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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广州光孝寺伽蓝殿是岭南广府地区现存较重要的明代中期古建筑实例，该殿作为光

孝寺三座殿堂之一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三间三进的小殿虽然建于

明代，但无论从风格、规模、构架等方面来看，都有着很多比起建设年代更早的型制，

颇具唐风宋韵。该殿的设计在当时是不是一个常见的手法呢？又抑或只是孤例呢？本文

从建筑设计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尺度规律，探寻其手法来源，还原其设计过程，并把伽

蓝殿同其他殿堂案例进行比较，归纳其空间模型。

全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基于专业测绘图纸对广州光孝寺伽蓝殿进行尺度规律研究，分析其用材、用

尺、空间关系与设计思路。第二章将讨论伽蓝殿的 6个设计要点，寻找其设计手法的来

源，分析这些设计手法与早期北方做法及广府地方做法的关联。第三章对伽蓝殿及同时

代同地域同类型建筑作出归纳，总结明代广府三间殿堂的空间模型。 

关键字：光孝寺、伽蓝殿、尺度规律、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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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Nam Hall of Kwong-Hau Temple in Guangzhou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cient 

buildings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in Kwong-Fu area of Ling-Nam. It is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historical relic list as one of the three antique halls remain in Kwong-Hau 

Temple. Although built in Ming Dynasty, this small building looks more like a Tang or Song 

architecture from the view of its style, scale or structure.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figure out 

whether its design is common or unique at that period. So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the design 

method of Ga-Nam Hall by analyzing the dimension and exploring its origin, and then 

compare with other cases to summarize the prototype of the space. 

The thesis is composed of three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about the regular pattern of the dimension of Ga-Nam Hall. The study of 

its ruler, module, space and design idea is included. Chapter Two lists 6 key points of design 

in this building and seek for the origin of them. Chapter Three summarizes the prototype of 

the space by comparing Ga-Nam Hall and other buildings of similar scale in Kwong-Fu area 

in Ming Dynasty. 

Keywords: Kwong-Hau Temple, Ga-Nam Hall, regular pattern of dimension, design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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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本文是针对广州光孝寺伽蓝殿建筑个案研究，研究过程中本应采用明代中期岭南或

者广府本地之传统建筑术语，但由于地方之传统建筑术语尚不足完整描述整座建筑，故

本文讨论之时采用学界较为流行之术语名称以及宋《营造法式》、清《工程做法》等所

载术语。如有特殊情况，行文之中将再作说明。

本文中所有图示、照片、表格除有标注说明外，均为笔者本人绘制、拍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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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0.1 研究缘起 

岭南古代木构殿堂，因岭南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而有着显

著的地方特色。其既反映着北方官式木构的影响，又体现着南方干栏构架的特点，还保

留着若干中原早期古制。现存遗构中，建于明代中叶的广州光孝寺伽蓝殿就包含着诸多

时代与地域建筑风格交融的特点。这座三开间的小殿虽然年代不算很早，但其建筑等级

较高，保存情况较好，且风格上颇有唐宋遗韵，是研究岭南古建筑的重要实例。

广州是中国岭南广府地区的中心城市，历史久远，古迹众多。但因城市发展更新及

战乱，以及南方多雨气候不利于建筑保存，故就广州及附近地区而言，遗留下来的古代

建筑实例并不算多。羊城今存的古代木结构殿堂建筑中，年代最早的一个案例当属本文

将讨论的光孝寺伽蓝殿。

图 0-1 广州光孝寺伽蓝殿 

从保存程度以及维修状况来看，光孝寺伽蓝殿在近一个世纪之中确切有记录的大修

仅 1953 年及 2006 年两次，可以说现存样貌基本保留了建筑明清时期的原样，具有较高

的研究价值。

关于光孝寺伽蓝殿的研究当首推曾主持光孝寺大修的程建军、李哲扬两位先生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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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其前亦有陆琦先生、曹劲女士等岭南学者

的著作。笔者认为，前辈的研究中虽然已对建筑的大木构架有了详细分析，但对于建筑

的设计方法与尺度规律则未作深究，故想从这方面入手去解读这座重要的岭南广府殿堂

建筑，反推古代匠师的设计理论，探索这座三间小殿的特点。

笔者有幸曾与程、李两位先生多次交流，并获得较为详尽的研究资料。所以籍此因

缘作此论文，抛砖引玉，为日后对光孝寺伽蓝殿及岭南古建筑的研究提供参考。

0.2 研究对象 

0.2.1 主要研究对象 

广州光孝寺位于广州城西，自古便是羊城著名佛教丛林。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光孝

寺伽蓝殿位于寺中大雄殿之东侧，现存建筑为明弘治七年（1494 年）因供奉伽蓝像而修

建，殿名亦由此而得，距今已五百余年。伽蓝殿面阔进深皆三间，占地面积约 140 ㎡，

殿身为十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的形式，单檐歇山顶，内部梁架彻上露明，柱头与补间

均施六铺作单杪双插昂斗栱，生起侧脚夸张，艺术风格古朴醇厚。

自明弘治修建至今，伽蓝殿曾于明嘉靖、隆庆年间废为书舍，后由寺僧赎回仍作禅

堂 1。1961 年光孝寺被列入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伽蓝殿作为寺内三座历史最悠

久的建筑之一得以保存。1980 年代光孝寺作为宗教场所开放后，伽蓝殿曾作为客堂使用。

近年来因在殿内供奉泰国赠送的释迦牟尼铜像，寺庙方将该殿改称为泰佛殿，并作法物

流通处使用。但在学术上我们尊重该殿原本的名称，仍旧将之称为伽蓝殿。

0.2.2 比较研究对象 

为了了解光孝寺伽蓝殿建筑设计上的特点，笔者认为需要将之与其他殿堂建筑进行

对比，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寻找其设计方法的依据和来源。笔者选取了光孝寺的大殿

与六祖殿，以及增城万寿寺大殿、广州五仙观后殿、佛山祖庙前殿与正殿作为比较对象。

1 [清]顾光、何淙. 光孝寺志[M]. 卷二·建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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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原因是：（1）光孝寺的另两殿与伽蓝殿同属一寺，设计风格十分相似，其中必有

相互借鉴之处；（2）其余四个案例都是明代广府的三间殿堂，其时代、地域和规模都与

光孝寺伽蓝殿相同，非常值得比较分析。 

 

0.3 研究意义 

0.3.1 理论意义 

研究光孝寺伽蓝殿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它是岭南广府地区较为古老的建筑实例，另一

方面是因其形式风格体现着比明代中期更久远的时代特征，伽蓝殿平缓的出檐，夸张的

生起与侧脚，优美的反宇曲线，无不透露出浓厚的唐风宋韵。而其窄而瘦高的用材，简

洁疏朗的梁架关系，又很好地适应了南方的气候，应是北方官式建筑在岭南广府地区地

方化的体现。 

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中，官式建筑与地方建筑的关系一直是前辈学者讨论的话题。

从地域上看，广州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南方重镇，连接着大陆与海洋，一直以来都是多种

文化交汇之地，来自北方的官式建筑体系与南方本土的建筑技术亦在此地互相融合，发

展出地域性的建筑体系。 

俗话说“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光孝寺是广州首屈一指的佛教寺庙，寺内殿堂自

然是当地重要的建筑典例。只可惜历史上屡遭变故，光孝寺遗留至今的重要早期建筑仅

有大殿、伽蓝殿和六祖殿而已。而纵观整个岭南大地，今存的古建实例与北方相比实在

不算多。 

因此，对光孝寺伽蓝殿的研究，不仅在于了解其建筑本身如何设计，更在于了解明

代岭南广府地区的建筑设计方法，以期能在繁丽多样的中国古建筑体系中，找到其属于

自己的一席之地。 

0.3.2 现实意义 

广州光孝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其伽蓝殿的研究，是在前辈学者已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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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的一个补充，能够为该殿及光孝寺建筑日后的保护和修缮提供参考，也为岭南现

代建筑设计提供相关的灵感与借鉴，也能对寺庙文创、旅游等发展方向提供帮助，为公

众呈上准确可靠的基础资料。 

在建筑设计方面，了解古人如何设计一个殿堂建筑则可以展现传统建筑中体现的哲

学和理论，为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的结合提供新的思路。 

 

0.4 研究材料与方法 

0.4.1 研究材料 

本文所引用的测绘图纸、尺寸数据如下所述。 

1、主要研究对象的材料 

光孝寺伽蓝殿的测绘图列述如下： 

（1）1953 年，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测绘《光孝寺伽蓝殿实测图》； 

（2）2006 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设计研究所测绘图。 

方志文献方面，提及光孝寺伽蓝殿的主要为清代顾光等编撰的《光孝寺志》，其中

有图示反映明清时期光孝寺的平面布局。而《乾隆南海县志》、《广东新语》、《南海百咏》、

《南海百咏续篇》等地方性著作之中亦对光孝寺的各建筑位置略提一二。 

2、比较对象的材料 

广州光孝寺大殿：1953 年，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测绘《光孝寺大殿实测图》； 

广州光孝寺六祖殿：1953 年，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测绘《光孝寺六祖殿实测图》； 

增城万寿寺大殿：1996 年，增城市博物馆《万寿寺大殿测量图》； 

广州五仙观后殿：2018 年，笔者本人与谢慧阳等同学实地测绘成果； 

佛山祖庙前殿与正殿：2018 年，佛山祖庙博物馆《佛山祖庙修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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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 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有以下三种： 

（1）实地调研。对光孝寺伽蓝殿进行现场测绘，拍照记录等，亲身感受建筑氛围，

观察建筑的空间与使用方式，记录建筑的变化。 

（2）资料研究。通过对地方文献的阅读了解光孝寺伽蓝殿的历史，对过往测绘图

纸的研究来了解各次修缮前伽蓝殿的状况，并将之转化为三维模型进行研究（图 0-3），

也制作了木模型辅助研究（图 0-2）。此外亦参考各种古代建筑个案分析的文献来学习案

例研究的方法。 

（3）比较研究。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一个建筑案例，只有将之与其他建筑案例进

行比较，才能了解伽蓝殿的特点以及其在历史之中的地位，才能梳理广府地区传统建筑

的关联。 

 

图 0-2 光孝寺伽蓝殿之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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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3 光孝寺伽蓝殿之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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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研究综述 

中国传统建筑的个案研究的开山之祖当属梁思成先生于 1932 年发表的《蓟县独乐

寺观音阁山门考》，这也是近代研究古代建筑及中国建筑史的开端，自此以后无数前辈

学者对古代传统建筑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篇论文聚焦于传统建筑的设计

手法，所以就此点讲目前的研究现状从大到小分类为四个部分，即：总体研究、岭南区

域研究、对象相关研究及岭南个案研究，并综述如下。 

0.5.1 总体研究 

总体研究指对整个中国古代大木建筑的设计方法进行的全面性的研究。在这个方面，

前辈陈明达先生率先取得突破，他在《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一书之中，把宋代《营

造法式》中没有提到材份制度与建筑设计尺度关联起来，推算出一些蕴含在条文中却没

有明确记录的大轮廓的比例关系。他还发现了柱高与建筑轮廓尺寸的关系，比如中平槫

标高为檐柱高之两倍等，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在这之后，傅熹年先生则利用当时营造学社等较早一批学术团队对古建筑的测绘数

据，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中沿着前人的一

些线索加以展开，对古代城市的规划以及单体建筑的设计原则、方法和艺术构图规律等

进行了探讨，绘制出了很多精美绝伦的分析插图，得出了古建筑设计中虽然用材高作为

模数和用柱高为扩大模数，但最后落实到建筑的具体长度还得将之折合成尺数（即整半

尺法）以便于施工和校验的结论。研究中傅先生还反推了很多建筑的尺数和比例关系，

发现它们都是颇为简单的。可以说此篇是开了用现代的建筑学方法，去研究古代传统建

筑的先河。 

与此同时，张十庆先生的《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则更进了一步，

将中国与日本的古建筑进行比较，总结出他们设计方法的异同。其中有对用尺尺法和尺

度规律的推演和分析。且该篇成书时间比傅先生的研究晚，可以获得的测绘数据更多，

其中对尺度构成的复原也更加完整，对建筑物空间的理解和讨论也更加深入。张先生认

为唐辽宋的建筑除了建筑地盘开间尺寸取整尺外，柱高与开间有特定的比例，用材的尺

度似乎也与用尺有着关联，比方说有材高等于 1 尺的做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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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旻先生的博士论文《唐宋古建筑尺度规律研究》探讨了材份模数制的设计方法和

整数尺寸设计方法的发展关系。肖先生基于大量实例和数据的分析，对古建筑的设计规

律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模数制设计法未必控制着全部建筑的尺寸，整数尺寸设计法可

能同时存在，而且这两种设计方法似乎有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可能。肖先生还提出了唐

宋建筑设计尺寸中包含的基本模数 M，与用材尺寸 C 发生了分离，且此模数 M 影响着

柱高间广等房屋的规模。此篇文章极具启发性，其讨论了多种设计方法同时存在的可能，

在数据分析和演绎方面都无懈可击。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比例与尺度研究》这部研究由王贵祥、刘畅、段智钧三位先生

完成，其中不仅有对整个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一般设计规律的总论，例如唐宋单檐木构建

筑平面与立面比例、唐宋建筑√2的柱檐比例关系等等，还有大量对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

