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官式建筑中的藻井艺术

明 代官式建筑是由官方主

持或按照官方规则建造

的建筑， 它是在明代近三百年

营建都城和宫殿的活动中 ，继

承唐宋的优良传统， 并融汇以

江南为主的各地区优秀手法 ，

形成的一套最成熟、 水平最高

的完整体系， 成为明代中国建

筑艺术的典型代表和最高成就

的体现。 官式建筑上的某些构

件在发展过程中， 逐渐成为封

建等级制度的标志， 如华丽的

藻井， 就被作为封建皇帝至尊

至贵的一种象征性构件。

藻井是用在宫殿、坛庙、寺

庙建筑当中， 安置在帝王宝座

上方， 或佛堂佛像顶部天花中

央的一种 “穹然高起， 如伞如

盖”的特殊装饰。藻井在历代文

献记载中还有其他叫法， 如沈

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屋上

覆橑， 古人谓之绮井， 并曰藻

井，又谓之覆海，今令文中谓之

斗八，吴人谓之窻顶。 ”

藻 井的使用有着严格的限

制，它是“礼”的象征，并

不是随处都可以施用的， 如唐

代就规定 “非王公之居不施重

栱藻井”。宋代的建筑等级制度

基本上沿袭唐代，但有所放宽。

从 《宋史 》中记载的 “六品以上

宅舍， 许作乌头门， 凡民庶之

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

采为饰”规定中可以看出，唐初

王公贵族才能使用的重栱藻

井，宋代只禁止民庶之家使用。

以后各代对建筑的等级规格都

作了一定的限制， 如明代规定

“官员营造房屋 ， 不准歇山转

角 、重檐重栱及绘藻井 ”，惟楼

居重檐不禁。

根据《风俗通》的记载：“今

殿做天井。 井者，束井之像也；

藻， 水中之物， 皆取以压火灾

也。 ”以及《宋书》的记述：“殿屋

之为圆渊方井兼植荷华者 ，以

压火祥也。 ”可见藻井除等级、

装饰外，还有避火之意。

除此之外， 藻井还有中国

文化中更深层的褒义，即是“天

圆地方 ”及 “天人合一 ”理念的

体现。藻井多为上圆下方，正合

乎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

宙观 ，于是藻井有了象征 “天 ”

的意味， 有的藻井还绘制了天

体图。 皇宫中皇帝宝座上的藻

井， 用来将天庭世界与人间帝

王相比附 ，表明皇帝是 “天 ”的

代言人，可以替天行道。

明代官式建筑藻井中比较

有代表意义的有北京智化寺万

佛阁（图 1?、智化殿、藏殿藻井

（图 2?， 北京隆福寺正觉殿藻

井（图 3?北京隆福寺正觉殿明

间藻井全貌图；图 4?北京隆福

寺正觉殿明间藻井仰视图?，北

京故宫浮碧亭藻井等。

北京智化寺建于明正统九

年 （1444?，其万佛阁和智化殿

上的藻井制作工艺精巧， 结构

复杂，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

惜于 1930 年代初为寺僧盗卖，

现分别存于美国的费城艺术博

物馆和纳尔逊博物馆。

    万佛阁明间藻井是我国明

代大型木雕精品，作斗八式，平

面方形， 井框外边长 4.35 米，

内边长 4 米， 四角以支条区划

成八角形，再置方格二重，相互

套合成内八角。每格之边缘，饰

卷云、莲瓣、斗栱，空当内置“八

宝”。内八角与井心之间的斜板

上 ，环雕游龙 ，中央圆心 ，团龙

蟠绕垂首，俯首向下，周边则雕

刻精细的卷枝花草图案。 万佛

阁藻井制作精美绝伦， 把整个

殿堂烘衬得神采夺目， 出色地

达到了宣扬天界神国迥异于凡

世的艺术效果。 刘敦桢先生评

价道：“结构恢宏， 颇类大内规

制，非梵刹所应有。 ”

藏殿中央转轮藏之上 ，有

智化寺现存的惟一一座藻井 。

藻井结构下方上圆， 自下而上

可分为五层。 第一层的木板自

左右柁梁起，向上斜出，斜板之

上遍绘佛像 ， 每边 7 尊共 28

尊，周围环绕云彩，绘在绿色底

上，线脚勾勒金线 ，十分细致 。

第二层和第三层分别是雕刻和

彩绘结合的卷云纹和莲瓣纹 ，

红绿色相间并饰，并描以金线，

其上四角覆盖一层卷云纹 ，间

以木枋层层收分， 使藻井由方

形转变为圆形。 第四层是斗栱

层 ，有小斗栱 5 层 ，层层出挑 ，

于红底板上的斗栱绘成绿色 ，

斗栱构件边线均勾以金粉。 最

后是藻井顶层天花， 绘曼陀罗

图案和七字真言，红绿色间用，

边饰金。 藻井以圆环内端坐于

莲心之上的佛像为主要题材 ，

以覆莲形式层层递升， 至最高

处突然变仰莲， 凸起的轮藏顶

部与凹进的藻井，伸缩相对，相

得益彰， 极有艺术价值和欣赏

价值。

统观此藻井雕刻之比例 ，

以雄壮遒劲见长，其卷云莲瓣，

亦以朱 、青 、绿三色间杂相饰 ，

其间别以金线，配色强烈，应属

上乘。 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有些

失色，但往昔华丽仍清晰可辨，

再加上凹凸分明的雕刻形象和

细腻的彩绘用笔，生动鲜明，优

美而有韵致， 并且带有浓郁的

宗教气氛。只是上部斗栱过小，

没有与莲瓣等物调和， 这是它

的一个缺点。

隆 福寺始建于明景泰四年

（1453?， 是代宗朱祁钰

敕建的寺院。据记载，寺规模宏

大壮观，前后五重院落。清光绪

二十七年 （1901?二月 ，一场大

火将隆福寺部分建筑焚毁 ，而

烬 余 的 正 觉 殿 一 直 保 留 到

1970 年代。 正觉殿是隆福寺内

的主要佛殿， 殿内的三组造型

不同的藻井分别置于三世佛的

顶部 ，装饰有彩云 、天宫楼阁 、

佛像、诸神等。 1970 年代中期，

隆福寺正觉殿被拆毁， 所幸的

是殿内藻井构件保留下来 ，其

明间藻井现放置于先农坛内的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隆福寺正觉殿明间藻井是

我国现存明代藻井实物中的精

品。 整个藻井的结构为方井内

含圆井，圆井内又含方井。算桯

枋组成藻井的方形外框， 置于

殿内承重构架的柱或枋上 ，上

施五踩偷心造斗栱。 栱间及算

桯枋内圈云纹雕板上站立诸天

神， 横向云纹雕板两头各做一

方形雕云木块，上立力士雕像，

力士手托方形内圆井角蝉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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