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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式建筑营造及其技术》

内容概要

《宋代官式建筑营造及其技术》以《营造法式》为基础，运用文献资料，借鉴当代传统工艺的研究成
果，全方位地审视了宋代官方的营造业。《宋代官式建筑营造及其技术》共分6章，分别对宋代营造
机构、宋代营造的工和料以及工程管理、营造工序和营造技术进行了探讨。此外，还对功限、料例进
行了详细的论述。

Page 2



《宋代官式建筑营造及其技术》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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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于这一时期建筑设计研究，目前学界多以《营造法式》为本，结合现有实例，对
设计方法、设计技术作了艰辛探索，取得甚多成就。但略嫌不足的是，在研究对象上大多过于限定在
建筑实体和设计技术本身；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分析法，剥离了丰富、具体的设计过程。我们试图
从另一视角考察宋代建筑设计，即：着重探讨建筑设计的过程、设计内容等问题。 4.1.1建筑设计概况 
建筑设计在宋代或称为“规画”、“指画”、“经画”、“经度”、“相度”、“计度”等，而与之
连用的词汇常有“制作”、“措置”、“施行”、“应副”之类，后者实为“营造”之意。 设计、营
造是宋代建筑工程的两个不同阶段。 宋时官方建筑多有设计。史载，“雍熙二年九月十七日，以楚王
宫火，欲广宫城，诏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并“画图来上”。这一工程最终因太宗“恐动
民居”而“罢之”，但显示设计的决策价值。宋著名工程玉清昭应宫的建设，其首要工作亦是拟定规
模大小、估算功料，以供皇帝、近臣讨论。大量文献还表明，事先设计在州县等地方营造同样不可省
却。 建筑设计之所以不可或缺，主要因为地方建设受上级约束、监察，事前事后皆需汇报，故营造不
仅需有设计，还要以图、文字表达出来，以作交流；另一方面，中央亦常下旨至地方州县，要求按给
定的设计图文进行营造。如此，建筑设计及表达形式成为上下级政府的有效管理手段。同样，隶属将
作监（中央营造管理机构）的八作司（负责具体营造部门），其营造亦需设计，即所谓的“凡有营造
，并先定地图，然后兴工”。 不过，当时的建筑类型与社会规范（或礼制）的同一关系使设计易消隐
于一定模式之中，此时设计似已为几种“类型”所替代。但实际上，“类型”在某种框架之下是改变
的、发展的，与现实条件碰撞后所产生的结果并非是标准的而是“变异”了的类型（此处“现实条件
”包括基地、主观愿望、材料、人工、工期等诸多因素）。而这一“碰撞”过程，少不了需“设计”
验证、推敲和表达，即是通过“设计”手段来实现的。 宋代建筑设计活动常是一个不断深化、细化的
过程，多方案比较已多见。如徽宗政和四年（1114）修建河南府天津桥，“令勒都壕寨官董士辊彩画
到天津桥作三等样，制修砌图本一册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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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官式建筑营造及其技术》是关于宋代官武建筑营造及其技术问题的研究专著。《宋代官式建筑
营造及其技术》可供高等院校建筑学专业的师生、考古与文物工作者以及文史工作者等专业人士券考
。

Page 8



《宋代官式建筑营造及其技术》

精彩短评

1、午餐时间草坪上匆匆掠过的一本书 真的很想认真读 专业知识太晦涩了
2、这真的是一本很好的书，很多研究取向是我多年来想做的。历史时期的建筑史研究，文献是和遗
迹同样重要的部分，不是只有类型学或者设计、尺度。当然，这本书明显的也收到了张十庆老师的影
响，重视工程，重视技术，这都是极其重要的视角。
3、营造法式
4、看完依旧一脸懵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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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宋代是我国古代官式建筑发展的高峰时期，其营造技术及其工程管理已相当成熟。《宋代官式
建筑营造及其技术》是关于宋代官武建筑营造及其技术问题的研究专著，全书分为宋代营造技术研究
；宋代营造机构；宋代营造的工和料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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