的建筑案例的尺度分析，研究方法严谨细致，值得借鉴。 

郭华瑜先生所撰写的《明代官式大木作》则为明代这个营造活动频繁、建筑水平高

超的时代给出了对官式建筑的全面性研究，将明代的大木作技术在与宋、元、清时期进

行比较，总结出其构成和特点，补全了明代官式建筑缺乏官方典籍记载的空白。其中提

到明代大木构架的平面、剖面和立面构成方式，显示出明代官式建筑的设计方法与宋代

相去较远，但越来也接近清代了。 

此外，关于古代建筑设计方法的探索近年来也有很多新的成果，比如 2017 年基于

清华大学对佛光寺东大殿最新的三维点云测绘数据进行分析的几篇论文，有肖旻先生的

《佛光寺东大殿尺度规律探讨》，王南先生的《规矩方圆，佛之居所——五台山佛光寺

东大殿构图比例探析》，和刘畅先生的《佛光寺东大殿实测数据之再反思——兼与肖旻

先生商榷》等。前辈学者们在其中分享了他们反推佛光寺东大殿设计手法的不同思路，

为本篇论文的研究提供很多参考。 

0.5.2 岭南区域研究 

岭南区域研究指的是对中国岭南地区的大木建筑设计的系统性研究。在此领域建立

起体系的开山之作当属程建军先生的博士论文《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这

部文章首先界定了岭南大式殿堂建筑与小式厅堂建筑的概念，又对岭南大式殿堂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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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构架进行了分析，对其构造形式、尺度、工艺和留存的古制等方面都进行了解析，

为后来的学者们对岭南建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哲扬先生的著作《潮州传统建筑大木构架体系研究》则向我们展示了他在岭南地

域建筑的框架下对其中潮汕地区的大木建筑设计的研究所得，书中通过对现存建筑的分

析以及对匠师的采访，总结了诸多至今依然在大木师傅中使用的设计方法，如压白尺法、

鲁班尺法等等。这些古建筑的设计方法，对研究岭南其他区域的建筑很有启发。 

还有诸多学者对岭南地区建筑的某一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比如谢蓝钰女士的《岭

南古代殿堂建筑平面浅析》以岭南区域殿堂建筑之平面为研究对象，通过将其演化过程

与中原建筑相比较分析，探寻在两种文化交融影响下所形成的岭南殿堂建筑的平面特征，

并深入挖掘形成平面特征的影响因素。肖旻先生的《广府地区古建筑形制研究导论》论

述了广府地区古建筑形制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设想,对中国南方古建筑研究、岭南地区古建

筑研究做了综述性的分析,提出了地方性古建筑形制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参考框架。 张雅

楠女士的《广府地区殿堂建筑木构架研究》则以官式建筑与民间建筑关系的视角,从构架、

形体、构件三个方面分析现存 22 例广府地区殿堂建筑木构架的形制特征,解读其建造技

艺和营造意图,对地方高等级建筑形制中表现的官式建筑和民间建筑的不同因素进行探

讨。 

此外，除了殿堂建筑方面，还有如杨扬先生所作的《广府祠堂建筑形制演变研究》，

论文通过大量搜集关于广府祠堂的纪年信息，建立年代标尺，针对广府祠堂的格局、构

架、尺度、构造与形式进行讨论，系统地整理出这些问题在时间轴线上的演变规律，尝

试探讨背后的原因及设计意图，为广府祠堂断代提供了多层面的参照。唐荟珺女士的《岭

南古代木构楼阁建筑特色初探》以岭南古代木构楼阁建筑为研究对象，从建筑的发展演

变及其文化特征方面对岭南楼阁建筑进行分析研究。这些研究内容都为笔者进行本篇论

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方法论上的借鉴。 

0.5.3 对象相关研究 

对象相关研究指的是针对广州光孝寺或伽蓝殿的研究文献，但目前该方面研究不算

很多，比较全面的有程建军、李哲扬两位先生撰写的《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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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该报告分研究篇和保护工程篇，研究篇对光孝寺三座殿堂的历 史文化、建筑格

局、形制和设计方法等进探讨。保护工程篇对光孝寺的明清主要殿堂的建筑修缮堪称设

计和保护工程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并附有大量图纸和表格。 

此前还有曹劲女士的论文《广州光孝寺建筑与文化研究》分析了光孝寺的文物本体，

出了在城市旧城区中对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发展和再利用的思考。 

0.5.4 岭南个案研究 

岭南个案研究是同样针对岭南地区早期重要殿堂建筑的研究。可用于对比分析和参

考。其中有吴庆洲先生的《广东佛山祖庙建筑研究》，对佛山祖庙的几座建筑包括灵应

牌坊、万福台、山门、前殿和正殿作了详细分析，对构架和构件都做了详尽的计算。吴

先生还曾撰文一篇《粤西宋元木构之瑰宝——德庆学宫大成殿》，其中分析了德庆学宫

大成殿的构架型制和设计手法，对斗栱中的材栔尺寸和建筑的比例关系也有所解释，还

将该殿与大量早期北方的唐宋殿堂建筑进行比较。其研究方法非常值得学习。 

此外还有李哲扬先生之《广州五仙观后殿木构架分析》，文中探讨了这座明代建筑

的用材、用尺、举折、出檐、斗栱、翼角、柱和柱础等设计方法，对尺度规律和空间比

例都进行了解析，以及对该殿显现出的更早和更晚时期的历史风格进行了推论。而袁艺

峰先生的《肇庆梅庵大殿大木作研究》则是极好的建筑个案研究文献，作者利用详尽的

第一手测绘资料，从小至每个构件尺寸，大至整个建筑尺度都进行了复原和分析。其中

提到的模数和比例很有启发。 

总结来说，上述文献是一直以来各位学界前辈对古建筑设计方法不断研究的成果，

成果之中有大量独到的见解和惊人的发现，值得我们晚辈学习。但就本文的研究而言，

从大的方面来说，前辈对中国古建筑的体系研究多偏重于官式建筑，对地方建筑则相对

较少提及，当然这也是与官式建筑的保存状况和重要程度有关的。从小的方面来说，研

究岭南或是广府地区古建筑的著作中，似乎又多侧重于判断古建筑的型制与宋《营造法

式》和清《工程做法》是否相关，而对其设计方法、空间比例没有太多探讨。 

因此笔者将从设计方法的角度出发，以广州光孝寺伽蓝殿为例子，研究这座明代岭

南广府地区的三间殿堂是如何设计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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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光孝寺伽蓝殿的尺度规律 

本章主要从尺度规律的角度出发，探讨光孝寺伽蓝殿的设计方法。内容共计七节，

其一为模数与营造尺，其二为檐柱与斗栱，其三为屋面与举高，其四为生起与侧脚，其

五为间广与架长，其六为设计与比例，其七为小结。对于数据的处理先有如下五点说明： 

（1）原始数据：采用的数据出自 1953 年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对光孝寺修缮前测绘

所得的《光孝寺伽蓝殿实测图》，此后程建军先生在 2006 年又主持了光孝寺的大修，笔

者认为这版测绘图能反映出更多建筑尺寸的信息，避免修缮后尺寸变动造成的干扰。 

（2）关于尺寸精度：《光孝寺伽蓝殿实测图》中尺寸精度为 1cm，为便于理解，后

文讨论公制单位尺寸时统一以毫米（mm）作为单位，故引用实测图数据时将直接把其

单位转化为毫米（mm）。 

（3）关于柱高取值：实测图中并未对柱高作明确的标注，因地面不均匀沉降及失

修损毁等问题，各檐柱高度不一。笔者根据《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2 中

记录的修缮前各檐平柱净高，取其平均数 3040mm为值。 

（4）关于侧脚和生起：伽蓝殿檐柱侧脚生起明显，但实测图中并未标注侧脚偏移

值及生起值，笔者通过现场实测得到侧脚偏移值为 30mm；生起值则也是根据《广州光

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中记录的各角柱平均净高进行推算。 

（5）关于各结构截面：本章主要讨论建筑间广、进深、举高等建筑主要尺度，目

的在于研究其比例和设计方法，至于梁、柱、檩等结构截面一般并不作为整个建筑尺度

的设计依据，暂不讨论。 

 

1.1 模数与营造尺 

由《光孝寺伽蓝殿实测图》得伽蓝殿地盘尺寸为：面阔方向心间 5590mm，次间

3140mm；进深方向心间 5780mm，次间 3140mm。（图 1-1）。 

                                                 
2 程建军、李哲扬. 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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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光孝寺伽蓝殿地盘图 

按照研究综述中提到的傅熹年先生及张十庆先生等前辈的推论，古建筑设计中以整

半尺法来定开间尺寸是较常见的做法 3，所以笔者首先来验证伽蓝殿是否按整半尺法设

计。但在以伽蓝殿地盘的开间、进深及其通长尺寸进行的推算中，在明清时期一般的营

造尺用尺区间 290mm~350mm内 4 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营造尺值，能使得各个尺寸同

时趋近于整尺或半尺值，由此推断伽蓝殿地盘的尺寸，并未采用整尺/半尺法进行设计（具

体推算数值详见附表）。可见若要确定伽蓝殿的营造尺值，需将地盘与侧样的数据联系

起来分析。于是笔者研究《光孝寺伽蓝殿实测图》，观察到以下几个有趣的数字： 

（1）四椽栿之上四个步架间距均为 950mm； 

（2）面阔心间和进深心间尺寸之差为 190mm； 

（3）柱头铺作出跳三跳总高为 950mm； 

（4）檐平柱平均净高为 3040mm. 

                                                 
3 见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4 根据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之研究，认为明代营造尺为 32cm，但实际使用受地域、制作工艺等因素影响，

匠师各门各派用尺亦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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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资料均与建筑的长宽高尺寸相关，且不难发现它们都为 190mm 的倍数

（950=5x190, 190=1x190, 3040=16x190）。由此笔者推测 190mm 可能是建筑尺寸中的一

个基本模数，于是不妨设有可能模数 A=190mm，则可以计算出地盘各尺寸与 A 的倍数

关系（图 1-1）。 

从地盘尺寸用 A 去折算得到的结果来看，所以数值都可以归为 A 的整或半的倍数。

于是不妨再设a=A/2=95mm，则所有尺寸都能与a成整数倍关系（图1），由此推断a=95mm

是伽蓝殿设计所使用的模数。 

那么模数a=95mm则应该是设计时所用营造尺下的几寸或几尺呢？笔者在处理数据

时又留意到，柱头铺作出跳三跳总高为 950mm，则每跳平均高度为 317mm（正好在

290~350mm的区间内），且此数值正好是北宋三司布帛尺的尺长 5。考虑到岭南地区一直

都保留有较多古制，加上工匠班子历代传袭，故其尺长因沿旧制亦非不可能。那么若取

1 尺=317mm的话，其模数a=95mm则恰好为 3 寸。 

以 1 尺=317mm 去复原地盘各尺寸营造尺，如下表（表 1-1）： 

表 1-1 光孝寺伽蓝殿地盘尺寸折算 

 原始尺寸/mm 尺长/尺 反算值/mm 偏差值/mm 以 a=95mm 折算 

面阔心间 5590 17.7 5605 15 59a 

面阔次间 3140 9.9 3135 5 33a 

面阔通长 11870 37.5 11875 5 125a 

进深心间 5780 18.3 5795 15 61a 

进深次间 3140 9.9 3135 5 33a 

进深通长 12060 38.1 12065 5 127a 

面阔心间：

面阔次间 
1.78 

进深心间： 

进深次间 
1.84 

面阔通长： 

进深通长 
0.98 

（1 尺 =317mm） 

 

表 1-1 中反算值与原尺寸偏差均在 15mm 以内，且尺长皆为 a（3 寸）的倍数，考虑

到该殿地基曾有不均匀沉降，初步认为尚算合理，后面将取高度尺寸进行更多验算。 

                                                 
5 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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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檐柱与斗栱 

笔者用 1 尺=317mm 去折算伽蓝殿檐部各高度尺寸。由实测图得，光孝寺伽蓝殿檐

平柱净高即柱础上皮至普拍枋下皮高度为 3040mm，合 9.6 尺。普拍枋高度为 100mm，

合 3 寸。铺作高度即自栌斗下皮至挑檐檩上皮高度为 1295mm，合 4.1 尺。自栌斗下皮

至檐檩上皮高度则为 1630mm，合 5.1 尺（表 1-2、图 1-2）。 

表 1-2 光孝寺伽蓝殿檐部各高度尺寸折算 

 原始尺寸/mm 尺长/尺 反算值/mm 偏差值/mm 以 a=95mm 折算 

平柱净高 3040 9.6 3040 0 32a 

普拍枋高 100 0.3 95 5 a 

铺作高 1295 4.1 1298 3 约 14a 

平柱高（平柱净高

+普拍枋高） 
3140 9.9 3135 5 33a 

檐檩上皮至栌斗

下皮 
1630 5.1 1615 15 17a 

檐高（挑檐檩上皮

至柱础上皮） 
4435 14 4434 1 约 47a 

檐檩标高（檐檩上

皮至柱础上皮） 
4770 15 4751 19 50a 

（1 尺 =317mm） 

 
图 1-2 光孝寺伽蓝殿檐部各高度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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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中偏差值亦保持在 20mm 以下，且偏差主要发生在檐檩处，考虑到檐口高度

因历代修缮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高，认为此偏差可以接受。 

自唐宋到明清，建筑檐柱中平柱高度都是一个关键数值，檩条的位置（中平槫或上

平槫）和间广的比例都或会与之相关 6，因此我们亦需明确伽蓝殿中平柱高度的取值是

多少。而这个问题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为殿堂的“±0.000 标高”即高度方向的设计基

