 2.51 2.50 3.68 641 2.33 — 3.41 400 1.45 1.50 58% 1326
1258

4.82
4.57

0.52

劄牵 190 6.9 7 690 2.51 2.50 3.63 591 2.15 — 3.11 424 1.54 1.50 61% 0.55

二

椽

乳栿 263 9.5 9.5 924 3.36 — 3.51 842 3.06 3.0 3.20 410 1.49 1.50 44% 2900 10.55 0.32

乳栿 221 8.0 8 888 3.23 3.25 4.02 766 2.79 2.75 3.47 550 2 2.0 62% 2920 10.62 0.30

顺栿串
188
197

6.8
7.2

7 430 1.56 — 2.23 — — — — — — — — — — —

顺栿串
238
225

8.7
8.2

8.5
8

427 1.55 — — — — — — 338 1.23 1.25 79% — — —

平梁 271 9.9 10 765 2.78 2.75 2.82 727 2.64 — 2.68 360 1.31 — 47% 2721 9.89 0.28

四

椽

四椽栿 345 12.5 12.5 1020 3.71 3.75 2.96 890 3.24 3.25 2.58 590 2.15 — 58% 5615 20.42 0.18

顺栿串
232
220

8.4
8.0

8.5
8

659 2.40 — — — — — — 309 1.12 — 47% — — —

南

纵

架

次

间

丁栿 253 9.2 9 936 3.40 — 3.70 856 3.11 — 3.38 600 2.18 — 64%
4000 14.55

0.23

丁栿 264 9.6 9.5 949 3.45 3.5 3.59 827 3.0 3.0 3.13 465 1.69 — 49% 0.24

顺栿串 165 6.0 6 429 1.56 — 2.60 — — — — 355 1.29 1.25 83% — — —

顺栿串 164 5.9 6 429 1.56 — 2.62 — — — — 383 1.39 — 89% — — —

襻间枋 218 7.9 8 822 2.99 3.0 3.77 — — — 3.77 405 1.47 1.50 49% — — —

北

纵

架

次

间

丁栿 277 10.0 10 922 3.35 — 3.32 839 3.05 3.0 3.03 290 1.05 1.0 31%
4000 14.55

0.23

丁栿 256 9.3 9.5 883 3.21 3.25 3.45 800 2.91 — 3.13 465 1.69 — 53% 0.22

顺栿串 171 6.2 6 424 1.54 1.5 2.48 — — —
—

220 0.80 — 52% — — —

顺栿串 169 6.1 6 447 1.63 — 2.64 — — — 355 1.29 1.25 79% — — —

襻间枋 219 8.0 8 630 2.29 2.25 2.88 — — — — 525 1.91 — 83% — — —

枋 219 8.0 8 535 1.95 2.0 2.44 — — — — — — — — — — —

	 东山轩辕宫正殿梁枋数据信息整理	 表 6

位

置
跨度

构件

名称
段料宽 / 寸

段料高 段料跨度

段料总高 / 尺 段料高宽比 中段总高 / 尺 中段高宽比 实木高 / 尺 实木占比 跨度值 / 尺 高跨比

横

架

一椽 劄牵 7 2.5 3.56~3.69 2.25 3.11~3.41 0.75~1.5 34%~61% 4.57、4.82 0.52~0.55

二椽

平梁 9.25、10 2.75 2.82、3.07 2.65 2.68、2.85 1.25 44%、47% 9.89 0.28~0.29

乳栿 8、9.5 3.25 3.41~4.02 2.75、3 2.90~3.49 1.25、1.5、1.75、2 39%~62% 10.55、10.62 0.30~0.31

顺乳栿串 6~8.5 1.5 强 — — — 0.85、1.25 55%、79% — —

四椽
四椽栿 12.5 3.75 2.96~3.01 3.25 2.58~2.66 1.75、2.15 48%、58% 20.42 0.18

顺四椽栿串 8~9 2.4 — — — 1.15、1.25 47%、52% — —

纵

架

次间
丁栿 9~10 3.25~3.5 3.32~3.70 3 3.03~3.77 1、1.5、1.75、2.25 31%~64% 14.55 0.22~0.24

