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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卯，比汉字更早的华夏记忆
范昕 钱雨彤

榫卯结构并非一开始就出现在家

具制造领域， 起初它其实是用来盖房

子的。
距今 7000 多年前的余姚河姆渡

遗址中，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的出

土蔚为壮观。 其中约有几百件木构件

上凿卯带榫，包括柱头及柱脚榫、梁头

榫、带梢钉孔的榫、燕尾榫、平身柱卯

眼、转角柱卯眼，直棂栏干卯眼等，有

的构件甚至有多处榫卯结构。 这说明

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

用了榫卯技术。 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

的榫卯结构，甚至早于汉字历史，标志

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 被考古

学家称之为奇迹。
无独有偶，在同样距今约 7000 年

的慈城傅家山遗址， 不仅出土了带有

榫卯的建筑构件， 某些构件甚至比在

河姆渡发现的更甚一筹， 比如有三块

双榫槽板，一端两侧有两个方榫，另一

端齐平，两侧凿出圆弧形凹槽。这种建

筑技术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
榫卯结构运用到家具上， 最早可

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 相传鲁班为

了测试自己的儿子是否聪明， 发明了

名为“鲁班锁”的智力玩具，那正是利

用榫卯结构拼插而成的小型应用。 三

组共六根木条垂直相交， 不用钉子和

绳子， 仅利用木器内部的凹凸部分啮

合、连接、支撑，其间展现了一种看似

简单却不平凡的智慧。 出自《楚辞》的
“方枘圆凿”， 说的也是榫卯。 其中，
“枘” 指用木料制作器具时削成的榫

头，“凿” 指凿成的卯眼， 与榫头相对

应， 枘和凿必须严丝合缝才能妥帖拼

接。当时，银锭榫、燕尾榫、凹凸榫等都

已在家具上展开合理应用。
秦汉时期， 榫卯主体的构架逐渐

成熟。 斗拱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普遍用

于重要建筑物上的。 当时出现的还有

榫卯砖， 算得上榫卯结构和砖石的巧

妙结合。

唐宋时期民族大融合， 经济文化

均得到高速发展， 榫卯结构的应用日

趋纯熟讲究。在日常家具的设计上，由
于人们由跪坐或席坐的方式逐渐转向

坐椅凳， 榫卯结构适应时代进一步发

展。 在建筑上，宋代李诫所著的《营造

法式》 一书标志着我国古代建筑达到

了一个较高的阶段， 书中就包括对当

时的榫卯技术所作的记载。
到了明清时期， 榫卯结构尤其在

红木家具这 一 载 体 上 发 扬 光 大 到 极

致。随着当时经济社会的繁荣，园林住

宅在城市中兴旺起来， 大批文人参与

其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趣。郑和

下西洋，运回大量海外高优质硬木，也
为家具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被

奉为古典家 具 典 范 的 明 式 家 具 制 作

中，几乎看得到所有的榫卯种类，多达

百余种， 榫卯结构进化的最终样式也

凝结其间，显得炉火纯青，成为中国古

典家具闻名于世的灵魂所在。

榫卯结构起初是用于建筑的，标志着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

古老连接方式所承载的中国智慧，值得广泛传扬与应用

工艺精准且不着痕迹的榫卯结构，
背后隐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甚至成为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和意境的载体。
比如，榫卯结构不使用铁钉，也减