准线，二为普拍枋是否算在平柱高之内。 

从实测图以及现状来看，伽蓝殿所在地坪略有倾斜，北高南低，但其四周檐柱柱础

却反而南高北低，令所有檐柱柱础的上表面大致处于同一标高，似有找平的作用。同时

从表 1-2 中观察可得，平柱净高加普拍枋高度（9.9 尺）之值恰好与次间地盘开间相等，

可见应是特意设计过的尺寸。由此推测在设计时，高度方向设计的基线应是以柱础上皮

为准，而普拍枋则是计算在平柱高的尺寸之内，即平柱高为平柱净高+普拍枋高。 

那么平柱高等于次间间广合 9.9 尺，檐高（即挑檐檩上皮到柱础上皮高）4435mm

正好合 14 尺，檐檩标高（即檐檩上皮到柱础上皮高）4770mm 合 15 尺。檐部高度上除

檐高值外其余都也为 a（3 寸）的倍数，且檐高、檐檩标高都为整尺值。比例上檐高：

柱高 4435/3140=1.4，檐檩标高：平柱高 4770/3140=1.5，关于柱檐关系的讨论将在下一

章展开。 

斗栱尺寸方面，伽蓝殿柱头六铺作外跳三跳全部计心，第一跳用华栱，第二、三跳

用假昂，其上承托乳栿后尾出耍头；里跳三跳全部偷心，承托至乳栿下沿（图 4）。这三

跳斗栱高度，虽在实测图中记录分别为 310mm/320mm/320mm，但其总高度恰为 950mm

即 3 尺、10a，考虑到当时的测绘技术和形变等因素，可以认为此三跳为均等高度。三

跳总高 3 尺，那么每跳高为 1 尺，1 足材=1 尺。此“足材足尺”之规律，在广东亦可见

于大概建于同时期的潮州开元寺天王殿和观音阁，研究这两座建筑的李哲扬先生认为其

很可能是早期木尺模数到后期“以材为祖”的过渡做法 7 。在民居建筑中，亦可见有将

一瓦坑恰好设计为一尺的做法，这种尺寸取值极大方便了计算和施工。而在北方的官式

建筑中，根据张十庆先生的研究，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和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这两座较早

                                                 
6
 见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7 李哲扬.潮州传统建筑大木构架[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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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实例中也存在着材高尺度取 1 尺的做法 8，可见将用尺和用材统一起来，是一种简

便易行且并不少见的设计方法。肖旻先生在基于清华大学最新的佛光寺大殿的测绘数据

也提出过一种“足材控制法”，得出用足材为模数控制全殿尺寸的简洁比例 9。至于光孝

寺伽蓝殿中是否亦存在“以材为祖”的规律，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由实测图得，柱头铺作外出三跳平长共出 900mm，合 2.85 尺，每跳出 300mm，合

9.5 寸；里出三跳平长共出 890mm，考虑误差和形变，可以认为里外出跳相等，则里跳

亦调整为每跳出 300mm，合 9.5 寸。挑檐檩檩心往外檐桷板边缘平出 450mm，飞子再

平出 450mm，则整个出檐（檐出+飞子）为 900mm，与铺作里外出跳平长相等（图 1-3）。 

 

图 1-3 光孝寺伽蓝殿柱头铺作尺寸 

 

铺作斗栱每栱高度即单材高为 230mm，合 7.2 寸；材厚为 70mm，合 2.2 寸；栔高

为约 80mm，合 2.8 寸（表 1-3）。按单材高 7.2 寸，相当于《营造法式》中的四等材。

材高：材厚=3.29:1，远超宋式之 3:2，用材轻薄；足材高：单材高=1.39.又疑前述各建筑

                                                 
8 张十庆.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源流与变迁[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9 肖旻.佛光寺东大殿尺度规律探讨[J].建筑学报,2017(06):3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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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或与单材高相关，则取之分别用单材高进行折算（表 1-4）。 

 

表 1-3 光孝寺伽蓝殿材栔尺寸 

 足材高 材高 材厚 栔高 
足材高： 

材高 
材高：材厚 

原始尺寸/mm 317 230 70 80 
1.39 3.29 

尺长/尺 1 0.72 0.22 0.28 

（1 尺 =317mm） 

表 1-4 光孝寺伽蓝殿各尺寸以材高折算 

 
面阔 

心间 

面阔 

次间 

进深 

心间 

面阔 

通长 

进深 

通长 
柱高 檐高 

檐檩 

标高 
举高 

原始尺寸

/mm 
5590 3140 5780 11870 12060 3140 4435 4770 3770 

尺长/尺 17.7 9.9 18.3 37.5 38.1 9.9 14 15.1 11.9 

以单材高

7.2 寸折算/

材 

24.6 13.75 25.4 52.1 52.9 13.75 19.45 20.9 16.5 

以足材高 1

尺折算/材 
17.7 9.9 18.3 37.5 38.1 9.9 14 15.1 11.9 

（1 尺 =317mm） 

 

显然，各建筑尺寸并未与单材高值发生明显关系。而考虑到 1 足材=1 尺，笔者认

为其尺寸与足材或营造尺值发生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1.3 屋面与举高 

光孝寺伽蓝殿前后挑檐檩心距在减去侧脚值后为 13800mm，合 43.6 尺；屋面举高

即挑檐檩上皮至脊檩上皮高度为 3770mm，合 12 尺，举高与挑檐檩心距比值为

13800/3770=1:3.68；脊檩标高（脊檩上皮距离柱础上皮高度）为 8200mm，合 26 尺；金

檩标高（金檩上皮距离柱础上皮高度）为 6310mm，合 20 尺（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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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光孝寺伽蓝殿屋面各高度尺寸折算 

 原始尺寸/mm 复原尺长/尺 反算值/mm 偏差值/mm 以 a=95mm 折算 

挑檐檩心距 13800 43.6 13808 8 145a 

举高 3770 12 3800 30 40a 

脊檩标高 8200 26 8234 34 约 87a 

金檩标高 6310 20 6334 24 约 67a 

金檩上皮至

挑檐檩上皮 
1880 6 1900 20 20a 

金檩上皮至

脊檩上皮 
1890 6 1900 10 20a 

（1 尺 =317mm） 

 
图 1-4 光孝寺伽蓝殿屋面高度折算 

 

表 1-5 中与脊檩和金檩高度相关的偏差值都较高在 20mm 以上，但考虑到屋面因修

缮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较大，且测绘难度也较大，故此偏差认为可以接受。观察表 1-5 中

数据，留意到金檩上皮至挑檐檩上皮和脊檩上皮的高度距离分别为 1880mm/1890mm，

考虑误差和形变的情况下推测其可能是等值，折合尺值各为 6 尺（20a）。说明金檩标高

正好位于举高之一半处，且约合檐平柱高的两倍（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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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的举高和各檩定位关乎到整个屋顶曲线形象，宋《营造法式》中采用举折法进

行设计，清工部《工程做法》中则使用举架法定屋面。此外，程建军先生在《岭南古代

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中提到一种由访问老匠师所得的“岭南古建举折法”，其适用

于重要殿堂建筑的一条规律为：以举高与前后挑檐檩心距比值为1:3.7定檐檩上皮高度，

画出挑檐檩上皮中心和脊檩上皮中心的连线，然后两端第一架向下折减举高之 3%，再

向中间每架递加折减举高之 3%（或 1%）。这样的做法最后将形成一条对称的下凹折线

（图 1-5）。10 

若用举架法去计算光孝寺伽蓝殿的屋面，从挑檐檩开始，分别为三五举、四八举、

五二举、五五举、六五举、七六举，并不成规律，暂可排除其可能性。考虑到伽蓝殿屋

面举高与挑檐檩心距之比为 1:3.68≈1:3.7，似乎与“岭南古建举折法”的比例相同。故

笔者将光孝寺伽蓝殿真实的屋面曲线、按《营造法式》举折法得到的屋面曲线以及按岭

南古建举折法得到的屋面曲线三者对比如图（图 1-6）。 

从图 1-6 中可见，伽蓝殿的真实屋面曲线与《营造法式》中的举折法曲线有一定偏

差，也可以排除用此做法的可能；而有趣的是，其同岭南古建举折法的屋面曲线则非常

吻合，尤其是在金檩上皮处，两线几乎重合，只有 12mm 的差距。与其他檩条相比，金

檩因为直接受到金柱的撑托，随时间推移受压下挠的程度较小，位置相对固定。因此说

明金檩标高的确定很可能正是源于此法。结合前文计算得檐檩标高和金檩标高都为整尺

值（15 尺、21 尺）的数据，笔者有理由推测，金檩与檐檩这两个关键节点的高度取值

是在经过一定设计的。 

那么整个屋面的确定方法，疑为用“岭南古建举折法”获得大致高度后，再按营造

尺稍作调整数值，使得金檩上皮恰位于举高的一半高处，形成简洁的比例关系。  

 

                                                 
10 转述自 程建军. 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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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岭南古建举折法（出自程建军《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 

 

 
图 1-6 光孝寺伽蓝殿之屋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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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生起与侧脚 

光孝寺伽蓝殿角柱生起非常明显，实测图中《两椽乳栿屋架斜样》一图记录角柱高

为 3160m，但因其未标注是哪条角柱，且知伽蓝殿地形起伏沉降极大，故此处宜再参考

《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中所录之详细尺寸，其中记录的角柱高度分别

为；3175mm，3190mm，3095mm，3035mm，取其平均值为 3125mm。折算为尺值，则

角柱加普拍枋约合 10.2 尺，比平柱加普拍枋 9.9 尺高 3 寸，与《营造法式》中角柱比平

柱“三间生高二寸”11要高，立面效果更加夸张，但在尺寸数值上保持了与a（3 寸）的

整数倍关系。 

而在侧脚方面，伽蓝殿外围一圈檐柱均有侧脚。将次间减去 30mm（合 1 寸）的侧

脚值，得到柱头尺寸为：面阔心间 5590mm，次间 3110mm；进深心间 5780mm，次间

3110mm（图 1-7），相当于与地盘相比，柱头一圈往里偏移了 1 寸的距离。按照《营造

法式》之中规定，侧脚“随柱之长，每一尺即侧脚一分”12，那么伽蓝殿以 9.9 尺之柱

高侧脚 1 寸，其比值与《营造法式》所载正好相同。 

角柱柱头处两个方向的阑额以及普拍枋相交并出头，阑额出头后不作雕刻装饰，普

拍枋则亦仅在两角稍作切角。阑额截面达到 300mm x 300mm，近方形，显得饱满有力。

与角柱顶径约 410mm相比，阑额的宽度占据其四分之三，亦符合明代比前朝阑额逐渐

加大趋势 13。 

角柱之上的转角铺作，其组成如同柱头铺作，只是第三跳上承斜梁梁头，其上再承

托老角梁、仔角梁。老角梁往上直伸到承托山面桷板的承椽枋上并斜插入其中，其重量

最后传递到金柱上加以承托，结构处理简明，依靠这一根承椽枋，就解决了山面以及转

角的承托问题。仔角梁置于老角梁之上，分为两折，末端与老角梁形成约 150°的夹角，

起翘相对平缓，令屋面翼角显得柔和大度。 

 

                                                 
11 [宋]李诫 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柱》.人民出版社，2011.10 
12 [宋]李诫 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柱》.人民出版社，2011.10 
13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八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4.第 97 页，历代阑额普拍枋演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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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光孝寺伽蓝殿柱头平面 

 

1.5 间广与架长 

光孝寺伽蓝殿面阔进深皆三间，殿身十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次间两架减去侧脚

以后每架平长为 1555mm，合 4.9 尺；心间六架，四椽栿之上四架平长均为 950mm，合

3 尺，心间余下外侧两架平长皆为 990mm，合 3.15 尺（图 1-8）。 

顺应歇山屋面之转角，面阔与进深方向次间的间广皆为 9.9 尺，正为两架之长，又

知檐平柱高亦为 9.9 尺，则于金柱檐柱之间形成了一个正方形空间。又留意到六椽栿上

皮距柱础上皮高度 5800mm，合 18.3 尺，结合进深心间 18.3 尺、面阔心间 17.7 尺来看，

在四点金柱之间通过六椽栿这根大梁视觉上的限定也营造出了一个接近正方体的空间

（图 1-8）。 

进深方向每架平长，均符合《营造法式》中“每架平不过六尺”之制。其采用次间

各两架，心间 6 架的形式，致使出现架道不均之情况。心间深 18.3 尺分为 6 架，平均每

架平长约 3 尺，较短；次间两架平均架长近 5 尺，则相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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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光孝寺伽蓝殿各架长与空间关系 

 

对于伽蓝殿心间次间不同架长的尺寸，程建军先生曾指出，若将心间六椽平分为四

椽，得到每架长为约四尺五，与次间架长 5 尺更接近，认为伽蓝殿十架椽屋前后乳栿用

四柱的梁架形式，仍采用了类似《营造法式》厅堂构架“八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的

尺度 14 。然而若反过来看，将进深次间两架平分为三架，可得到每架 3 尺左右的平长，

亦与心间架长相当，结合柱头铺做作出跳 2.85 尺也接近 3 尺，笔者推测现架长更可能由

每架平长 3 尺的均匀架道调整而来。若取每架长均为约 3 尺，则屋顶形式变为十二架椽

屋前后三椽栿用四柱，此种梁架形式于岭南地区更为多见。至于调整的原因，盖屋面曲

线越近檐口越平缓，若进深次间仍取三架，则下面梁架过于臃肿；改为两架则使之疏朗

雅观。 

 

                                                 
14 
程建军、李哲扬. 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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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设计与比例 

前文既述，光孝寺伽蓝殿各向尺寸在换算为复原营造尺长后，似乎皆能与a（3 寸）

成整倍数关系，那么 3 寸会否成为其设计模数呢？然而，3 寸该值只是在寻求尺寸资料

公因子之中偶得，并未发现某一构件或截面之长度为 3 寸。中国古代建筑自隋唐或更早

时期便有“以材为祖”的设计手法 15，然而无论以材分模数制计算出来的设计长度如何，

最终实施还是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尺值寸值之上，即“材”最终还是要与“尺”挂钩，才

能完成它作为基本模数对整个建筑尺度的控制。 

结合前文 1 足材=1 尺的推算结果，又观察到举高 12 尺即 12 倍足材，次间架长 4.9

尺近乎 5 倍足材，心间架长 3 尺为 3 倍足材等一系列与足材高或整尺数能发生关系的数

据，笔者大胆推测，伽蓝殿之设计，出发点更可能是“以足材为祖”。即先以 1 足材高

设为 1 尺，在用材与尺值之间建立一个简单的互推关系，以此为“祖”定下大概的地盘

图和侧样，然后再以 3 寸为模数调整其尺寸。至于调整的理由，其一可能是如同今天我

们做建筑设计亦会以 300mm 为模数定尺寸一样，便于计算和施工；其二可能是大木匠

师对他们设计方法的进行“加密处理”，防止他人习得他们的设计秘诀，此种现象在岭

南的潮汕地区非常常见。 

于是笔者根据现有资料，尝试还原出一个进行调整尺寸前的的光孝寺伽蓝殿“理想

方案”，设有足材模数为 1M=1 尺，如下（图 1-9、图 1-10）： 

 