顺丁栿串 6 1.5 强 2.48~2.64 — — 0.8、1.25、1.4 52%~89% — —

襻间枋 8 3、2.25 2.81、3.75 — — 1.5、2 49%、83% — —

枋 8 2 2.4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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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27、25、19、17（cm），核尺后分别

约为 10、9、7、6（寸）。可见，在上文嘉

定孔庙大成殿与苏州东山轩辕宫正殿梁枋

断面中所得规律并非巧合。

在斗栱用材上，苏州玄妙观三清殿、

上海真如寺大殿、苏州府文庙大成殿和旺

墓村土地庙等，并不完全遵循前文嘉定孔

庙大成殿和东山轩辕宫正殿以“寸”或

“半寸”的方式来确定斗栱用材，还出现

了 3.25 寸、2.4 寸等更为精细的尺度划分 

（表 8），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模数

化”。其中，是材高几乎皆为材宽的 2 倍

（除苏州文庙大成殿外），栔高与单材高的

比值呈现出6∶15（玄妙观三清殿）、5∶15

（东山轩辕宫正殿）两种类型㉔。

四、尺度控制中的变通择用原则

1. 传统建筑营造中的三种尺度关系

所谓三种尺度关系，是指传统建筑营

造中的绝对尺度、相对尺度和凶吉尺度。

绝对尺度是以尺度单位所计的固

定数值，常用的尺度单位有“里”“步” 

“丈”“尺”“寸”等。

当存在两个或以上对象时，择其一作

为参照，将另外的绝对尺度与此产生关联，

相对尺度的概念便会产生。相对尺度的确

定以两种关系为主，一种是比例或分率关

系，与传统建筑中的“模数制”观念较为

接近，但并不全同。传统工匠常使用“对

分制”和“整倍制”的手法，其中“对分

制”是指在营造活动中常以总尺度之半如

“丈”和“尺”的“1/2”“1/4”“1/8”等

来确定绝对尺度，常用尺寸如“五尺（1/2

丈）”“半尺（1/2 尺）”“二尺五寸（1/4

丈）”“半寸（1/2 寸）”等；而“整倍制”

则是寻求基本尺度单位的倍数关系，如在

“寸”的基础上确定出“2 寸”“4 寸”“9

寸”等。从前文几例元明苏式建筑遗存的

用尺规律来看，在建筑尺度确定中仍存明

显的“对分制”方式，在加工具体细节尺

寸时又有“整倍制”的做法。在苏州一带

传统工匠的口述信息中，也有“对分制”

和“整倍制”的体现，如香山匠师程茂澄

先生在描述山墙与边柱的关系时提及：“边

柱大半部分（柱径尺寸的一半再加一寸）

被包裹在山墙内，仅有小半部分（柱径尺

寸的一半减一寸）露出山墙外”㉖，其尺

寸权衡方式是在“对分制”前提下的再调

整；“整倍制”不仅在工匠的日常做法中

常见，在《法原》一书中也有体现，如

“四六式”与“双四六”牌科的整倍尺寸关

系等。另一种相对尺度的关系是差值关系，

即通过确定相关类型构件之间尺寸的规律

递变值来建立关联，如“减尺定侧”中在

相邻桁条竖向高度中以“1 尺”或“半尺”

为递变值，在梁栿高度中以“1/4尺”为递

变值，在梁栿厚度中则以“寸”或“半寸”

为递变值等。在地域及乡土建筑营造中，

相对尺度的关系更多体现为一种差值关系

而较少使用特殊的比例或分率关系，这是

“从简思维”的一种反映。

此外还存在一种凶吉尺度，在传统建

筑营造中主要是指一些压白处理，如压字

法、留吉法、压倍法、联白法等㉗，暂不

在本文中展开讨论。

2.“变造用材”

