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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孝寺及古建筑构件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在建筑模式上实现多元性转变，逐渐进入了后现代建筑领域，其中中国古典建筑模式及古典

建筑符号也渐渐为人所用，从中国古建筑发展史看，建筑构件从实用性进化成艺术性，其所有装饰构件均有它存在的实

用性需求。 文章以广州市光孝寺为例，对其布局模式、建筑结构细节及构件等进行详细分析和探讨，希望对传承传统建筑

文脉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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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规划、建筑领域一直

都处在参考、借鉴外国先进的建筑模式上。刚成立

时采用苏式的集体化建筑生产模式，进入 80 年代

开始借鉴德国量产化生产模式；进入 21 世纪后，

由于经济发展飞跃，在建筑模式上实现多元性转

变，进入了后现代建筑领域，其中中国古典建筑模

式及古典建筑符号也渐渐为人所用，站上历史的

舞台。
光孝寺作为广州一座著名的古建筑，历史甚

至比广州最具有代表性的镇海楼更久，更有历史

价值。广州市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未有羊城，

先有光孝”，由此可见光孝寺对广州的重大意义[1]。
1 光孝寺的布局模式

1.1 光孝寺总体建筑布局

光孝寺沿用最古老的中轴线———对称方式。
一条中轴线是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南海观

音，这些都是光孝寺的最中心建筑；而两侧对称的

依次有长廊，钟楼→鼓楼、侧殿、展览馆→六祖殿。
而这些除展览馆六祖殿是用作展览或参拜外，其

他都是为了对称布局而设的，可以说这是二级设

施；洗手间和放生池是后期修建的。
1.2 山门

山门作为一座寺庙的主入口，光孝寺的山门

并不像其他寺庙一样冠冕堂皇，它的山门较为简

单并有一部分隐没在树丛后面，如同一幅中国山

水画般的宁静，大有“僧敲月下门”之景。
1.3 天王殿

天王殿是一个类似现代建筑中的门厅，那是

一个在山门和内部建筑中的一个过渡，并与两边

的长廊连接，作为一个交通的枢纽。在中国古建筑

中，分层隔断是一个重点。贝聿铭先生说过，中国

与西方建筑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建筑追求整体

化，要一目了然，而中国建筑就是多面化，一转过

角度就又有不同的景。天王殿就是正好作为大雄

宝殿的一个屏风，让人一重一重门走过才显示出

建筑群的精粹，这也是从古至今中国建筑和园林

的一大特点[2]。
1.4 钟楼与鼓楼

钟楼和鼓楼位于大雄宝殿广场两侧。在西安

考察后发现，中国古建筑群都少不了钟楼和鼓楼，

而在其他国家（除日本）外的古建筑案例上还没有

出现过。钟鼓楼设计是有楼阁的两层建筑，但高度

不会高于大雄宝殿。
1.5 大雄宝殿

光孝寺的木构架建筑给人以庄严雄伟的感受是

混凝土和钢结构无法比拟的。对于高度不到 10 m
的建筑来说，只有巨石结构和木构架结构才能显

示出这样的效果；而相比巨石结构来说，木构架建

筑显得与周围环境更加融合。在菩提树边的大雄

宝殿如同佛祖给人亲切和蔼又不失庄严的气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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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古典建筑构件斗栱形制

图 3 多立克柱头的发展变化

图 2 广州光孝寺大雄宝殿斗栱实拍

2 光孝寺细节及构件

2.1 构件的意义

基于中国几千年的建筑传统“木”文化，比较

以“石头”为主的西方建筑文化，其建筑的稳固性、
防寒隔热性及耐久度都稍逊一筹，所以古时的工

匠们都是以功能性为主的工艺手法进行设计与实

施。在一代代工匠的传承下，把实用性的建筑构件

进化成并兼艺术装饰效果，如榫文化的进化发展。
简单来说，古西方建筑发展中，艺术装饰与实用构

件往往分属不同的设计范畴（现代建筑的分工中

结构与装修也是分属不同的设计领域）；古中国建

筑发展史中，建筑构件是从实用性进化成艺术性

进程，所有装饰构件均有它存在的实用性需求[4]。
以实例来对比，中国斗栱与多立克柱头均统

治了一个中西方的建筑时期。在中国斗栱发展中，

最初是由于建筑技术的发展，需要衬托更重的屋

顶而存在的柱头建筑构件。随着朝代发展，工匠们

的经验一代代传承下来，斗栱的技术也一代代更

新进化，除了拥有多层斗栱承重更大的荷载外，其

艺术效果也逐渐进步，出现了多种木雕形态的斗

栱出现，丰富建筑的艺术观赏性（见图 1~2）。多立

克柱头的出现是因为古罗马帝国不满足于普通样

式的柱形，在强调艺术效果的原则上创造出来[5]。
在古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中，多立克柱头一直是建