在“理想方案”中，地盘为心间 18M、次间 10M、总长 38M 的正方形，心间 18

尺亦合古代殿堂最高等级的尺度。侧样上檐柱高 10M，檐高 14M，檐檩标高 15M；铺

作出跳里外各 3M，此时斗栱每跳出跳和材高皆为 1 尺；进深次间每架长 5M，进深心间

每架长 3M；撩檐枋心距 44M，举高 12M，两者比值为 44/12=3.67，约为“岭南古建举

折法”的数值；金檩上皮位置定在举高之一半处，距撩檐枋上皮高度为 6M；六椽栿上

皮距地 18M。 

                                                 
15 见 傅熹年. 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M]. 文物出版社,1998. 之中《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建筑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南北朝、

隋、唐建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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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光孝寺伽蓝殿理想地盘 

 

 

图 1-10 光孝寺伽蓝殿理想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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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状尺寸对比，现状面阔总长 37.5 尺与理想方案之 38 尺只差 5 寸，现状进深通

长 38.1 尺与 38 尺更只差 1 寸，檐柱高 9.9 尺与 10 尺只差 1 寸，撩檐枋心距 43.6 尺与

44 尺亦相差无几，屋面举高亦相当，可见在进行了尺寸调整后，建筑空间氛围并未大变，

可以适应同样的功能。 

以上笔者推测的调整过程，其实于设计之时应无分先后，是匠师经过全盘考虑得出

的结果。 

 

1.7 小结 

综上所述，本章复原了光孝寺伽蓝殿的尺度规律，推测了其设计方法。要点列述如

下： 

（1）营造尺 1 尺=317mm.； 

（2）1 足材=1 尺； 

（3）檐高：柱高为 1.4:1； 

（4）撩檐枋心距：举高=3.68≈3.7； 

（5）举折方式疑采用岭南古建举折法； 

（6）檐檩标高为柱高 1.5 倍； 

（7）金檩标高约为柱高 2 倍； 

（8）金檩上皮位于举高一半处； 

（9）进深方向，次间一间两架，平均架长约 5 尺；心间 6 架，平均架长约 3 尺； 

（10）推测各尺寸以 1 足材或为模数设计，又将数值调整为 3 寸的倍数。 

结合时代来看，明代自建朝开始社会上一直有弃元扬宋的复古之风，加之在光孝寺

伽蓝殿修建之时，正值明代中叶的“弘治中兴”，一改前朝贪腐歪风，政治清明，人心

安和，边邦亦无大患，朝廷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和平策略，可见其时思想应较为开放，

民族自信心强，加上当时很可能仍保留有大量唐宋时期的建筑实例可供参考，故匠师仿

照唐宋风格建造庙宇亦不出奇。而据存今实例，同在明代中叶，北方和江南等地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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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已渐渐形成明代的官式风格，斗栱用材变小，斗口制和举架法等做法亦开始出现 16 。

但就本例而言，伽蓝殿似乎并未受到明代官式的影响，更多还是体现着宋构风格和地方

特色，一来有赖于远在南方偏安一隅得以存留古制，二来应亦受光孝寺创建更早的大雄

宝殿等建筑和其余地方之影响，此点将在后文加以论述。 

                                                 
16
 见 郭华瑜.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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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光孝寺伽蓝殿的设计分析 

前文通过对测绘图的研究和对数据的分析，推演了光孝寺伽蓝殿的设计过程和空间

比例。这样的设计方法是不是就是让伽蓝殿显得风格古朴，具有唐宋风韵的原因呢？这

些手法，是否来源于北方做法，或者是来源于地方惯例呢？本章将纵向对比联系一些早

期北方建筑和《营造法式》中记录的设计做法，及横向对比分析一些差不多同时代的广

府殿堂的异同，去解读伽蓝殿相应的做法和比例关系，探讨其设计背后的因由与来源。 

其中，横向对比的建筑案例将选取时代、规模、地域与光孝寺伽蓝殿接近的样本。

样本的构架年代从明初到清初，反映着明代的时代特征；规模则主要选择与伽蓝殿相同

的三间三进的平面（光孝寺之另两殿因同属一寺而亦需比较分析）；地域上则限定于岭

南的广府地区。将需比较之案例罗列如下表（表 2-1） 

表 2-1横向比较的广府殿堂案例 17 

序号 建筑名称 创建年代 现存构架年代 平面规模 屋顶形式 

1 佛山祖庙正殿 
宋元丰年间

（1078-1085 年） 

明洪武五年 

（1372 年） 

三间三进 

（不算外墙） 
单檐歇山 

2 增城万寿寺大殿 
宋嘉佑年间

（1056-1063 年） 

明洪武十八年 

（1385 年） 
三间三进 单檐歇山 

3 佛山祖庙前殿 
明宣德四年 

（1429 年） 

明宣德四年 

（1429 年） 

三间五进 

（不算外墙） 
单檐歇山 

4 广州光孝寺伽蓝殿 
明弘治七年 

（1494 年） 

明弘治七年 

（1494 年） 
三间三进 单檐歇山 

5 广州五仙观后殿 
明洪武十年 

（1377 年） 

明嘉靖十六年

（1537 年） 
三间三进 重檐歇山 

6 广州光孝寺大殿 
东晋隆安五年 

（401 年） 

清顺治十一年 

（1654 年） 
七间六进 重檐歇山 

7 广州光孝寺六祖殿 
宋大中祥符年间

（1008-1016 年） 

清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年） 
五间四进 单檐歇山 

（本表案现存构架年代从早至晚排列） 

 

                                                 
17 本表建筑案例的创建年代与现存构架年代引用自 张雅楠.广府地区殿堂木构架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6 



第二章 光孝寺伽蓝殿的设计分析 

29 

这七座殿堂案例于地理上的分布如下图所示（图 2-1）： 

 

图 2-1 七例广府殿堂的地理位置 

 

2.1 用尺由来 

营造尺是完成建筑设计的最基本因素，工匠们把构想绘制成草图再落实到建筑，都

要依靠尺来完成，这同今天的建筑师完成设计工作并无二样。历史上中国每个朝代都会

相应的官方用尺长度，以对全国的制度进行规范化管理。根据吴承洛先生之《中国度量

衡史》，自周之始中国的尺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其一为以黄钟音律为准定下的律

尺，多用于调音定律，后又有沿用于观测天文星象等；其二为梓人木工所用之木尺，后

或称曲尺、营造尺等，是用于建筑营造活动的尺；其三为衣工所用之裁衣尺，顾名思义

用于裁缝裁衣 18。就建筑所用之木尺而言，其尺长自先秦至明清都有所变化，总体有越

增越长的趋势，但实际使用中，尺长除了受到官方标准的影响外，还会因“系师傅徒受，

                                                 
18
 吴承洛. 中国度量衡史[M].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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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相传，少受政治治乱之影响，木工尺之度，即其相传之制也”19而与官尺不同，或

许会保留下前朝用尺的旧制，发展成各成体系的民间用尺（表 2-2）。 

表 2-2 《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历代尺长厘定值 20 

 

                                                 
19
 吴承洛. 中国度量衡史[M].商务印书馆,1937. 

20
 引自 肖旻唐宋古建筑尺度规律研究[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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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光孝寺伽蓝殿建造之明代，有官方颁布的用于建筑的营造尺，尺长据丘光明先

生所著之《中国历代度量衡考》21中论述为 320mm，根据上一章的研究结果，显然伽蓝

殿未使用官尺。那么这种用尺的选择，在当时的广府地区是否常见呢？于是笔者进行横

向对比，研究了与伽蓝殿差不多同时期的广府殿堂案例，并用第一章中叙述的研究方法，

推算出他们的营造尺，其尺长统计如下表（表 2-3）： 

表 2-3 伽蓝殿同期广府殿堂的营造尺尺长 

单位：mm 
广州光孝

寺伽蓝殿 

广州光孝

寺大殿 

广州光孝

寺六祖殿 

佛山祖庙

正殿 

佛山祖庙

前殿 

广州五仙

观后殿 

增城万寿

寺大殿 

尺长 317 317 350 350 326 326 326 

备注 同 宋三司布帛尺 同 元大尺 同 明量地尺 

 

从表 2-3 中不难发现，这几座广州附近的殿堂建筑中使用的营造尺有三把，分别是：

317mm、326mm 和 350mm。光孝寺大殿与伽蓝殿使用的 317mm 尺正好合宋三司布帛尺

尺长，应是大木工匠随着门派师承前朝用尺，也有可能是出于弃元扬宋思想而遵用旧尺

制度。 

而应用在佛山祖庙前殿、广州五仙观后殿和增城万寿寺大殿之上的 326mm的尺长

则合明朝时期的量地尺长。明量地尺一般用于丈量土地和城市范围这种较大距离的尺寸，

用在建筑中也有用以修筑城墙堡垒或者大型墓葬的记录 22，那么将之用在殿堂建筑中似

乎亦未尝不可。 

而光孝寺六祖殿和佛山祖庙正殿使用的 350mm尺长则正好是元大尺之长度 23，这是

一个比较长的尺值。非汉人政权的元朝于历史上统治了约一个世纪，带来了很多与前朝

截然不同的制度，虽然这些制度多在明建立之后被推翻，但是在民间其影响往往会持续

得更加久远，丘光明先生就认为明代的裁衣尺尺长 340mm是受元尺大尺之影响 24。包括

                                                 
21

 丘光明. 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科学出版社, 1992. 
22 丘光明. 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科学出版社, 1992. 
23 丘光明. 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科学出版社, 1992. 
24 丘光明. 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科学出版社,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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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军先生在《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中也提到，访问到有粤北的大木匠师，

使用 340-350mm这样的大尺 25。结合时代来看，一般认为佛山祖庙正殿修建在明洪武时

期，极有因当时社会政权制度都尚未稳定而沿用元尺的可能。 

有意思的是，这几座明代前后的殿堂中无一使用 320mm的明清官方营造尺，可见

诚然如吴承洛先生所言木工用尺“少受政治治乱之影响”26。 

综合来看，以广州为中心的广府地区自古以来都是经济繁荣之地，至今都有大量江

西、潮汕、粤西粤北等地的大木师傅在此营生，不同地域、不同门派的匠师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都留下过建设活动，那么该地的建筑用尺纷繁不一，则亦不出奇了。 

 

2.2 用材特点 

按照宋代《营造法式》与清代《工部工程做法》这两部官方发布的建筑营造术书，

分别采用材份制和斗口制对建筑的各个尺寸进行控制，虽然在众多实例之中并未见得全

然按照这种方法进行设计，但在解读古建筑案例的时候，我们依然要重点研究其用材，

即研究殿堂建筑中斗栱的栱材截面，分析其截面比例，以及与建筑尺度的关系。 

上一章已提到，光孝寺伽蓝殿之用材非常轻薄，材高：材厚=3.29 远不如《营造法

式》和北方建筑所表现出来的厚实。考虑到南方建筑多有此用材轻薄的特点，或许是惯

用的地域做法，故笔者亦将明代前后一些广府殿堂建筑的用材数据统计后列述如下（图

2-2、表 2-4）： 

                                                 
25 程建军. 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26
 吴承洛. 中国度量衡史[M].商务印书馆,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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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几例广府殿堂的斗栱 27 

（a）广州光孝寺伽蓝殿柱头铺作 （b）佛山祖庙前殿如意斗栱 
（c）广州光孝寺大典柱头铺作 （d）广州五仙观后殿补间铺作 
（e）佛山祖庙正殿补间铺作 （f）增城万寿寺大殿柱头铺作 

                                                 
27 铺作图来源见本文《绪论》中之《研究材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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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伽蓝殿同期广府殿堂之用材 28 

单位：mm/寸 材高 栔高 材厚 足材高 材高：材厚 足材高：材高 

佛山祖庙正殿 
200 70 100 270 

2 1.35 
5.7 2 2.8 7.7 

增城万寿寺大殿 
170 70 70 240 

2.43 1.41 
5.2 2.1 2.1 7.3 

广州光孝寺 

伽蓝殿 

230 85 70 317 
3.29 1.38 

7.2 7.8 2.2 10 

广州五仙观后殿 
180 70 80 250 

2.25 1.39 
5.5 2.1 2.5 7.6 

广州光孝寺大殿 
205 75 110 280 

1.86 1.37 
6.5 2.3 3.5 8.8 

广州光孝寺 

六祖殿 

200 80 80 280 
2.5 1.4 

5.7 2.3 2.3 8 

《营造法式》 15 分 6 分 10 分 21 分 1.5 1.4 

《工部工程做法》 1.4 斗口 0.6 斗口 1 斗口 2 斗口 1.4 1.4 

 

按照《营造法式》中规定，四等材高 7.2 寸，五等材高 6.6 寸，六等材高 6 寸，七

等材高 5.25 寸 29，对比上述这些殿堂，除光孝寺伽蓝殿材高符合 7.2 寸四等材，增城万

寿寺大殿材高 5.2 寸似合七等材外，其余材高无一与《营造法式》的材等符合，介乎于

五等材与七等材之间不等。可见对于材高尺寸的取值，并不按照官式规定，与建筑的规

模和等级亦似乎无太大关联，推测是根据建筑具体的设计，由大木师傅依照侧样的比例

关系以及铺作出跳数等进行全盘考虑进行定夺。 

如依照宋制，材高 15 分，栔高 6 分，材厚 10 分，足材高 21 分 30，则材高：材厚

=1.5，足材高：材高=1.4。所以对比表 2-4 可知，广府殿堂建筑用材的高厚比，其值介

                                                 
28 表中数据来源见本文《绪论》中之《研究材料》一节 
29 [宋]李诫 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一·材》.人民出版社，2011.10 
30 [宋]李诫 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一·材》.人民出版社，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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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于 2.4~3.3 之间，远远大于《营造法式》的规定。盖因跟北方建筑的抬梁构架相比，

