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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355 建筑学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中国建筑史》考研核心笔记 

 

绪论  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影响建筑发展的因素 

考点：建筑的多样性与主流 

考点：中国建筑的主流——木架建筑 

考点：单体建筑的构成 

考点：北京故宫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中国建筑史课程简介 

1.目的 

建筑设计 

（1）建造手段、工程技术 

（2）历史、理论及指导方法 

 

2.内容 

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建筑 

 

3.影响建筑发展的因素 

（1）人的需要 

（2）文化 

（3）宗教 

（4）气候 

（5）社会 

【核心笔记】绪论中国古代建筑的特征 

1.建筑的多样性与主流 

（1）南方炎热、潮湿地区——干阑式建筑 

（2）北方游牧地区——毡包式建筑 

（3）干旱多风沙地区——土墙平顶式建筑 

（4）黄河中上游、黄土高原——窑洞 

（5）东北、西南多森林地区——井干式建筑 

 

2.中国建筑的主流——木架建筑 

（1）木架建筑的优势 

①取材方便 

②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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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较强的抗震性 

④施工速度快 

⑤便于修缮、搬迁 

（2）木架建筑的缺点： 

①用材的减少、破坏环境 

②木头易着火、易腐、易潮、怕虫蛀 

③难以满足更大、更复杂的空间需求 

 

3.木构架建筑的特色 

木构建筑结构体系的形式有：穿斗式、抬梁式（图） 

 

（1）抬梁式 

抬梁式也称“叠梁式”。这种木构架大体说来是先在地面上筑一个土台，台上安装石础，立木柱，再

在柱上架梁。梁与梁之间用“枋”连接组成“间”，在梁上再架檩，檩上架椽，这样层层叠置，最后是用

椽来承托屋顶，“骨架”就这样形成了。 

（2）其它结构体系 

①混合式结构②窝棚式结构③纵架平椽 

（3）木架建筑的结构部件 

①斗拱——我国木架建筑特有的结构部件 

作用：为出挑承重而形成的 

叫法：宋—铺作 

清—斗科或斗拱 

江南—牌科 

②斗拱的主要构件： 

拱：短悬臂梁 

斗：拱与昂的支座垫块 

昂：斜的悬臂梁 

我国的高级木结构建筑，如宫殿、庙观、陵寝等，往往使用斗拱。 

 

4.单体建筑的构成 

（1）特点：简明、真实、有机 

（2）单体形式——骨架系统 

外墙作用：围合/抵抗水平力/横向联系 

（3）柱、梁 

（4）屋顶——中国建筑的“第五立面” 

（5）等级:重檐（庑殿）＞庑 wu 殿＞歇山＞悬山＞硬山 

 

5.建筑群组合 

庭院——中国古代建筑群体布局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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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庭院的组合方式有 

①主房与院门之间用墙围合 

②主房与与院门之间用廊围合—廊院 

③主房与院门之间用厢房围合—三合院 

（2）古代建筑的空间布局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建筑体系在平面布局方面具有一种简明的组织规律 

①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物； 

②再以单座建筑物组织成庭院； 

③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空间组群。 

（3）一般建筑组群的布局分为两种 

①在纵轴线上先安置主要建筑，再在院子的两侧按横轴线安放两座形体较小的次要建筑对峙，构成

“门”形的三合院，如明代建造的北京天坛等一类的坛庙建筑。或者在主要建筑的对面再建一座次要建筑，

构成封闭性较强的四合院。 

②在纵轴线上建主要建筑，在其对面放次要建筑，而在院子的两侧不再建房，用回形廓将前后两屋联

系起来，因而称为“廊院”。 

对于皇室宫殿来说，一个庭院组群是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这样就出现了沿纵轴扩展或沿横轴扩展及