少胶水的使用， 互相间的咬合浑然天

成， 使得木材料的本色能够淋漓尽致

地发挥出来。这种天然的美感，与传统

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相一致。又如，榫
与卯，是一凸一凹，一进一退。 不同方

向嵌接的榫卯， 使得木材胀缩的作用

力互相抵消， 当更多这样的榫卯组合

在一起时， 更将达成一种复杂微妙的

平衡，历经千年而依旧稳固。这与阴阳

互补、相生相克的道家思想不谋而合。
不同于西方的砖石建筑， 榫卯结

构的结点， 即木构件之间的连接处允

许产生略微的形变， 这使得建筑能够

承受较大的荷载， 即使遇到地震也能

安然无恙。其中饱含的，又何尝不是以

柔克刚的道理？ 作为木结构之间的连

接件，榫卯结构并不显山露水，而是静

静隐匿于屋檐下或家具中， 理性又深

沉，此间透出的，还有平和中庸的儒家

思想。
“榫卯结构从以前的几十种类型，

减少到了现在的十几种。 能将那些流

传至今运用榫卯结构的古老物件原汁

原味保存下来，就是一种传承。而榫卯

的智慧若被发扬光大，其实大有可为。
设计师可以将它运用在各个领域，比

如家具设计、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儿

童益智玩具设计。”中国艺术研究院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专业博士生

任丽娜说。
不少可喜的尝试已经开始出现。

去年首映的电影《榫卯》，灵感就来自

榫卯。 该片导演兼编剧甘小二以榫卯

来指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东方与西

方的关系，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

会的关系。 电影通过讲述一对父子在

他乡异地重建家族祠堂的故事， 细腻

呈现人与建筑、与空间、与精神家园之

间连接起来的情感。 一款名为“榫卯”
的手机应用自 2014 年面世以来悄然

走红 ， 很长一段时间占据 App Store
教育类排行榜前列。 这款应用利用电

脑科技和三维模型直观呈现经典的榫

卯结构， 以巧妙的交互来讲解常用传

统木工工具， 带人们体验传说中的工

匠精神， 让很多用户大呼 “感动”“惊
叹”。 最近，腾讯公布首批功能游戏产

品，其中一款名称亦为《榫卯》。这是一

款类似 “九连环”的游戏，用户将在带

有解谜色彩的游戏中了解了中国传统

文化。 进入游戏， 人们可以看到超过

30 种类型的榫卯结构，通过滑屏和点

击， 能将屏幕中的榫卯 3D 模型进行

旋转和拆分、组装，360 度研究每处细

节。 “我作为设计师的学习和工作历

程， 无法回避中国工匠们创造的历史

悠久的建筑与家具设计历史， 尤其是

作为中国传统家具与建筑精髓的榫卯

结构。”“榫卯”手机应用设计者孙勇的

这番话引人深思。
榫卯这种古老的连接方式更借由

今天设计师、艺术家们的创意，走向当

下的生活。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的设计方案一亮相就令人惊叹不已。
设计者正是参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营