南方建筑的结构形式更多是来源于穿斗的传统，反映的是以杉木为材料的高瘦轻薄的建

构特征。且南方屋面不施苫背，桷板之上直接放置屋瓦，荷载较轻，不需要那么肥厚的

构件作为结构支承。加上岭南气候高温多雨，那么轻盈透气的设计就是当地建筑对气候

回应的最佳选择，施用于栱材断面比例上亦是如此。 

笔者观察到，表 2-4 中尽管案例的材高：材厚似乎无甚规律，但在足材高：材高这

一项比值上，这些广府殿堂建筑倒是都维持在 1.4 左右，与宋式和清式规制如出一辙。

显然，该比例是来源于官式做法，是对材栔关系设定的遵循。综合来看，广府殿堂在斗

栱的立面上保持与官式相同，在断面上又回应南方的技术系统，其本身就是官式做法地

方化的体现。 

至于用材与建筑尺度的关系上，笔者在对这些广府殿堂案例进行分析的时候，几经

推算，但似乎都并未找到材高或者斗口（材厚）与建筑整体尺度的关联，在光孝寺伽蓝

殿中提出的“足材控制法”亦未于其他殿堂之中见到。反而是用营造尺的用尺，比如 1

尺、3 寸等长度往往会成为建筑的尺度的模数，推断是大木匠师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更

多的是依靠木尺尺法控制，用比官式规定更简便更灵活的手法来定建筑的长宽高。联系

到广府地区地处岭南腹地，面向大海，远离政治中心，多元的文化正正为多元的设计手

法给予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2.3 柱檐关系 

古代建筑的设计中高度方向之尺寸一般有三个最重要，即柱高、檐高和脊高。柱高

即檐柱中平柱之高度，叠加铺作高后得到檐高，再从挑檐檩上皮起通过举高得到脊檩的

高度。那么檐高和脊高就联系在了一起，但柱高与檐高之间的关系在官方典籍中却一直

未作规定。对于这个问题，王贵祥先生曾经在《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比例与尺度研究》31之

中调研了 26 例唐宋时期的木构建筑案例，分析后认为样本之中有超过 73%的实例其檐

                                                 
31
 王贵祥，刘畅，段智钧.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比例与尺度研究[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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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柱高=1.4:1，推断这是柱檐关系中的√2因素 32（图 2-3）。 

此规律的发现说明了在唐宋建筑中，古代匠师设计之时对会影响立面效果的柱檐高

度比例有着相同的偏好值，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常见的设计手法。根据《营造法式》卷二

《总释下·总例》中记录，“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33，刘徽注《九章算术·勾股》：

“圆三径一,方五斜七,虽不正得尽理,亦可言相近耳”34，可见 1.4:1 这种比例从正方形边

长与对角线的长度关系而来，为了简便计算用方五斜七去代替√2。那么在光孝寺伽蓝殿

中，柱檐关系是否亦循此道呢？  

 

图 2-3 唐宋建筑柱檐关系中的√2（出自王贵祥《√2与唐宋建筑柱檐关系》） 

前文提到，伽蓝殿檐高：平柱高为 4435/3140 正好等于 1.4，与王先生指出的唐宋建

筑中的柱檐比例耦合，使得铺作的高度在立面中占比非常大，与明清“羁直时期”35的

官式建筑比例大相径庭。说明这座明代的殿堂似乎仍保留着一些近似唐宋木构建筑的比

例和做法，很可能是岭南因偏离中原文化核心区而保留下来的古老旧制，这也是伽蓝殿

外观具有唐风宋韵的原因之一（图 2-4）。 

                                                 
32
 王贵祥.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比例与尺度研究.《√2与唐宋建筑柱檐关系》[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33 [宋]李诫 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卷二《总释下·总例》.人民出版社，2011.10 
34 [晋]刘徽. 九章算术注·卷九. 
35 见 梁思成. 图像中国建筑史[M]. 三联书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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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光孝寺伽蓝殿之柱檐比例 

 

 

图 2-5 大木师傅使用的曲尺（出自王仲奋《东方住宅明珠——浙江东阳民居》）36 

                                                 
36
 王仲奋. 东方住宅明珠:浙江东阳民居[M].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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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檐口的尺寸数值上，留意到檐柱缝上各高度尺寸依然为 a（3 寸）的倍数，不过

与挑檐檩相关的尺寸因其追求√2:1 比例的缘故就不与 a 成倍数关系了，但却正好为整尺

数值，亦合足材模数，同样十分利于计算和施工。 

联系上一节提到，广府殿堂用材的足材高：材高之比值也为 1.4，该比值除了来源

于正方形方五斜七外，与大木师傅设计所用的曲尺也有很大关系，因曲尺的两个边长，

正好就是 7：5 的长度，那么在建筑中也用此比例就非常方便了（图 2-5）。 

这种柱檐关系有没有在广府地区广泛使用呢？笔者沿用王先生的研究方法，对一些

岭南广府地区的殿堂建筑案例的柱檐关系也进行了统计。具体情况如下表（表 2-5）： 

表 2-5 早期广府殿堂案例之柱檐关系 37 

序号 建筑名称 年代（年） 平柱高（mm） 檐高（mm） 檐高：平柱高 

1 肇庆梅庵大殿 不详 3035 4226 1.41 

2 德庆学宫大成殿（副阶） 1297 3960 5330 1.35 

3 佛山祖庙正殿 1372 3530 5815 1.64 

4 增城万寿寺大殿 1385 3925 5010 1.28 

5 佛山祖庙前殿 1429 3290 4990 1.51 

6 广州光孝寺伽蓝殿 1494 3140 4435 1.41 

7 广州光孝寺大殿（副阶） 1654 3100 4280 1.38 

8 广州光孝寺六祖殿 1692 3530 4730 1.35 

 

从表 2-5 中可得，檐高：平柱高=1.4 左右的仅梅庵大殿、光孝寺伽蓝殿及光孝寺大

殿三例，梅庵大殿正好就大概建于辽宋年间 38，光孝寺的大殿和伽蓝殿又有着显著宋风，

显然与此立面比例不无关系。至于其他案例的柱檐关系比值则波动较大，既有像佛山祖

庙两殿那样巨大的斗栱做法，也有如增城万寿寺大殿这般较小的铺作占比。可见在不同

                                                 
37 肇庆梅庵大殿之数据取自 袁艺峰《肇庆梅庵大殿大木作研究》；德庆学宫大成殿之数据取自 吴庆洲《粤西宋元木

构之瑰宝——德庆学宫大成殿》；其余数据均来自笔者于本文《绪论》中《研究综述》处记录的比较研究对象资料。 
38 袁艺峰. 肇庆梅庵大殿大木作研究[D].广州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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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柱檐比例之设计方法也多种多样，遵循唐宋旧制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 

 

2.4 屋面分析 

屋面的分析将主要讨论挑檐檩心距与举高之比值问题。上一章在研究尺度规律中计

算得光孝寺伽蓝殿此值为 3.68:1，疑使用了“岭南古建举折法”。那么这个比例又是不是

常用的做法呢？同样地，笔者进行横向对比（表 2-6）： 

表 2-6 早期广府殿堂案例之屋面跨高比 

序号 建筑名称 年代（年） 挑檐檩心距（mm） 举高（mm） 挑檐檩心距：举高 

1 肇庆梅庵大殿 不详 11830 3038 3.89 

2 德庆学宫大成殿 1297 13530 3500 3.86 

3 佛山祖庙正殿 1372 16030 4650 3.45 

4 增城万寿寺大殿 1385 13420 3945 3.40 

5 广州光孝寺伽蓝殿 1494 13800 3770 3.68 

6 广州五仙观后殿 1537 8070 2080 3.88 

7 广州光孝寺大殿 1654 19120 5240 3.65 

8 广州光孝寺六祖殿 1692 16820 4750 3.54 

 

挑檐檩心距：举高之值越大，则说明屋面越缓，反之其值越小则说明屋面越陡。从

表中可知，两座最早期之殿堂梅庵大殿与德庆学宫大成殿屋面最为平缓，其后举高稍有

加高之趋势，但总体来说，早期的这几座岭南殿堂的挑檐檩心距：举高依然维持在 3.4~3.9

此区间之内。但同期的北方官式建筑中，根据郭华瑜先生所著之《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

随着建筑技术和形式的发展，明官式建筑的举高显著加大，该比值基本集中在 2.7~3.2

之间 39（表 2-7）。 

                                                 
39 郭华瑜.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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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明代官式建筑之举高比值（节选自郭华瑜《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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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宋《营造法式》屋面的举折法，殿阁楼台撩檐枋心距三份中举起一份，厅堂

四份中举起一份 40，则其跨高比为 3~4 左右；而根据清代《工部工程做法》规定的举架

法，其跨高比计算出来五檩大木为 3.3，七、九檩大木为 2.86，十一檩大木为 2.94，十

三檩大木为 2.9341，则其值介乎于 2.8~3.3 之间（表 2-8）。从这个对比之中不难看见，

明代北方的官式建筑的屋顶跨高比基本与清官式无甚不同了，但同期广府地区建筑的屋

面则仍然如宋制那般平缓，显然是远离政治中心地区对早期旧制的保存，程建军先生亦

提到此或许与广东沿海台风多发，平缓屋顶有利于抗风有关 42。 

表 2-8 不同时期和地域建筑之挑檐檩心距：举高取值区间 

 各时期/地域的建筑 挑檐檩心距：举高 

1 宋《营造法式》 3~4 

2 明代岭南广府建筑 3.4~3.9 

3 明代官式建筑 2.8~3.3 

4 清《工部工程做法》 2.7~3.2 

 

2.5 竖向比例 

傅熹年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之中研究

得出，在古建筑的竖向比例方面，檐柱高可以在一定高度上控制屋面高度。他分析在唐

代建筑中无论殿堂或者厅堂的构架形式，中平槫（距离檐槫两架）到檐柱顶等于檐柱高；

到了辽宋，殿堂构架维持唐之比例，厅堂构架则上推一架，发展为上平槫（距离檐槫三

架）到檐柱顶等于檐柱高；到元代则殿堂构架亦上推一架；再发展到明清，建筑基本沿

用元代比例，也有使用辽宋比例者（图 2-6）43。概括来说，即存在上平槫或中平槫标

高为檐柱高之 2 倍的竖向比例。 

                                                 
40 [宋]李诫 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举折》.人民出版社，2011.10 
41 郭华瑜.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42 程建军. 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43 见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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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本文探讨的光孝寺伽蓝殿。前文提到，计算得伽蓝殿金檩标高为 20 尺，约

为檐柱高 9.9 尺之 2 倍。而金檩所在之处，正好与檐檩距离两个椽架，即上文提到的中

平槫的位置，可见该殿中檐柱高与屋面檩条标高的比例与唐宋建筑相似。同时值得注意

的是，伽蓝殿檐檩标高为 15 尺，是檐柱高的 1.5 倍，此比例又可以在五台南禅寺大殿和

蓟县独乐寺这两座三间殿中见到。可见傅先生发现的唐宋建筑之规律，与伽蓝殿中亦可

以找到，是该殿沿用明以前传统设计做法的又一证据（图 2-6、图 2-7）。 

 

图 2-6 北方古建筑中与檐柱高相关的屋面设计 
（左：中平槫高为檐柱高两倍；右：上平槫高为檐柱高两倍） 

（出自：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 

 

图 2-7 光孝寺伽蓝殿金檩、檐檩与檐柱之关系 

考虑到岭南地区构架中的椽架平长一般较短，北方建筑中两架椽的距离，放在岭南

可以分为两到三架。而笔者在研究这些广府地区殿堂之时留意到，金檩缝到檐柱缝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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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往往正好就是两到三架。而岭南的大木建筑又基本都采用彻上露明的内部空间，不

施天花和草架，柱子直接往上承托支撑着屋面的檩条。所以岭南建筑中的檐檩、金檩就

尤为重要，因其既与柱子高度相关，又影响着屋面曲线的效果，或许亦会与檐柱高相关。

于是笔者计算若干广府建筑之中檐檩、金檩与檐柱的关系，并将之转化为图示列述如下

（图 2-8、图 2-9、图 2-10、图 2-11）： 

 
图 2-8 光孝寺六祖殿金檩、檐檩与檐柱之关系 

（笔者改绘，底图来自 1953 年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测绘《光孝寺六祖殿实测图》） 

 

图 2-9 光孝寺大殿副阶老檐柱间额枋、檐檩与檐柱之关系 
（笔者改绘，底图来自 1953 年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测绘《光孝寺大殿实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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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佛山祖庙前殿金檩、檐檩与檐柱之关系 
（笔者改绘，底图来自程建军主编《梓人绳墨：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44） 

 

图 2-11 广州五仙观后殿金檩、檐檩与檐柱之关系 
（笔者改绘，底图来自 2018 年，笔者本人与谢慧阳等同学实地测绘成果） 

                                                 
44
程建军．梓人绳墨：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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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几张图中我们不难发现，光孝寺伽蓝殿中发现的檐柱控制屋面高度的方法绝