两个方向扩展的、更为庞大、复杂的建筑组群。但同时，这种规模庞大的建筑组群自然带来交通不方便和

防火困难等问题，因此又在其中设计了若干夹道或小广场，便于人们疏散或避难。这种建筑组群布局中最

典型的实例就是北京的明、清故宫紫禁城，堪称我国乃至世界古代建筑群的典范。 

（4）清代故宫建筑群的空间布局 

①强调中轴线和对称布局。 

故宫建筑的轴线和北京全城轴线重合为一体，体现了帝王宫的至尊地位。在轴线上的建筑及其附属部

分，采取严格的对称手法，并向两侧发展，形成次要轴线。使各组建筑串接在同一轴线上，形成主次分明、

统一而有变化的整体。 

②院落的运用与空间变化。 

以建筑围绕成院落，并以此为单元，若干院落组成一建筑群。各个院落的空间尺度加以变化和对比，

以产生不同气氛，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布局的又一特色。 

（5）按建筑的使用功能分 

①居住建筑 

②政权建筑及其附属设施 

③礼制建筑 

④宗教建筑 

⑤商业与手工业建筑 

⑥教育、文化、娱乐建筑 

⑦园林与风景建筑 

⑧市政建筑 

⑨标志建筑 

⑩防御建筑 

【核心笔记】宫殿建筑 

“宫”在秦以前是中国居住建筑的通用名称，从王侯到平民的居所都可以成为宫。秦汉以后，成为皇

帝居所的专用名称；“殿”原指大房屋，汉以后也成为帝王居所中重要建筑的专用名称。 

宫殿一般是国中最宏大、最豪华的建筑群，以建筑艺术手段烘托出皇权至高无上的威势。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是宫殿，因为，几千年来，历代帝王们都不惜以大量人力、物力，在都城建

造规模宏大、巍峨壮丽、金碧辉煌的宫殿，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受，并在精神上给人们造成一种无比

威严的感觉，以巩固他们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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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宫殿建筑是我国古代建筑中规制最高、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建筑，是当时社会文化和建

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和最高体现。 

在我国古代社会，朝代名称虽然不同，宫殿布局却大同小异。《周礼·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技

术书籍，书中记载都城的规划时写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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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都城布局以王宫为中心，象征着紫微帝宫，作为四方之极，统治天下。以王

宫为中心的这种布局思想一直持续了 3000 多年，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元朝的大都和明清时期的北京城都

按照这种布局思想而建。 

 

1.宫殿布局的特点 

（1）中轴对称 

（2）左祖右社 

（3）前朝后寝 

（4）三朝五门 

 

2.北京故宫 

故宫也称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皇宫，位于北京市区中心。紫禁城的名称是借喻紫微星垣而来。天帝

住的地方叫紫宫。天帝自然是至高无上的，而人间的皇帝也是至尊的。它始建于明永乐四年(1406 年)，永

乐十八年(1420 年)基本建成。先后有 24 位皇帝在此登基执政，至今已有 580 余年的历史。故宫占地 72 万

多平方米，南北长 961 米，东西宽 753 米，房屋 9000 余间，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周围还有高 10 多米

的城墙和宽 52 米的护城河，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建筑群。整个故宫建筑布局严谨，主次有序，青

白石底座，红墙黄琉璃瓦顶，飞檐翘首，既庄严稳重，富丽堂皇，又不乏生动活泼。故宫不仅以其宏大的

古代宫殿建筑群闻名于世，而且以丰富的宫廷史迹和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享誉海内外。1987 年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名录》。 

宫殿分前朝和内廷两部分。前朝是皇帝举行大典、召见群臣、行使权力的场所。主要建筑是坐落在中

轴线上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太和殿是最富丽堂皇的建筑，俗称“金銮殿”，是皇帝举行大典的地方，也是中国古建筑中著名的三

大殿之一。中和殿是皇帝去太和殿举行大典前稍事休息和演习礼仪的地方。保和殿是举行殿试及除夕皇帝

赐宴外藩王公的场所。三大殿都建在汉白玉砌成的 8 米高的三层须弥座台基上，更显得高大、宏伟、庄严。

内廷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后妃居住的地方，主要建筑是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东西两翼有

东六宫和西六宫。内廷富有生活气息，建筑多自成院落，有花园、书斋、馆榭、山石等。在坤宁宫北面是

御花园，里面有高耸的松柏、珍贵的花木、山石和亭阁。故宫博物院于 1925 年成立，珍藏有大量珍贵文

物 100 多万件，占全国文物总数的 1／6，是我国最大的文物艺术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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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355 建筑学基础考研辅导课件 

 

《中国建筑史》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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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355 建筑学基础考研复习提纲 

 

《中国建筑史》考研复习提纲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23 页 共 

264 页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24 页 共 

264 页 

 

2024 年中国矿业大学（北京）355 建筑学基础考研核心题库 

 

《中国建筑史》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列柱 

【答案】一整排间隔规律的柱子。 

 

2． 叉柱造 

【答案】宋代多层木建筑柱的交接方法之一，上层柱的柱脚落在下层柱顶的栌斗中心的做法。即将上

层檐柱底部十字开口，插在平座柱上的斗栱内，而平座柱则叉在下檐柱斗拱上，但向内退半柱径。（隆兴

寺转轮藏殿，独乐寺观音阁） 

 

3． 通柱 

【答案】为于二层楼房中贯通上下层的柱子，用一木做成。 

 

4． 开间 

【答案】我国木构架建筑正面相邻两檐柱间的水平距离，又称面阔。各开间宽度的总和称通面阔。建

筑中各开间的名称又因位置不同而异，正中一间称明间（宋称当心间）、左右侧的称次间、再外的称梢间、

最外的称尽间，九间以上的建筑增加次间数。 

 