“变造用材”一词出自《法式》劄子

“元祐《营造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

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

可视作李诫重修《法式》大木作部分的核

心制度。梁思成先生在《< 营造法式 > 注

释》中将其解释为“在变化的情况下制作

和使用材料的制度”；常青先生结合“黄

钟率”与“材分八等”的关系，提出变造

用材“可能是迁就礼乐制度的原因，使文

化诉求的感性动机，造成了技术操作的不

合理结果”㉘；张十庆先生也曾将“变造

用材”定义为“非一定之法的、可折变的

用材制度”，并从“功”和“基准量”的

角度得出“《营造法式》八等材的构成形

式是在原形的七等材构成的基础上，将频

繁使用区域上的一个等级拆分为两个等级

实现的”这一结论，具体指《法式》中八

等材中的四等材（广 7.2 寸、厚 4.8 寸）

与五等材（广6.6寸、厚4.4寸）是从“广

6.75 寸、厚 4.5 寸”的材拆解演化而来㉙。

从工匠视角对“变造用材”和“材分

	 苏州及周边地区部分建筑面阔与进深尺寸统计	 表 7

开间方向
⑳

建筑 西副阶 西尽间 西稍间 西次间 明间 东次间 东稍间 东尽间 东副阶 总面阔

玄妙观三

清殿
㉑

3840 4450 5230 5230 6350 5230 5230 4450 3840 43850

14 16 19 19 23 19 19 16 14 159

苏州府文

庙大成殿
㉒

— 1920 3950 5250 6800 5250 3950 1920 — 29040

— 7 14.375 19 24.75 19 14.375 7 105.5

进深方向

建筑 南阶 南间 正间 北间 北阶 总进深

苏州府文

庙大成殿

1920 3450 417.5 417.5 3450 1920 15250

7 12.5 15.25 15.25 12.5 7 55.5

  注：表中每个建筑所对应上行单位为 mm，下行单位为尺。

	 苏州及周边地区部分建筑斗栱用材尺寸统计㉕	 表 8

建筑 斗栱用材数据（mm） 斗栱用材折尺（寸） 单材 / 材宽 足材 / 材宽 足材 / 单材

玄妙观三清殿 238×165 / 95=333 8.5×6 / 3.5=12 1.442 2 1.4

上海真如寺大殿 135×90 / 52=187 5×3.25 / 2=7 1.5 2.078 1.385

苏州文庙大成殿 165×110 / 65=230 6×4 / 2.4=8.4 1.5 2.1 1.4

旺墓村土地庙 96×75 / 56=151 3.5×2.75 / 2=5.5 1.27 2 1.57

  注：表中数据“□×□ / □ = □”代指“单材高×材宽 / 栔高 = 足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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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等”的关系进行解读，“材分八等”这

种不规则增减材尺寸的做法本身就是“变

造用材”的体现，若以尺的切分角度来

看，也符合上述张十庆先生关于“材分七

等”的推论。材宽从 3 寸至 6 寸，以“0.5

寸”递增；栔宽从 1.2 寸至 2.4 寸，以

“0.2 寸”递增（表 9），分别符合营造尺度

划分的“对分制”和“整倍制”惯习。

3. 变通用尺

上述“变造用材”反映到地方营造中，

多体现为一种“变通用尺”的手法。所谓

“变通用尺”，在绝对尺度方面，工匠往往

会根据空间大小和建筑物的体量来决定所

需的尺度控制方式，表现为在宏观、中观

和微观层面会选择以不同单位来作为尺度

基准值；在相对尺度方面，当以差值作为

相对尺度关系时，会优先选择与其设计或

加工精度相匹配的尺度单位作为控制尺寸

的递变值的方式。

一般意义上的分级尺度控制，宏观层

面主要指古代城市和建筑群层级的尺度，

常以“里”“步”“丈”“尺”等作为尺度

单位；中观层面是指相邻建筑物之间的

距离及建筑物的开间、进深等，常用的

尺度单位有“丈”“步”“尺”“筵”“几”