非孤例，类似的规律于其他明代前后的广府殿堂中也存在。且值得留意的是，无论殿堂

进深规模和进深方向的间架数如何，与檐柱高成 2 倍关系的屋面檩条都位于金柱缝上即

金檩之位置（对于光孝寺大殿副阶则是老檐柱；而五仙观后殿下檐不施斗栱，则改以檐

高控制整个高度关系）。 

从结构关系的角度看，北方建筑不论的殿堂或者厅堂构架形式，因为柱子、铺作、

梁架水平分层的关系，都会出现柱缝与屋面槫条位置不一定对上的可能。即便是北方的

厅堂构架，其内柱虽然比檐柱要高，但亦不一定往上直接抵达屋面，这就使得其与檐柱

高成倍数关系的中平槫或上平槫不需要一定与柱子发生关系，可以随着梁架形式、屋面

曲线走势等进行调整。 

但在岭南广府建筑中，或许是来源于穿斗结构柱头承檩的技术传统，就实例观察得

到的规律而言，其柱缝之上一定是有对应檩条的，且与檐柱高成倍数关系的檩条都是金

檩或檐檩，即：金檩标高=2 倍檐柱高，檐檩标高=1.5 倍檐柱高。这样轻巧简洁的关系，

使得金柱高能直接与檐柱高发生联系，即金柱高=金檩标高-檩条高度=2 倍檐柱高-檩条

高度。至于金柱与檐柱之间的架数，实例中分二、三或四椽架者皆有之，考虑到南方的

椽架平长远比北方短，那么一个开间中所分的架数，应可以由大木师傅根据建筑等级高

度、梁架形式、屋面陡缓程度甚至是整个建筑总檩条数目是否好意头来进行定夺（在民

间比如广东潮汕地区，就有以“生老病死”或“生老病死苦”为口诀定檩数的传统，其

数目要正好押于“生”或“老”才算吉利）。 

这样的竖向比例，是在沿用传统官式设计手法的基础上，结合地域传统对之的精炼

简化和再创作，既有北方韵味，也有南方特色，使得明代的这些广府殿堂建筑舒朗得宜，

简洁大方。 

 

2.6 “侧昂” 

光孝寺伽蓝殿中有一个十分罕见的独特之处，那便是其铺作中都在泥道栱处使用了



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6 

侧向的插昂，笔者沿用程建军先生的叫法称之为“侧昂”45。如同华栱上的插昂一样，

侧昂并不像长长的下昂一样起到结构上的杠杆支撑作用，仅仅只是栱眼壁处的装饰而已。

放眼全国范围，与之相同的做法仅在光孝寺大殿与六祖殿、佛山祖庙正殿可以看到。另

有发现陕西韩城司马祠寝殿上有类似的构件，但其位置并非在泥道栱而是在外跳的令栱

上，且更像是栱尾部雕刻出来的装饰件，而不像光孝寺三殿那般是由两块木头构件拼接

而成的侧向插昂（图 2-12）。 

 

图 2-12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墓寝殿补间铺作 46（左）与光孝寺伽蓝殿补间铺作（右） 

 

   

图 2-13 广州光孝寺大殿（左）与六祖殿（右） 

                                                 
45
  转述自 程建军. 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46
 出自 赵立瀛.高山仰止，构祠以祀——记陕西韩城司马迁祠的建筑[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1982(04):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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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光孝寺三座殿堂都在同一寺庙，互相之间必然会有参考借鉴，彼此影响，

伽蓝殿中侧昂的设计或许正是来源于与其他两殿（图 2-13）。下面笔者试图从历史沿革

之中寻找它们之间关联的依据。 

根据《光孝寺志》记载，光孝寺大殿“旧五间，今七间。东晋隆安五年，罽宾国昙

摩耶舍尊者建。……国朝顺治十一年，东莞人蔡元正捐资万金，请平、靖两藩重建，改

为七间，视前更极壮丽。额曰‘祝圣殿’。”47大殿作为光孝寺的核心建筑，自创寺之时

即存在，历代均有修葺，清顺治十一年（1654 年）从原来的五间殿堂扩至七间，现存建

筑是此次重修遗构 48。 

而光孝寺六祖殿“五间，在大殿东北。宋大中祥符间，檀越郭重华建，扁曰‘祖堂’……

明天顺三年，龟峰寺住持僧真泰重修。……国朝康熙壬申间，住持僧无际捐资重建，并

建拜亭，工程坚固，今殿宇尚新。”49今存之六祖殿是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所建，

但其中依然使用了大量明代构件和做法，极具明代风格。 

本文研究的伽蓝殿“一座三间。弘治僧定俊募修”50；“明天顺五年，住持僧道遂修

饰伽蓝像。弘治七年，住持僧定俊、僧戒钦募缘重修。……万历三十九年，本寺僧论田

捐资重建。今仍为伽蓝殿”51，可知伽蓝殿确切建造时间为明弘治七年（1494 年）。而

在殿内的六椽栿上也有刻字“大明弘治七年十月二十乙亥 敕赐本寺主持秀峰 定俊建”，

与寺志记录的时间相符，因此可以确定现存构架是其时原构。后世的修缮除了寺志记录

在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有一次以外，其余的缺乏相关资料考证，但都应基本未涉

及殿堂的主体结构，现存建筑仍然保留着原本始建时候的信息。 

由以上资料，统计得光孝寺三殿年代表如下（表 2-9）： 

 

 

                                                 
47 [清]顾光、何淙. 光孝寺志. 卷二·建置志. 
48 程建军、李哲扬. 广州光孝寺建筑研究与保护工程报告[M].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49 [清]顾光、何淙. 光孝寺志. 卷二·建置志. 
50 [清]顾光、何淙. 光孝寺志. 卷一·旧志殿宇. 
51 [清]顾光、何淙. 光孝寺志. 卷二·建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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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光孝寺三殿年代表 

建筑名称 创建年代 现存构架年代 平面规模 屋顶形式 

广州光孝寺大殿 
东晋隆安五年 

（401 年） 

清顺治十一年 

（1654 年） 
七间六进 重檐歇山 

广州光孝寺六祖殿 
宋大中祥符年间

（1008-1016 年） 

清康熙三十一年

（1692 年） 
五间四进 单檐歇山 

广州光孝寺伽蓝殿 
明弘治七年 

（1494 年） 

明弘治七年 

（1494 年） 
三间三进 单檐歇山 

 

历史上光孝寺的建筑屡遭兴废，但从表中可以看出，伽蓝殿在创建之时大殿和六祖

殿都早已存在，且就在一旁。作为寺庙里的一个配殿，伽蓝殿的设计必然会受另外两殿

制约和影响。至于佛山祖庙正殿中，因其创建时间比光孝寺晚，且在古代的影响力也远

不如光孝寺，那么其侧昂应该也是仿自光孝寺。 

笔者查阅资料，又发现两例使用侧昂的建筑，是修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

在今文明路文德路一带的广州万寿宫，以及建于清顺治年间(1638 年-1661 年)，选址在

今广州迎宾馆附近的广州将军府（图 2-14、图 2-15）。从清末香港摄影师 Lai-Afong 所

拍的相片里可以看见，这两栋清早期建筑依然风格古朴，斗栱宏大，铺作中同样使用了

侧昂，且与佛山祖庙正殿相似，在正心瓜栱、瓜栱和厢栱的位置都出侧昂，形成檐牙高

啄的威武之势。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在立面中更强调斗栱表现效果的做法。可

惜的是，这两座建筑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 

从时代来看，从明代到清代，广州附近的建筑都有使用侧昂的案例，可见该做法在

历史上一直有延续，并非某个时代的特有产物。而再考虑到建筑的等级，广州万寿宫和

将军府是官方建筑，佛山祖庙和广州光孝寺都是当地受过皇帝赐封极具规模的寺观。再

对比差不多同时的其他广府建筑，广州五仙观、从化学宫、番禺学宫等地之建筑都没有

使用侧昂，而它们的重要程度相对也低一些的。斗栱的使用本身就是等级的象征，而更

加夸张威武的斗栱显然也代表着更高的等级。因此笔者推测，侧昂的使用或许是广府地

区建筑等级的一种象征，只有最高级别的官府或寺庙才有资格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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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广州万寿宫（1870 年代《远东杂志》，香港摄影师 Lai-Afong 摄） 

 

 

图 2-15 广州将军府（1870 年代《远东杂志》，香港摄影师 Lai-Afong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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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小结 

综上所述，本章分析了光孝寺伽蓝殿的一些比例关系和设计要点，通过纵向比较唐

宋建筑和横向比较同时期的广府建筑，探讨了其设计做法的来源，同时也总结出了一些

明代广府殿堂的规律。要点列述如下： 

（1）光孝寺伽蓝殿用尺 317mm 为沿用宋尺； 

（2）明代前后广府殿堂用尺长度不一，多沿用前朝尺值； 

（3）广府殿堂用材轻薄，但足材高：材高之比例维持在 1.4 左右，与官方制度无异； 

（4）光孝寺伽蓝殿檐高：柱高为 1.4:1，为沿用唐宋建筑中√2的柱檐关系； 

（5）明代前后广府殿堂之屋面跨高比依然如宋制般平缓，维持在 3.4~3.9； 

（6）金檩标高=2 倍檐柱高，檐檩标高=1.5 倍檐柱高，该比例在明代前后广府殿堂

中十分常见； 

（7）光孝寺伽蓝殿使用的“侧昂”很可能仿自光孝寺内另两殿，此做法在广府地

区推测是等级的象征。 

综合来看，光孝寺伽蓝殿中表现出的一些设计方法，既有沿用自唐宋时期的建筑做

法，也有来源于广府本地的惯常手法，是官式建筑地方化的表现，凝结着大木师傅绳墨

曲直，规划方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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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光孝寺伽蓝殿的空间模型 

前两章笔者介绍了光孝寺伽蓝殿的尺度规律和设计特点，但对于一座建筑来说，最

重要的部分还是建筑之中的空间，以及其产生的空间氛围和感受。本章将要讨论的空间

原型的问题，将关注光孝寺伽蓝殿这样规模的小殿，是如何营造、强调或划分建筑空间

的，并结合空间的性质，及人的活动和尺度，在最后提出一个抽象的空间模型方案，来

对伽蓝殿建筑设计的核心思路进行概括。 

古代的大木师傅在进行设计之时，基本只重点关注地盘与侧样两图，即平面与横剖

面。唐代大家柳宗元在《梓人传》中写道：“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

构大厦，无进退焉。”52描述的便是匠师在墙上画小比例草图的情景。而对于我们今天建

筑学也会讨论的立面、纵剖面等，则全凭大木师傅的经验和惯常做法成之，不再另绘图

则。但其中一些对于立面和空间方面的考虑，其实也已经过匠师的构思，表达了在侧样

图之中。 

因此笔者在本章中会围绕伽蓝殿及其他明代广府三间殿堂进行讨论，研究藏在地盘

与侧样中的空间线索，寻找当时匠师对此种殿堂空间的理解中，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的东

西。 

 

3.1 地盘设计 

从现存实例来看，包括光孝寺伽蓝殿在内，明代广府三间殿堂仅有 5 座建筑留存至

今，年代从早至晚分别为佛山祖庙正殿、增城万寿寺大殿、佛山祖庙前殿、广州光孝寺

伽蓝殿和广州五仙观后殿 53。笔者首先从地盘图出发，研究其平面设计的特点。 

笔者统计以上提到的这 5 座建筑地盘尺度，比对如下（表 3-1、表 3-2）： 

 

                                                 
52 [清]吴楚材、吴调侯. 古文观止. 卷九·唐宋文. 柳宗元《梓人传》. 
53 年代见第二章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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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明代广府三间殿堂地盘尺度 

单位：mm/尺 面阔心间 面阔次间 面阔通长 进深心间 进深次间 进深通长 

佛山祖庙 
正殿 

5380 3460 12300 5550 3500/3600 12680 

15.5 10 35.5 16 10.1/10.3 36.5 

增城万寿寺大

殿 

5220 3260 11740 5220 3260 11740 

16 10 36 16 10 36 

佛山祖庙 
前殿 

5230 2850 10930 5380 3280* 11940 

16 8.7 33.5 16.5 10 36.5 

广州光孝寺 
伽蓝殿 

5590 3140 11870 5780 3140 12060 

17.7 9.9 37.5 18.3 9.9 38.1 

广州五仙观 
后殿 

6530 2900 12330 6080 1970 10020 

20 8.9 37.8 18.6 6 30.6 

（*佛山祖庙前殿进深虽然为五间，但其进深上次间与稍间间广甚窄，总体上更接近三

进深的尺度，故此处将其进深次间和稍间一并算作进深次间记录在表内） 

 

表 3-2 明代广府三间殿堂地盘比例 

单位：mm/尺 
面阔心间： 

面阔次间 

面阔心间： 

面阔通长 

进深心间： 

进深次间 

进深心间： 

进深通长 

面阔通长： 

进深通长 

佛山祖庙正殿 1.55 0.44 1.58 0.44 0.97 

增城万寿寺大殿 1.60 0.44 1.60 0.44 1.00 

佛山祖庙前殿 1.83 0.48 1.64 0.45 0.92 

广州光孝寺伽蓝殿 1.78 0.47 1.84 0.48 0.98 

广州五仙观后殿 2.25 0.53 3.1 0.60 1.23 

 

从这两个表格中，我们不难看到明代广府三间殿堂的地盘设计有以下特点： 

（1）地盘设计近呈方形，进深略大于面阔； 

（2）面阔心间取值多变，介乎 15.5~20 尺； 

（3）进深心间比较稳定，多取 16 尺或 18 尺左右； 



第三章 光孝寺伽蓝殿的空间模型 

53 

（4）面阔次间和进深次间多取 10 尺左右（五仙观后殿除外）； 

（5）面阔通长介乎 35~38 尺之间； 

（6）进深通长在 36~38 尺左右（五仙观后殿除外）； 

（7）无论面阔还是进深方向，心间占通长比例都在 0.44~0.48 之间（五仙观后殿除

外）； 

（8）结合年代来看，随时间推移，心间的尺度似有越加越长的趋势。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五仙观后殿在上两表的统计中有多处数值与其余建筑相距