造法则“榫卯穿插，层层出挑”。如此一

来，建筑不仅有了生命，而且满溢着浓

厚的中国气韵。 对于榫卯结构的深入

研发与发扬，也是隈研吾、坂茂等日本

知名建筑设计师从事项目设计的一贯

风格。坂茂 2013 年为瑞士苏黎世设计

的一座木架构办公大楼， 七层楼共一

万多平米，没有用一颗螺丝一滴胶水，
完全依靠榫卯。

◆五台山佛光寺

五台山佛光寺是迄今为止保留最

完整的唐代建筑 。 1937 年 ， 我国著

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音在敦煌莫

高窟的窟洞内发现了描绘佛光寺的壁

画， 并依据图上的内容前往五台山，
几经辗转， 终于在群山之中找到了这

座古寺， 苍松翠柏， 亭台殿堂， 壁画

塑像 ， 历 经 千 年 却 依 旧 保 持 了 大 唐

风韵。
东大殿是佛光寺的主殿， 坐东朝

西， 面宽七间， 进深四间。 正面中间

是 5 扇 大 小 均 等 的 板 门 ， 据 专 家 考

证， 这 5 扇大门自建成之日就一直未

改动。 东大殿的整个构架由回字形的

柱网、 斗拱层和梁架三部分构成， 这

种水平结构层组合、 叠加的做法， 是

唐代殿堂建筑的典型结构做法。 东大

殿的斗拱纵横恣肆， 威压四方， 在现

存中国古建筑中挑出层数最多， 距离

最远。 梁架构件间的连接都要依靠榫

卯， 根据连接的位置和构建不同， 榫

卯的选用也不同。 东大殿的榫卯依结

构分有燕 尾 榫 、 方 头 榫 、 斜 角 榫 等

40 余种。

◆应县木塔

应县木塔学名佛宫寺释迦塔， 坐

落于山西应县。 顾名思义， 应县木塔

除了两层方形石砌塔基外， 全部用木

材料建造 ， 接 口 处 用 榫 卯 结 构 相 咬

合， 总高度为 67.3 米， 相当于 20 层

楼房的高度， 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

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
木塔为八角形楼阁式塔身， 造型

优美， 高峻又不失凝重。 塔体结构采

用内槽柱和外檐柱构成双层套筒， 内

槽柱内供奉佛像， 外檐柱内提供游人

游览的空间。 木塔所有关节点都是榫

卯结合， 光是斗拱的组合方式就有几

十种。 第一层立面重檐， 其余各层均

为单檐， 是五层六檐的楼阁式建筑，
但每层之间都设有一个暗层， 实际上

共九层。 各层使用柱、 枋、 斗拱相互

连接， 暗层中还有大量梁柱斜撑， 有

效地加强了木塔的整体性和稳固性。
近千年来， 应县木塔几经战争炮火、
强烈地震， 却依旧安然存世。

◆故宫

提到木构建筑不能不提到故宫，
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 故宫宏伟

壮丽， 是现存最大、 最完整的古建筑

群， 被誉为 “世界五大宫” 之首。
故 宫 始 建 于 明 永 乐 四 年 （1406

年）， 至今经历了 200 多场极具破坏

性的地震 ， 却 依 然 屹 立 不 倒 。 这 其

中， 斗拱起到了重要作用。 斗拱是一

种十分独特的组合构件， 由拱形和方

斗形木块层层交错叠加而构成， 没有

钉子， 也不用粘合剂， 可以说集榫卯

技术之大成。 故宫建筑上的斗拱， 从

明初到清末， 种类繁多， 结构复杂，
能够承受很大的重力， 大大提升了建

筑物的抗震性能。 同时， 斗拱也使得

建筑物出 檐 更 加 深 远 ， 造 型 更 加 壮

观。 此外， 故宫的柱子没有深深固定

在地基里， 有一定的摇晃空间， 这也

以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增加了建筑物

的牢固程度。

荩 夹头榫。 案形结体家
具常用的一种榫卯结构， 能使
四只足腿将牙条夹住， 并连结
成方框， 由此一来案面和足腿
的角度不易改变， 四足均匀地
随案面重量。

荨 楔钉榫。 连接弧形材
常用的榫卯结构， 把弧形材截
割用上下两片出榫嵌接， 再在
中部插入平行四边形的楔钉，
能使连接材上下、 左右不错移
和紧密的接合连成。