5． 收分 

【答案】中国清代建筑柱子直径下大上小，以柱根部分直径为基数，按柱高的 1/100 或一定比例减小

柱径，称为收分。 

 

6． 山柱 

【答案】位于建筑物两端山墙部位的中柱。 

 

7． 瓜柱（童/桐柱） 

【答案】柱脚落于梁背上，用于支顶上层檐或平座支柱，又称童柱。两层梁架之间或梁檩之间的短柱，

其高度超过直径，叫做瓜柱。 

 

8． 穿插枋 

【答案】明清建筑在檐柱与老檐柱之间，用枋料加以串联，提高了木构架的稳定性。（又称挑尖随梁） 

 

9． 梭柱 

【答案】柱子上下两端（或仅上端）收小，如梭形。（《营造法式》中已有梭柱做法，规定将柱身依

高度等分为三，上段有收杀，中、下二段平直。元代以后重要建筑大多用直柱。明代南方某些建筑又复采

用梭柱。） 

 

10．重檐角金柱 

【答案】用于转角部位的角金柱。 

 

11．倚柱 

【答案】壁柱虽然保持着柱子的形式，但它实际上只是墙的一部分，并不独立承受重量，而主要起装

饰或划分墙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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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雷公柱 

【答案】在汉族古建筑中，避雷装置主要是用“雷公柱”。（1）用于有推山的庑殿建筑屋脊两端太

平梁之上，用于支顶脊桁挑出部分的柱子；（2）用于攒尖建筑斗尖部位的悬空柱。 

这种装置有三种形式 

（1）是亭、阁上的宝顶及佛塔的塔刹，下面设有雷公柱；（2）是牌坊之类的建筑，在高架柱处设雷

公柱；（3）是殿堂的顶上，在屋脊两端的正吻下面，也设置雷公柱。 

 

13．转角铺作/角科 

【答案】斗栱在不同部位有不同的明称，位在角柱头上的宋称转角铺作、清称转角科。 

 

14．卷杀 

【答案】宋代建筑中栱、梁、柱等构件端部作弧形，形成柔美而有弹性的外观，此种做法宋《营》中

称为卷杀。“卷”有圆弧之意，“杀”有砍削之意。 

 

15．都柱 

【答案】在秦、汉宫室和崖墓中，有的在厅堂平面中央仅设一根柱子，汉称“都柱”。 

 

16．缠柱造 

【答案】宋代多层木建筑柱的交接方法之一，上层柱立在下层柱后的梁上，但在角部需要增加钭梁，

另外每面还要各增加一组附角斗。 

 

17．大木作 

【答案】是我国木构架建筑的主要结构部分，主要包括柱、梁、枋、檩等。同时又是木建筑比例尺度

和形体外观的重要决定因素。清式大木作分大木大式、大木小式两类。 

 

18．金柱 

【答案】位于檐柱内侧的柱子，多用于带外廊的建筑。又称老檐柱。金柱又是除檐柱、中柱和山柱以

外的柱子的通称，依位置不同可分别以外金柱和内金柱。（位于檐柱以内，除了处于建筑纵轴线以外的所

有柱子。） 

 

19．缝 

【答案】凡中心线均称缝，如柱列的中心线称为柱缝，槫（檩条）断面的垂直方向中心线称为槫缝，

转角铺作上的斜栱斜昂称之为“斜出跳一缝”等。 

 

20．斗口制 

【答案】取平身科大斗所开口的尺寸为一斗口，相当于材的九分，斗口分十一等，最大斗口用六寸，

每一等级差半寸，十一等斗口则为一寸，如柱径为六斗口，柱高为六十斗口。斗口制是单向模数，等分十

一级，计算简化。 

 

21．槏（lian）柱 

【答案】窗旁的柱或用于分隔板壁、墙面的柱，属小木作，不承重。宋式名称。 

 

22．擎檐柱 

【答案】擎檐柱是指用以支撑屋面出檐的柱子，立于建筑物台明（或平座）四角，用于支顶四偶角梁

的方柱（柱子断面有圆、方之分，通常为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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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柱径 

【答案】柱子根部的直径（若为方柱则指柱根部的看面尺寸）。 

 

24．柱顶石 

【答案】下衬磉墩，上附柱础，长为两倍的柱径，厚为柱径。 

 

25．橑檐枋/挑檐枋 

【答案】宋代斗栱外端用以承托屋檐的枋料。此枋荷载大，故断面高度为其他枋之 1 倍。清称挑檐枋。

如用圆料，则称撩风榑。宋称撩檐枋，清称挑檐枋。 

 

26．馒头榫 

【答案】柱子上端与梁结合之榫，位于柱头中线位置，榫呈方形，宽高均为柱直径的 1/4~3/10，其榫

根部略大，头部略小，呈方形馒头状，多见于小式做法。 

 