甚远，这可能与它为表中唯一的一个重檐建筑，以及其建于山地之上用地不足导致进深

较扁有关。 

这几座明代广府三间殿堂，在其庙观中的位置等级各不一样，有大殿，有前殿，也

有两侧配殿。但有趣的是从绝对尺度上来说它们却都相差无几，大都为 10 到 12m见方，

可见当时的三间殿堂都有一个大概的规模。而具体来说，进深方向的尺度比较稳定，一

般心间取 16 或 18 尺，次间取 10 尺左右，这可能也是当时的一种惯用比例。面阔方向

则显得差异较大，尽管面阔次间同样多取 10 尺左右，但心间却各有不同，且似乎年代

越晚心间越大。笔者推测这可能与其檐柱高度也有关系，皆因明之建筑仍多遵循宋《营

造法式》之“副阶，廊舍下，檐柱虽长不越间之广”54的原则 55，关于此点，将在下一

节联系侧样设计进行阐述。 

从整个地盘关系来看，殿堂总体基本呈方形，进深还往往要略长于面阔，使得整座

建筑呈现中心对称的空间分布，强调四点金柱之间的脊下核心空间。笔者联系一些北方

的三间三进殿堂进行比较，得到它们的平面比例如下表（表 3-3）： 

 

从表中观察可知，唐宋至明北方的三间三进殿平面亦多呈方形，不过与广府地区不

同的是其面阔会比进深稍稍长。联系气候方面的因素，推测是南方高温炎热，适宜将进

深做深一点，以达到遮阴避阳，适应气候的目的。 

                                                 
54 [宋]李诫 邹其昌点校.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柱》.人民出版社，2011.10 
55 郭华瑜.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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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北方三间三进殿堂平面比例 56 

 面阔通长：进深通长  面阔通长：进深通长 

五台南禅寺大殿 1.20 平顺天台庵殿 1.00 

平遥镇国寺大殿 1.07 宁波保国寺大殿 0.89 

福州华林寺大殿 1.07 金华天宁寺大殿 1.00 

涞源阁院寺大殿 1.02 景宁时思寺大殿 1.24 

榆次永寿寺雨花宫 1.01 北京智化寺智化殿 1.33 

 

3.2 侧样设计 

侧样图的设计应包括柱高、檐高、举高等方面，但这些部分在上一章已有叙述，此

处就不再重复。本节将讨论侧样之中柱高檐高等高度设计与地盘设计共同形成的空间关

系。 

从空间形态的方面来看，本章讨论的 5 座明代广府三间殿堂因金柱都直接往上至屋

面承托金檩，比檐柱高出许多，且构架都彻上露明，配合地盘图心间比次间宽阔的设计，

在殿内形成中心高阔，四周低矮的空间层次，如图 3-1、图 3-2。 

 

图 3-1 佛山祖庙前殿（左）与正殿（右）的空间层次 

（笔者改绘，底图来自程建军主编《梓人绳墨：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 

                                                 
56 数据引自 王贵祥.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比例与尺度研究. [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和 龙萧合. 景宁时思寺大

殿大木构架探析[D]. 2013. 以及 郭华瑜. 明代官式建筑大木作[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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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增城万寿寺大殿（左）与广州光孝寺伽蓝殿（右）的空间层次 

（左图笔者改绘，底图来自 1996 年增城博物馆藏《万寿寺大殿测量图》；右图笔者自绘） 

 

张十庆先生在《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一书中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中

存在这种“主空间+次空间”的空间序列，是传统空间构成从单一向复杂的不断发展中

形成的基本规制 57。明代的广府殿堂不仅遵循此空间基本规制，且其主次空间形态，即

由檐柱或金柱与其上方的斗栱梁架框定的空间界限，往往呈方形或者近似方形的比例，

令内部空间显得匀称稳重，尺度感显得亲切。比对同期类似规模的北方建筑，由于副阶

外圈走廊的使用，以及一些官式建筑为了追求宏大华美的观感不断往上拔高体量以及升

高柱高，其内部空间比例往往更为高瘦，令人产生崇高向上的观感，空间层次上也因为

天花藻井等的使用，令其主次显得不那么分明。当然这些不同由气候、建造技术和建筑

等级等诸多原因造成，但也由此可见南北建筑之中反映着地域性格的差异。 

而受方形空间形态这个侧样特点启发，笔者又观察到，这几个案例侧样的次空间之

中，会出现把檐柱高度设计得与进深方向次间开间等长的现象，且不止这几例三间殿堂，

于广州光孝寺六祖殿等建筑中亦有此规律，可见应是采用了类似的设计手法。于是笔者

统计其柱高与进深次间之尺寸，列述如下（表 3-4）： 

 

 

 

                                                 
57 张十庆.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源流与变迁[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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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广府殿堂案例檐柱高与进深次间之尺寸 

单位：

mm/尺 

佛山祖庙

正殿 

增城万寿

寺大殿 

佛山祖庙

前殿 

广州光孝

寺伽蓝殿 

广州五仙

观后殿 

广州光孝

寺大殿 

广州光孝

寺六祖殿 

檐平 

柱高 

3530 3925 3290 3140 2660 3100 3530 

10.2 12 10 9.9 8.1 9.8 10 

进深 

次间 

3500/3600 3260 3280 3140 1970 3830 3450 

10.1/10.3 10 10 9.9 6 12 9.9 

 

从表 3-4 中可知，有四例广府殿堂檐平柱高=进深次间，但亦有几例不等者，可见

此种设计方法可能只是当时的其中一种选择。当然对于每座留存至今的建筑来说，它们

都是大木师傅匠心独运的成果，师傅们每一次设计都会有沿用惯常做法的部分，也有自

己创新的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可以解析案例之间的差异。 

而从檐平柱高=进深次间的几个案例中，结合上一小节中提到的地盘进深次间多取

10 尺的规律，则不难发现它们檐柱高的取值也都在 10 尺左右。若 1 尺取值为

310mm~350mm 左右，那么 10 尺的高度就大概为 3.1m~3.5m，跟今天我们设计楼房一层

楼层高差不多。从这点可以看见古代匠师对建筑和人体尺度的理解，对于殿堂建筑次间

对应的转角空间来说，10 尺就差不多是一个恰当适宜的尺度了。 

考虑到殿堂建筑的转角一般上承 45 度的角梁，使得整个屋面可以在正面和侧面能

够对应，其进深和面阔方向的次间间广一般相等（也有不等者如广州五仙观后殿，则不

得不使用童柱这样复杂的构架去承托屋面转角），故这些案例中檐柱高与面阔次间也一

般都相等。这样带来的效果是，在建筑的正立面两侧各形成一个正方形（图 3-3），令立

面显得简洁稳定。这就是本章开头所讲的，侧样图中体现匠师对立面和空间全盘考虑的

地方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在侧样图之中，通过空间关系的设计将地盘设计和高度

设计联系起来。而基于檐柱高与进深次间的关系，再配合上一章中研究得出的柱檐比例

和屋面跨高比等定下屋面的大致位置，接着根据殿堂建筑的等级选用斗栱的形式，再具

体设计内部梁架，那么至此整个侧样图的设计就已十之七八。当然每座建筑的实际情况

都不一样，这就需要匠师再进一步去加减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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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光孝寺伽蓝殿（左）与佛山祖庙正殿（右）之立面 

（左图笔者自绘；右图笔者改绘自程建军主编《梓人绳墨：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 

 

3.3 核心空间 

上一节提到了明代广府三间殿堂两侧次空间中的空间关系，本节将着重讲述其主空

间中的空间关系。前面提到一个有趣的数据，光孝寺伽蓝殿进深心间两金柱之间的距离

为 5780mm，而其最长的大梁即六椽栿上皮距离柱础上皮的高度为 5800mm，两者几乎

相等，那么金柱、大梁联同与大梁差不多高度的金柱间额枋在视觉上形成了一个跟次间

类似但更为高广的方形核心空间（图 3-4）。 

 

图 3-4 光孝寺伽蓝殿之核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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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观察到，类似的核心空间形态似乎不止伽蓝殿一例，于其他广府殿堂中，也会

看到其他或用大梁或用额祊限定出核心空间形态的情况（图 3-5、图 3-6）。 因为若按照

前文研究，次间间广一般等于檐柱高等于 10 尺，而金檩高又一般为檐柱两倍高即 20 尺，

又考虑到进深心间之尺度一般为 16~18 尺的话，那么在核心空间当中，于金柱上部、距

地等于心间间广的位置设置大梁就正好合适，大梁往上承托驼峰就可继续承托三角形屋

架，往下在纵架方向可以在金柱间设额枋连接。若如佛山祖庙正殿那样心间间广较窄的

情况，用上面的方法大梁位置会显得太矮，则可以将大梁上移至合适处然后把额枋设于

距地等于心间间广的高度，让额枋成为暗示方形核心空间的构件。当然此处讨论的是最

理想的情况，实际操作应由匠师依照具体情况调整，甚至最后呈现出来的比例效果不是

正方，而只是近似方形也有可能。 

 
图 3-5 光孝寺伽蓝殿（左）与佛山祖庙正殿（右）的核心空间形态 

（左图笔者自绘；右图笔者改绘自程建军主编《梓人绳墨：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 

 
图 3-6 广州五仙观后殿（左）与佛山祖庙前殿（右）的核心空间形态 

（左图笔者自绘；右图笔者改绘自程建军主编《梓人绳墨：岭南历史建筑测绘图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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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讲述了很多空间之中成方形的比例关系，那么这种对方形空间的追求，又是源

于何处呢？于是笔者扩大视野，不仅限于观察殿堂建筑，联系明代同期的广府祠堂，研

究其核心空间形态。 比方说建于明万历乙卯年（1615 年）的广州沥滘卫氏大宗祠，其

中堂也是三进规模，构架具有浓郁明代风格，留意到其核心空间也近呈方形比例（图 3-7）。

又比如建于明宣德年间（1426 年-1435 年）的从化广裕祠之后堂亦有类似空间形态。此

外，在诸多清代建设的祠堂中，如东莞荣禄黎公家庙、顺德林氏大宗祠等也可见同样的

设计。 

 

图 3-7 广州沥滘卫氏大宗祠（左）与从化广裕祠中（右）的核心空间 
（笔者改绘，底图来自华南理工大学民居建筑研究所） 

 

笔者认为，正脊以下的核心空间是一座建筑中最重要的空间，尤其是宫观寺庙、祠

堂这类具有一定宗教性意义的地方，需要将其神性或纪念性表达出来。结合前文多次提

到的方五斜七之比例，以及方形即一比一的关系，可以看出古代广府地区的匠师将由正

方形中得到的长度关系，大量运用了在建筑的空间之中。对于他们来说，正方形是最简

单也是最纯净的几何图形，其本身就是设计法则中的一个常数，代表着匠师知识体系中

传统的空间观念，有着经典的意义和美感。因此把最重要的空间用这个最经典的比例去

诠释，就是对核心空间本身最崇高的致意了。 

此外，在伽蓝殿的核心空间之中，于两条后金柱之间出一条横枋作为塑像的靠背。

虽然当年的伽蓝像早已不存，但这条横枋反映了匠师在设计该殿之时，对核心空间方向

性是经过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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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空间模型 

通过前面三章对光孝寺伽蓝殿设计方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基于该殿，总结出一套这

类型明代广府三间三进殿堂建筑的空间模型（图 3-8、图 3-9）： 

 

图 3-8 明代广府三间三进殿堂空间模型之地盘图 

 

图 3-9 明代广府三间三进殿堂空间模型之侧样图 



第三章 光孝寺伽蓝殿的空间模型 

61 

前文既述，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三间三进殿堂，檐柱高、进深次间、面阔次间都

取等值，考虑到高度方向的设计多与檐柱高也有关，那不妨设 c=檐柱高=进深次间=面

阔次间=10 尺左右。 

地盘的设计以方形平面为原型，则面阔和进深方向次间长为 c，心间长为 1.6~1.8c，

通长为 3.6~3.8c（图 3-8）。 

侧样的设计中，檐柱高为 c，则檐高为 1.4c，檐檩标高与金檩标高分别为 1.5c 和 2c，

而按一般铺作出跳与一架等长即 3 尺左右合 0.3c，那么挑檐檩心距则为 4.2c~4.4c，按屋

面跨高比为 3.4~3.9 计算，则举高值为 1.1c~1.4c。同时为强调核心空间之精神性，当将

大梁设于距地高度恰等于心间长即 1.6~1.8c 的地方（图 3-9）。 

至此整个设计的大致框架已经完成，接下来还需要进行的工作就是布置斗栱铺作，

设计梁架以及调整屋面曲线了，但后面这部分设计基本不会对整体空间比例关系有大的

影响。 

总结来看，一方面这一整套明代广府三间三进殿堂的设计方法显得简单而程式化，

在此规模的建筑中各个长宽高尺寸之间似乎有一种严密的比例逻辑在串联，只要定下来

地盘心间与次间的取值，之后的整个侧样就能如软件程式一般自动生成；但从另一方面

来看，在这些看似固定的比例中，可以进行调整修改的余地还有很多，甚至刻意打破其

中的某些关系，去创造新的空间体验也未尝不可，毕竟建筑设计没有标准答案，每位匠

师会有其自己的独门绝技，每座建筑也会有其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所有事物都拥有的个

性与共性之中，本文只是探讨了设计中一些共性的部分，至于其个性的部分，便是这些

在沧海桑田中留存下来的建筑案例各自闪光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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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通过三章的篇幅，从广州光孝寺伽蓝殿的尺度规律、设计来源和空间原型三方

面探讨了这座殿堂的设计方法，并从实例的分析中推导出了一套原型方案。既有对殿堂

个案的分析，也有对地域类型建筑的总结；既是岭南广府古建筑的历史研究，也为当代

的现代建筑设计提供灵感。对岭南广府古建筑之研究，全赖前辈学者不懈付出，才有今

日之数据图纸、资料文献供我辈研读。笔者后生晚学，多得先辈硕果；微言末议，还望

方家指教。 

全篇研究所得总结简述如下： 

（一）光孝寺伽蓝殿的尺度规律 

光孝寺伽蓝殿之中： 

（1）营造尺 1 尺=317mm.； 

（2）1 足材=1 尺； 

（3）檐高：柱高为 1.4:1； 

（4）撩檐枋心距：举高=3.68≈3.7； 

（5）举折方式疑采用岭南古建举折法； 

（6）檐檩标高为柱高 1.5 倍； 

（7）金檩标高约为柱高 2 倍； 

（8）金檩上皮位于举高一半处； 

（9）进深方向，次间一间两架，平均架长约 5 尺；心间 6 架，平均架长约 3 尺； 

（10）推测各尺寸以 1 足材或为模数设计，又将数值调整为 3 寸的倍数。 

 