等；而微观层面则是指建筑物中的构件

尺度，尤其是斗栱等大量性构件，产生了

接近模数制的尺度控制方式。但这种分级

尺度控制中尺度单位的使用范围并非截然

分割，在不同尺度层面的交界处可以根据

需要灵活变通，如在建筑地盘尺度确定

中，大成殿就使用了“6 丈”这一通面阔

值，而轩辕宫正殿的通面阔却为“49.75

尺”，这一方面体现出工匠在设计时“宏

观控制、局部调整”的方式，也侧面说明

了“整数尺”和“对分制”在思维方式上

的趋同性。

本文重点从元明时期苏州地区的单体

建筑层面分析了这种分级尺度的控制方式。

具体表现在宏观层面的建筑物开间、进深、

屋面坡度中“整尺”“半尺”“1/4 尺”的

使用，中观层面的建筑物梁枋断面高度中

的“1/4 尺”，以及微观层面的梁枋断面厚

度中“寸”和“半寸”的使用。其中宏观

和中观层面呈现出的尺度控制方式都遵循

营造尺划分规则中的“对分制”原则，属

于营造活动中的“设计层面”；而微观层

面所呈现的尺度控制方式为营造尺划分规

则中的“整倍制”做法，属于营造活动中

的“加工层面”。除绝对尺度外，在相对尺

度关系中，也体现出这种变通用尺的规律，

如前文提及的分别以“尺、半尺”“1/4

尺”“寸、半寸”作为相邻桁条竖向高差、

梁高、梁宽的递变值等。

五、结语

以往对“模数制”问题的研究，主

要是基于古代官方典籍如《法式》和清

工部《工程做法》及部分现存的官式建

筑，但这种“模数化”的规律在地域建

筑中并不完全适用，即使宋代之后拥有

较高营造水准的苏州地区，在元明时期

建筑中所体现出的尺度规律也没有明显

的“模数化”现象，仅表现为变通的分

级尺度控制方式，这应是建造背景和营

造强度的原因所致，即有无官方督材和

大量性生产的需要，这也是官式建筑和

地域建筑的差异，而在更为广大乡土建

筑中的“模数化”程度就更可想而知。

因此，对传统建筑中“模数制”问题的

讨论不仅要看到时代变化，更要关注官

式与地域及乡土建筑在模数化程度上的

区别和不同“模数单位”的优先择用情

况，以及营造背景的差异及模数化产生

的特殊条件等。

嘉定孔庙大成殿和苏州东山轩辕宫

正殿等，在尺度设计时采用了地域营造

的简易方式，并不同于“材份制”或

“斗口制”选择一个中间量作为模数，仅

仅依靠营造尺不同精度的切分方式来解

决设计和加工中尺度精度不同的问题。

这种方式和一些早期建筑的尺度控制有

相似性，如材为整尺的做法等，但早期

建筑是受加工能力所限，而地域建筑中

呈现出的尺度规律是实用从简的主动选

择。综合来看，元明苏州地区建筑尺度

设计中所体现出的规律，只是一种构件

之间相对尺度的关联，且更多是体现为

差值关系而非比例关系，并不是一种

“模数化”的手法。

这引发了对传统建筑“模数制”问题

的再思考，所谓传统建筑中模数化程度的

普遍情况，并非是以同一基准的尺度单位

来控制不同层级的建筑尺度，而是在变通

思维下，准确掌握绝对尺度，并寻求相对

尺度的逻辑性，使设计理念、计算加工、

技艺传播等系统、严密的内容变得简单、

方便、实用，使大量性相同规格或变规格

构件的计算和加工生产变得高效。其发

展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趋简性原则，这

是“模数制”产生的基础，也提示了在传

统建筑尺度分析的过程中，要符合工匠思

维和营造的具体情况，不宜过分解读；二

是实用性原则，这是“模数制”操作的根

本，为了确保在具体操作时的可行性，必

须要满足易掌握、易记忆、易加工、易传

播等特点，因此，“整倍制”和“对分制”

是有效的方法；三是变通性原则，这是

“模数制”的关键和灵魂，在具体的地域

营造活动中，以单一尺度模数控制建筑整

体尺度的方式并不常见，而更倾向于在不

同大小的尺度范围和相对递变关系中使用

不同精度的尺度单位。从本文讨论的几处

	 《营造法式》“材分七等”	递变尺寸（单位：寸）	 表 9

一等材 二等材 三等材 四等材 五等材 六等材 七等材 率

栔宽 2.4 2.2 2 1.8 1.6 1.4 1.2 0.2

栔高 3.6 3.3 3 2.7 2.4 2.1 1.8 0.3

材宽 6 5.5 5 4.5 4 3.5 3 0.5

材高 9 8.25 7.5 6.75 6 5.25 4.5 0.75

总高 12.6 11.55 10.5 9.45 8.4 7.35 6.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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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中可以看出，在元明苏州一带的地域