荨 圆香几攒边打槽。 用
于圆凳、 香几面等， 以弧形弯
材打槽嵌夹板心的边簧。

荩 挖烟袋锅榫。 椅子扶
手、 靠背椅和木梳背椅的搭脑
部分最为常用。

荨 柜子底枨。 两枨出榫，
一透一不透,侧面牙条出透榫。

近年来， 以明式家具为代表的中

国古典家具在全球范围兴起一股收藏

热潮。人们又是否想过，这些家具缘何

能够跨越时空、 在数百年后依然受到

人们的青睐？ 仅仅是它们雅致的外表

吗？在业内人士看来，支撑起中国古典

家具外在美的， 正是它们内在的榫卯

结构。
时下， 榫卯结构的精妙渐渐为人

们所意识到。 香港明式家具研究专家

伍嘉恩最近编写 《木趣居———家具中

的嘉具》一书时，特意拆了部分珍稀的

明式家具， 拍摄了它们内部的榫卯结

构，只因在伍嘉恩眼中，榫卯结构才是

明式家具的灵魂。 另一本引起关注的

明式家具新著是《画案·榫卯》。作者陆

林有着多年明式家具修复经验， 他将

一件有着榫卯结构中少见样式的明式

画案的各个部件一一拆解， 深入体会

细节， 挖掘其从表面难以发现的奥秘

和隐藏在暗处不为人知的神秘结构。
几千年间， 榫卯衍生出千百种花

样， 派生极多， 适用于不同造型的家

具。 已故文物大家王世襄曾与夫人袁

荃猷总结并手绘出的榫卯结构即多达

85 种。 在关于榫卯的专著《中华榫卯》
中， 中国古典家具的榫卯构造被分为

81 种。 每一种中国古典家具，都可谓

多种榫卯结构的结晶。 明式家具中最

为经典的圈椅， 就暗藏着多种特别的

榫卯结构。比如圈形的扶手处，运用的

是楔钉榫， 把弧形材截割用上下两片

出榫嵌接， 再在中部插入平行四边形

的楔钉， 这种榫卯结构常常用于连接

弧形弯材。此外，椅面运用的是攒边打

槽装板， 管脚枨与凳椅的腿足相交处

运用的是圆柱丁字交叉榫， 椅面与前

扶手运用的是方包圆插皮单肩半榫，
腿支架运用的是走马梢，等等。

说起中国古典家具中最基础的榫

卯连接法，当属被尊称为“万榫之母”
的燕尾榫———两块平板直角相接，为

防止受拉力时脱开，榫头呈梯台形，形
似燕尾。 无论大木作如房屋木架上的

升斗结构， 还是小木作家具中的挂销

串销，甚至抽屉箱柜的明扣暗扣，都常

常使用燕尾结构的原理。 也有的榫卯

连接，专为某类家具某个局部而生，像

是独板和攒边框角的接合， 通常用于

几式家具；一边是榫舌、一边是开口的

开夹榫，通常用于家具的牙板结构。为
了极尽外在美， 古代的能工巧匠不仅

运用外露的明榫， 还发明了具有隐秘

性的暗榫，有的极其复杂。通常用于官

帽椅前腿和扶手接合处的烟袋锅榫，
就是一种复杂的暗榫。 这类榫头一般

很小，格外讲究榫与卯之间的贴合，倘
若别着劲，很可能木头就被撑丕了。烟
袋锅榫做得好不好， 直接关系到椅子

的寿命。
榫卯结构不仅构筑起家具的外在

美，同样令人惊叹的是，它们竟然如此

符合力学原理。工匠们不知结构力学，
但在天长日久的实践中， 练就了这样

的本领： 通过目测便能大致判断每块

木头所受到的承受力。 为了保证榫头

与卯眼凹凸扣合的接口不会在木头长

期热胀冷缩的过程中松动， 工匠们会

从不同角度、 方位琢磨一根木头和其

他木头如何通过榫卯结构相连接，由

此使得接口处木头胀缩的作用力自然

而然相互抵消。

每一种中国古典家具，都是多种榫卯结构的结晶

榫卯 构 件 一 凸 一

凹间的扣合 ， 凝结力

与美的和谐共生

榫卯 ， 广泛运用于
中国古代木建筑以及中
国古典家具中 ， 凝结着
太多古老的智慧 ， 支撑
起中华木作的千年惊叹。
左图为中国古典家具 ，
右图为中国古代木建筑。

不久前 ， 康熙御制黄花梨鸾凤牡丹纹大顶箱
柜于北京某拍卖会上拍出近亿元 ， 刷新古典家具
的拍卖纪录 。 这正是近年来中国古典家具热的一
个缩影。

中国古典家具激起的关注 ， 不应仅仅因为它
们雅致的外表 。 在业内人士看来 ， 榫卯结构才是
中国古典家具的灵魂 ， 演绎出其外在造型的千变
万化， 也支撑起其数百年间的久远流传。

这榫卯 ， 指的是凹凸扣合的一种连接方式 ，
其中凸出部分名为榫 ， 凹进部分名为卯 。 它从木
建筑到木家具一脉传承下来 ， 早已成为中华传统
技艺中的经典 ， 凝结着太多古老智慧值得今天的
人们所珍视。

———编者

榫卯造就的
那些建筑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