（二）光孝寺伽蓝殿的设计来源 

（1）光孝寺伽蓝殿用尺 317mm 为沿用宋尺； 

（2）明代前后广府殿堂用尺长度不一，多沿用前朝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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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府殿堂用材轻薄，但足材高：材高之比例维持在 1.4 左右，与官方制度无异； 

（4）光孝寺伽蓝殿檐高：柱高为 1.4:1，为沿用唐宋建筑中√2的柱檐关系； 

（5）明代前后广府殿堂之屋面跨高比依然如宋制般平缓，维持在 3.4~3.9； 

（6）金檩标高=2 倍檐柱高，檐檩标高=1.5 倍檐柱高，是明代广府殿堂常用手法； 

（7）光孝寺伽蓝殿使用的“侧昂”很可能仿自光孝寺内另两殿，此做法在广府地

区推测是等级的象征。 

 

（三）光孝寺伽蓝殿的空间模型 

基于光孝寺伽蓝殿及其他殿堂案例，总结出明代广府三间三进殿堂建筑空间模型： 

（1）地盘设计近呈方形； 

（2）心间取 16~18 尺左右，次间取 10 尺左右，通长 36~38 尺左右； 

（3）檐柱高=进深次间=面阔次间=10 尺左右； 

（4）空间以“次空间-主空间-次空间”的序列呈现； 

（5）主次空间多呈近方形比例关系； 

（6）核心空间表达着传统空间观念中的精神性； 

（7）推导出一套空间模型方案（见 3.4 节图）。 

 

综上所述，建于明代地处岭南广府的广州光孝寺伽蓝殿，既保留着一些早期建筑做

法，又体现出很多南方地域特色，诚然是中国大木结构随时间变迁以及南北技术交融中

诞生的一座美轮美奂的殿堂，在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华丽的夜空中，犹如一颗荧荧明星，

闪照于苍天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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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笔者使用第一章研究光孝寺伽蓝殿的方法，对本文的比较研究对象同样进行了分析，

下面将对这些建筑案例的分析过程亦附于文末，以供参考。 

 

附录 1 光孝寺大殿尺度分析 

光孝寺大殿原本面阔五间，清顺治时在外增加一圈副阶周匝，改为重檐，使之成为

今天的七间六进。笔者认为，大殿在从五间改七间的过程中，应会使用与之前不一样的

营造尺，因此应该将大殿分开两部分来看：大殿内围的五间三进保留着原五间殿的尺寸，

使用的是旧营造尺；外围副阶一圈与高度方向的尺度应是顺治时候的设计成果，应使用

新营造尺进行计算。 

笔者研究光孝寺大殿的数据来源于 1953 年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同一次测绘得到的

《光孝寺大殿实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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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1 光孝寺大殿地盘图 

 

程建军先生在其《广州光孝寺大雄宝殿大木结构研究》一文中曾将大殿的营造尺复

原为 1 尺=314.5mm 58，且地盘尺寸的尾数恰好为整尺或半尺，符合整半尺的设计方法。

笔者计算得原五间四进的旧营造尺为 314mm，与程先生的复原成果相近（图 附-1）。至

于副阶周匝使用的新营造尺，则需要与侧样图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根据实测图数据，运用在第一章中陈述过的研究方法对光孝寺大殿的营造尺进行研

究，发现新营造尺与伽蓝殿一样，也为 1 尺=317mm。其中进深方向稍间宽为 3830mm，

合 12 尺；檐柱高（加上普拍枋）为 3100mm，合 9.8 尺；铺作总高 1180mm，合 3.7 尺，

则大殿檐高（檐柱+铺作）为 4280mm，合 13.5 尺；檐檩标高 4760mm 合 15 尺；下檐举

高 1900mm 合 6 尺整，下檐每架平长 3 尺（图 附-2）。 

                                                 
58 程建军. 广州光孝寺大雄宝殿大木结构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学报,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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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2 光孝寺大殿下檐各尺寸折算 

 

光孝寺大殿檐高与檐柱高的比值较伽蓝殿要小，为 4280/3100=1.38，但也十分接近

1.4，即方五斜七的比例。檐檩的高度亦约为檐柱高的 1.5 倍。此外值得留意的是，各高

度尺寸也近似是 3 寸的倍数。 

大殿下檐外出三跳六铺作，三跳共平出 1420mm 合 4.5 尺，每跳平出 1.5 尺。单材

材高 205mm 合 6.5 寸，材厚 110mm 合 3.5 寸，栔高 75mm 合 2.3 寸，足材高 280mm 合

8.8 寸。材高：材厚=2.7；足材高：材高=1.37，用材很薄。 

至于上檐部分，大殿殿身十二架椽屋前后三椽栿用四柱，挑檐檩心距为 19120mm，

合 60.3 尺；举高 5240mm 合 16.5 尺，挑檐檩心距与举高之比为 19120/5240=3.65；上檐

檐高为 7040mm 合 22.2 尺，脊檩上皮标高为 12280mm 合 38.7 尺（图 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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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3 光孝寺大殿上檐屋面尺寸折算 

 

从整个建筑的比例来看，副阶中举高与铺作高各位檐柱高之一半，则副阶屋面顶部

之檩条高度为檐柱高的 2 倍。而在心间的空间之中，横跨两根金柱的六椽栿底距地面高

度跟据实测图的测量约为 8300mm，与心间整个开间长 8000mm 形成一个近似正方形的

比例关系（图 附-4）。 

 
图 附-4 光孝寺大殿空间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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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光孝寺六祖殿尺度分析 

光孝寺六祖殿的现存构架虽然一般认为是建于清代，但其展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包

括其梭柱、月梁的使用，有着显著的宋明时期风格。六祖殿的前檐柱采用八边形石柱，

柱身较高，在光孝寺中其他地方并未见到，很可能是保留下来的古制。 

笔者研究六祖殿的数据来源于 1953 年广州市建筑设计公司绘制的《光孝寺六祖殿

实测图》。 

六祖殿地盘五间四进，梁架为十二架椽屋前后三椽栿用四柱之形式，笔者联系地盘

与侧样图，发现六祖殿有多组数据与大殿惊人相似，比如两殿的铺作出跳高度和平出长

度都十分接近，于是大胆也用营造尺 1 尺=317mm 去除六祖殿各长宽高尺寸，发现亦有

大量复原尺值也是 3 寸倍数。 

六祖殿面阔心间 5590mm 合 17.5 尺，次间 3540mm 合 11.2 尺，稍间 3460mm 合 10.9

尺；进深方向心间 3510mm 合 11.1 尺，次间 3450mm 合 10.9 尺（图 附-5）。 

 

图 附-5 光孝寺六祖殿地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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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6 光孝寺六祖殿侧样高度折算 

 

六祖殿檐柱高 3530mm 恰好与面阔次间等长，合 11.2 尺；檐高 4730mm 合 15 尺吗，

檐高与檐柱高之比为 4730/3530=1.34，与大殿比例接近；檐檩高度 5480mm 合 17.2 尺，

亦约为檐柱高之 1.5 倍（图 附-6）。 

六祖殿挑檐檩心距 16820mm 合 53 尺，举高 4750mm 合 15 尺，挑檐檩心距与举高

比为 16820/4750=3.54，于光孝寺三殿之中最为高耸；金檩高度 7260mm 合 23 尺；脊檩

高度 9390mm 合 30 尺。进深心间每架长 3.7 尺，次间每架长 3.6 尺。 

斗栱部分柱头出三跳六铺作总高为 1200mm 合 3.8 尺，三跳平出 1450mm 合 4.5 尺，

每跳平出 1.5 尺。铺作单材材高 200mm 合 6.3 寸，材厚 80mm 合 2.5 寸，栔高 80mm 合

2.5 寸，足材高 280mm 合 8.8 寸。材高：材厚=2.5；足材高：材高=1.4. 

空间关系上金檩标高约为檐柱高之 2 倍，同时檐高恰等于举高，是其设计比例上独

特之处（图 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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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7 光孝寺六祖殿空间比例关系 

 

附录 3 增城万寿寺大殿尺度分析 

增城万寿寺大殿是明代的广府殿堂中最接近伽蓝殿的建筑，无论从规模、型制、等

级还是尺度来看，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都是三间三进、都使用六铺作、都有明显

角柱生起等等，而且其构架年代明洪武十八年（1385 年）还要比伽蓝殿年代明弘治七

年（1494 年）要早 100 余年，会保留着更早的历史信息。然而该殿毕竟地处增城，与

广州相比算是郊区，其建筑等级也不如光孝寺伽蓝殿，所以其表现出来的构架用材和搭

接方式都不如伽蓝殿那么轻巧，反而有些粗犷和原始的味道。 

笔者研究该殿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1996 年增城市博物馆藏的《万寿寺大殿测量图》。 

万寿寺大殿平面呈正方形，笔者沿用前述研究方法得出其营造尺 1 尺=326mm，其

面阔进深心间都为 5220mm 合 16 尺，次间 3260mm 合 10 尺，通长 11740mm 合 36 尺。

从地盘尺寸可见，这座年代较早的殿堂是采用整半尺法进行设计的（图 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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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8 增城万寿寺大殿地盘图 

 

 

侧样方面，檐柱高 3925mm 合 12 尺整，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该殿柱础非常低矮，几

乎与地面平齐，则柱础高度计算入柱高之内，考虑到南方多雨气候，这种设计较为少见。

铺作总高 1085mm 合 3.3 尺，檐高 5010 合 15.3 尺，檐高：柱高=1.28，铺作占整个檐高

的比例非常少，仅约四分之一。檐檩标高 5430mm 合 16.7 尺。撩檐枋心距 13420mm 合

41.2 尺，屋面举高 3945mm 合 12 尺整恰等于檐柱高，撩檐枋心距：举高=3.4，比较高

陡。进深心间每架平长 2.7 尺，次间每架平长 3.3 尺。金檩高度为 7190mm 合 22 尺，脊

檩标高 8955mm 合 27.3 尺。有趣的是，脊檩与金檩的标高之差，等于金檩与檐檩的标

高之差，即金檩恰位于脊檩与檐檩的高度一半处（图 附-9）。 

万寿寺大殿柱头补间均施六铺作，三跳华栱平出 840mm 共 2.6 尺。单材高 170mm

合 5.2 寸，材厚 70mm 合 2.1 寸，足材高 240mm 合 7.3 寸。足材高：材高=1.4，材高：

材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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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9 增城万寿寺大殿侧样高度折算 

 

图 附-10 增城万寿寺大殿空间比例关系 

 

从空间比例来看，万寿寺大殿檐柱较高，使得其殿内各间空间都较为瘦高，金柱亦

略小于檐柱高的两倍。然而可以观察到，檐柱高等于举高，且整个建筑进深恰好为檐柱

高的 3 倍（图 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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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广州五仙观后殿尺度分析 

广州五仙观后殿在本本文节讨论的三间殿案例中是特殊的一个，因为其屋顶形式是

重檐歇山顶。尽管五仙观后殿的现存构架也仅比伽蓝殿晚了 70 余年，但从形式和风格

上看，该殿铺作朵数多，斗栱尺寸小，屋面平直，无侧脚生起，显然有着更多明清官式

做法的特点，可能是与伽蓝殿不同流派的做法。 

笔者研究该殿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笔者本人于 2018 年夏参加实地测绘并由谢慧阳同

学绘制出的报告《广州五仙观后殿》。 

五仙观后殿三间三进，笔者推算得营造尺 1 尺=326mm，面阔心间 6530mm 合 20

尺，次间 2900mm 合 8.9 尺，通长 12330mm 合 37.8 尺；进深心间 6080mm 合 18.6 尺，

次间 1970mm 合 6 尺，通长 10020mm 合 30.6 尺（图 附-11）。 

 

图 附-11 广州五仙观后殿地盘图 

 

五仙观后殿下檐不施斗栱，仅在檐柱柱身上出插栱以承托下檐屋面的出挑，檐柱本

身则直抵屋面。故在侧样的分析上，应直接将下檐檐高作为高度分析的重要考虑因素。

从测绘数据中录得，下檐檐高 3305mm 合 10 尺整（柱础不计入在内），下檐举高 13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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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4 尺整，下檐两架平分，每架平长 3 尺。 

五仙观后殿上檐构架设计独特，金柱与侧面檐柱间出丁栿相连，丁栿上再架童柱，

童柱上承上檐的转角铺作。而金柱本身则直接往上承托大梁，故于金柱缝处就不设柱头

铺作，而改用像下檐一样的插拱。金柱之间施四朵补间铺作，三跳六铺作总高 1060mm

合 3.3 尺，共平出 995mm 合 3 尺。斗栱单材高 180mm 合 5.5 寸，材厚 80mm 合 2.5 寸，

栔高 70mm 合 2.1 寸，足材高 250mm 合 7.6 寸。材高：材厚=2.2，足材高：材高=1.39. 

笔者研究数据又发现，五仙观后殿铺作的坐斗下皮标高为 4915mm 合 15 尺整，恰

好为下檐檐高之 1.5 倍。上檐檐高 5975mm 合 18.3 尺。上檐屋面挑檐檩心距 8070mm 合

24.6 尺，举高 2080mm 合 6.3 尺，挑檐檩心距：举高=3.8，上檐共 6 架每架平长 3.1 尺

（图 附-12）。 

 

图 附-12 广州五仙观后殿侧样高度折算 

 

从该殿空间关系上看，尽管重檐屋顶使得殿内空间往上发展，但是因为进深方向次

间比较窄而心间比较宽，在殿堂中央金柱与大梁间依然能形成一个正方形的核心空间。

此外，五仙观后殿的高度设计亦别具匠心，下檐檐高是下檐举高的一半，又等同于普拍

枋到脊檩的高度（图 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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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附-13 广州五仙观后殿空间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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