筑师、雕刻家思考改造和更新的课题。但无论是之

后演变的爱奥尼柱头、科林斯柱头，或者进化至巴

洛克、洛可可风格时期，以多立克柱头为核心的柱

头形式在实用性上并没有得到进化（见图 3）。

2.2 斗拱

每个人走进大雄宝殿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抬

头。在中国古建筑中这种屋顶净高和墙体高度近

似一比一的设计，加上众多的斗拱的飘檐，让人将

目光向上移。斗拱已经成为中国古建筑甚至是中

国建筑的标志，就如上海的 2010 世博会的主会馆

都是根据斗拱的形状设计出来的。
大雄宝殿的斗拱都是属于三下昂八铺作，仔

细分析其栌斗、泥道拱、华拱、交互斗、散斗、瓜子

拱、慢拱、齐心斗、华头子、令拱、耍头、下昂、柱头

坊、衬方头，撩檐枋等，每一个结构都一丝不苟地

数出来。
在观察斗拱的过程中发现光孝寺的斗拱中的

枋与枋间的距离特别大，这恰好与南方地区建筑

多通风的设计要求相符合；可以说，斗拱的设计比

百叶更胜一筹。百叶的设计是在遮阳板的基础上

改造的，它既能有效遮阳，又不妨碍采光和通风，

是现代建筑师常用于添加在建筑立面的构件[6]。
有间隙的枋对于整个斗拱来说不只是有利建

筑通风这么简单。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三条枋，而

是一块挡板把檐下封起来的话，那么斗拱除了受

竖直荷载外，还会受到风对斗拱所施加的水平荷

载。对于一个恰好平衡的结构来说，任何荷载都是

致命的。随着斗拱的做工复杂和自身自重大，慢慢

的被追求简捷和轻巧的现代建筑所离弃，但斗拱

不但见证了光孝寺的历史，而且见证过中国建筑

发展的历史。
2.3 榫

在古代木构架建筑中肯定少不了一样元素，

那就是榫。榫是古建筑里所说的梁柱对卯或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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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管片内力计算分析

管片内力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下

穿段计算断面裂缝管片内侧不能满足要求，管片

外侧满足规范要求，下穿图文中心段采用钢筋钢

纤维复合钢筋混凝土管片增强措施进行设计，

钢纤维掺量为 60 kg/m3。

根据《钢纤维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CECS38-
2004）中 6.1.6，钢纤维混凝土裂缝宽度

Wfmax=Wmax（1-βcw×λf）

式中：

Wfmax———不考虑钢纤维影响时裂缝宽度，内侧

按 8Φ32 mm配筋时其值为 0.236 mm；

βcw———钢纤维对刚性钢纤维混凝土构件裂缝

宽度影响系数，取值 0.35；

λf=ρf=lf/df=0.42
经计算内侧裂缝 Wfmax=0.167，满足裂缝宽度

要求。
4 结语

综上所述，盾构下穿一、二级风险源，应进行

风险专项设计，模拟计算施工过程，盾构掘进调整

好掘进姿态，控制好土仓压力，及时进行同步注浆

及二次注浆，由此可见地铁区间隧道下穿高层建

筑物，在控制好施工参数后通过计算分析采用相

应的技术措施，是安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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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配筋表（每块管片 1.2 m 配筋结果）

最大正弯矩
/kN·m

对应轴力
/kN 裂缝宽度

402.7 1 763.4 0.176

最大负弯矩
/kN·m

378.8

对应轴力
/kN

2 200

内侧计算配筋

8Φ32

裂缝
/mm 外侧计算配筋

0.212 8Φ28

对卯，或板板对卯。它是在木的一端刨成某一形

状，又在另一条木的结合处刨成相同形状的凹处，

然后就对准两条木接口位置，用锤子拍打结合。匠

人会把榫的大小，形状设计得刚刚好，只需要一下

锤就可以集合得天衣无缝，因为多次锤打的接口

会变得松，不利于建筑，因此需要一拍即合[7]。
3 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在于创造，

而在于传承。对于古构件文化，它不是属于某个时

代的产物，而是一个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沉淀物，是

综合了各代中国先人们的经验留下的贵重遗产。
对于古构件文化需要更多建筑行内、行外的人关

注。除了要保护现存的光孝寺外，还要传承到光孝

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更多人的关注与研究，从

宏观或细部更多的研究，才能更多的提炼出古建

筑的精髓，从而在传承光孝寺这种古建筑的前提

上，烙下时代的印记，也把古构件带进中国，乃至

世界建筑的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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