27．柱头铺作/柱头科 

【答案】斗栱在不同部位有不同的明称，位在柱头上的宋称柱头铺作、清称柱头科。 

 

28．绰幕枋 

【答案】位于大檐额下串联角柱与檐柱的枋料。因大檐额仅搁置于柱头上，故需用绰幕枋把檐柱连接

起来，以增加其稳定性。绰幕枋向内止于心间的补间铺作下，出头作成蝉肚形或㭼头型，以后演变为明、

清的雀替形式。 

 

29．攒 

【答案】清代斗栱计量方法，一朵即一组斗栱。 

 

30．副阶周匝 

【答案】在建筑主体以外另加一圈回廊的做法，宋《营》中称“副阶周匝”，一般应用于较隆重的建

筑，如圣母殿、释迦塔。 

 

31．金厢斗底槽/金箱斗底槽 

【答案】宋代殿阁内部空间划分方式之一，内外两圈柱将殿身空间划分为内外两层空间，外层环包内

层。此种做法宋《营》中称为金箱斗底槽。如佛光寺大殿。 

 

32．双槽 

【答案】宋代代殿阁内部空间划分方式之一，两列内柱将殿身空间划分为大小不等的三个空间。此种

做法宋《营》中称为双槽。如大明宫含元殿、北京故宫太和殿。 

 

33．寻杖绞角造 

【答案】宋以前多为通长，仅转角处或结束处立望柱。寻杖在转角望柱上相互搭交而又伸出的作法，

称为寻杖绞角造。 

 

34．步架 

【答案】古建筑木构架中，相邻两檩中心线的水平投影距离，也简称步(进深)；清代建筑木构架中，

相邻两条桁（檩）之间的水平距离，称为“歩”。宋《营造法式》称架，或椽架。根据檩的布置和数量，

常将木构架划分为若干个步架。其中，正脊两侧的步架称脊步，檐檩内侧的步架称檐步，脊步与檐步之间

的步架称金步。木构架如有金柱，则檐柱与金柱之间的檐步，有时也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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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生（升）起 

【答案】建筑的檐柱由当心间向二端升高，檐口呈一缓和曲线。明间二柱不升，其余则每出一间，升

高 2 寸。此种做法宋《营》中称为生起。屋宇檐柱的角柱比当心间的两柱高 2~12 寸，其余檐柱也依势逐

柱升高。因而宋代建筑的屋檐仅当心间为直线段，其余全由曲线组成。屋脊也因此而用生头木将脊槫的两

端垫高，形成曲线，使之与檐口相对应。其他各槫的生头木则使屋面形成双曲面。清代建筑无角柱升起。 

 

36．足材 

【答案】单材加栔谓之足材，高 21 分，宋代建筑单位。 

＂一材一栔＂为足材．其中材高 15 分，宽 10 分，栔高６分，宽４分．可见一足材为 21 分．材分八

等。一等材 6 寸×9寸，相当于四个八等材．如柱径大小为２足材～３材，即 42 分～45 分之间。 

 

37．瓜柱/侏儒柱/蜀柱/童柱 

【答案】下端立于梁、枋之上，功用与檐柱、金柱相同的短柱。宋时瓜柱叫侏儒柱或蜀柱，明以后称

瓜柱、童柱 

 

38．小木作 

【答案】宋代对室内装修的称法。 

 

39．封廊柱 

【答案】位于楼阁建筑平座之上，用于支承挑出深远的檐椽端头的方形木柱，与擎檐柱作用相似，柱

头间通常有横枋及折柱花板雀替等构件相连，柱间有栏杆，栏杆内为走廊。 

 

40．垂莲柱 

【答案】用于垂花门的垂柱，倒悬于垂花门麻叶抱头梁下，端头有莲花等雕饰，故得名。 

 

41．瓜楞柱 

【答案】采用拼邦法加粗柱子，柱身成瓜楞状，近人呼之为瓜楞柱。一般用八根小圆木拼于中间圆木

上，成八楞形。宋《营造法式》称“蒜瓣柱”。 

 

42．进深/通进深 

【答案】各步距离的总和或侧面各开间宽度的总和称为“通进深”，有时则用建筑侧面间数或以屋架

上的椽数来表示“通进深”的，简称为“进深”。 

 

43．寻杖合角造 

【答案】宋以前多为通长，仅转角处或结束处立望柱。寻杖止于转角望柱而不伸出的作法，称为寻杖

合角造。 

 

44．覆盆 

【答案】柱础的露明部分加工成外凸的束线线脚，如盆覆盖。 

 

45．斗口 

【答案】坐斗正面的槽口，清代衡量建筑尺度的标准，即清代模数制。按建筑等级分为十一等。 

 

46．管脚榫 

【答案】柱根与柱顶石相结合之榫，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其径寸略同于馒头榫，多见于小式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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