传统营造中，真正意义上的“模数制”是

不存的，而体现为一种“变通用尺”的关

联思维；在其他地域是否也有相似现象，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本文虽未进行过多建筑形制层

面的分析，但仅从上文不同层级的尺度分

析中所反映出的设计原则可以看出，苏州

一带的地域建筑，在营造思维上的历史延

续性较好，至少从元到明清有明显的传承

关系，且在地域范围上有较广的覆盖面。

但这种尺度设计原则和民国时期《法原》

中的做法有明显不同，关于这是后期苏州

地区的做法演化还是在历史上多种做法并

存的问题，由于样本数量不足和目前研究

阶段所限尚难以回答，但正如官式建筑

不能代表传统建筑的全部技术做法一般，

《法原》中所述做法也难以涵盖苏州地区

营造技艺的全体。

注释

a 参考文献 [13].

b 参考文献 [14].

c 参考文献 [15]：28.

d 数据详见参考文献 [15].

e 参考文献 [2]：124.

f 参考文献 [1]：31.

g 此部分关于梁枋的描述，因后文涉及如苏州东山

轩辕宫正殿等早期建筑，故区别于前文，使用以《营

造法式》为代表的早期建筑构件称谓。

h 考虑到工匠实际的用尺精度情况，表中“实测值”

以5mm为精度单位，故将实测尾数以“0”或“5”计；

且“段料宽”的权衡值以整寸或半寸计（表 5 同理）。

i 因大成殿未落架逐一统计梁枋实长，此处跨度值

为梁枋对应的开间或桁条中距值。

j 此处“（□）×（□）/ □ =（□）”表示“（单材高）×（材

宽）/ 栔高 =（足材高）”，余同。

k 参考文献 [15].

l 此处虽合尺值为 20.4 尺，但从通进深 41.5 尺、脊

南次间进深 10.5 尺的情况，推测 20.4 尺是殿身变形

或数据误差导致，原设计值应是 20.5 尺。

m 如在四椽栿、乳栿等处使用了“半尺”，劄牵等处

使用了“1/4 尺”，丁栿两种情况皆有出现。

n 苏州东山轩辕宫正殿的乳栿厚度出现了两种尺寸，

分别为 9.5 寸与 8 寸，此处以“乳栿’”表示断面厚度

为 8 寸的乳栿。

o 参考文献 [15]：35.

p 此表中的实测值来自参考文献 [15]：90-91 表 3-5，

合尺值为笔者在此基础上核算所得。

q 参考文献 [15]：145.

r 此处除上海真如寺大殿使用尺长为 31.1cm 的营造

尺外，其余如苏州玄妙观三清殿、苏州府文庙大成殿

等皆使用尺长为 27.5cm 的苏州木工尺。

s “1/8 尺”或为通面阔和其他间面阔尺寸确定后而

产生的间接结果，并非直接尺度设计的本意。

t 表中所用数据皆为柱脚尺寸。

u 表中所用玄妙观三清殿数据见参考文献 [12].

v 表中所用府文庙大成殿数据见参考文献 [1].

w 参考文献 [1].

x 参考文献 [18].

y 表中所用营造尺长皆为 27.5 cm。玄妙观三清殿、

上海真如寺大殿、苏州府文庙大成殿数据引自参考

文献 [7]；旺墓村土地庙数据引自参考文献 [16]。其

中上海真如寺大殿的营造尺长在参考文献 [11] 中被

初定为 31.1cm，若以此尺长核算斗栱用材，数值不

符合工匠的用尺习惯，此处更接近使用了 27.5cm 的

营造尺长。从近些年所掌握的营造尺分布情况来看，

苏州一带的“吴尺尺系”较为稳定，其尺长多集中在

27.5cm、28.2cm 等，几乎未出现过 31.1cm 尺长，故

仍需对真如寺大殿的改易及用尺情况再做研究。

z 陈志宏，陈芬芳主编 . 建筑记忆与多元化历史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05：22.

㉗参考文献 [14].

㉘常青 . 中国传统建筑再观─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

110 周年 [J]. 建筑师，2011（03）：69-81.

㉙参考文献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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