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托起中心圆井。 圆井悬挂于

方井之内， 由六层主框架叠落

而成， 每层框架均细雕云纹图

形， 其上设置不同类型的建筑

小木作模型或彩绘壁板画。 圆

井的第一、 二层悬挂于角蝉之

下，重力由第三层井枋承载，阳

马间背版约 25 块，上面彩绘诸

天神。 （图 5?北京隆福寺正觉

殿明间藻井剖面 (上 ) 和平面

(下 )?图 6?北京隆福寺正觉殿

明间藻井第一层）

圆井的第一层主框架内外

施五踩如意斗栱环绕，每面 80

朵。 框架上置圆形及方形楼阁

32 座，楼阁由一间廊贯通。 第

二层 (图 7?北京隆福寺正觉殿

明间藻井第二层) 主框平面呈

高低错落及宽窄不等状， 其上

置 16 座楼阁 ， 由五间爬廊连

接。从第三层开始，圆形框架及

小木作建筑模型外圈即做成隐

蔽形式置于天花内。 第三层框

架与井枋用榫卯紧紧相接 ，周

圈径 3.4 米处平均留有 8 个 5×

2 厘米的长方形卯口， 是为吊

挂第二层的铁条设置。 第二层

与第一层的连接是通过二层圆

框架的另外八个节点，上下 16

根吊挂铁条隐蔽于框架上的楼

阁中， 使拉力均布于两层主框

架上。 整个圆井的重力通过此

处井枋的拉力和承重力而传递

于殿内梁架上。 第三层框架上

的建筑模型形制多样， 有前置

抱厦楼阁八座， 十字歇山顶方

亭八座，楼亭间用廊相通，它们

与下二层不同，只形成看面，建

筑背部与梁架相隔的壁板绘制

彩云，至今色彩光亮。

圆井的一层到四层内径相

差不大，均在 2.5 米左右，而到

第五层突然收成 1.2 米的正方

形， 结构上采用方井四角用栱

形木块与下层圆井相连接 ，其

重力通过栱形木块传递于第四

层。 第五层上楼阁高大，每边仅

有一座，由转角围廊相连。 第六

层为盖井层， 圆形框架由第四

层阳马托起， 阳马间背板上绘

有二十八星宿图， 形成五层楼

阁背景。 第五层在整体藻井结

构上成为一个独立体， 它除自

身重力外不再承受外力的作

用，而从圆井的整体造型上，由

于五层的变化， 形成一个外圆

内方的古钱币状。 六层顶盖（即

明镜） 上绘有一幅沥粉贴金的

彩绘天文图， 以此衬托藻井广

阔的无限空间。 据天文专家研

究， 图上绘有观测者所在纬度

能够看到的全天星象， 绘有星

星 1420 颗。 图中星体造像及位

置相当准确， 对研究不同历史

时期星象的变迁和发展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藻井内绘制天象

图，可能也是以此代表天体，成

为人与上天沟通的途径。

六层圆井中的小木作建筑

设计制作独具匠心， 仅屋面形

式就有重檐歇山、 重檐十字歇

山 、重檐圆攒尖 、四角攒尖等 。

每一座建筑均由廊贯通， 或平

廊，或爬山廊，而各廊制作手法

又有不同， 如爬山廊大斗直接

坐在柱头上，不用普拍枋，应属

早期木构规制。 建筑的排列组

合方式为下层密集， 越往上层

数量越少，而规模庞大，从视觉

角度上有一种美妙而富于幻想

的感觉。另外，在各建筑及廊内

置放神像，从下仰望，一派壮观

的空中楼阁的神仙境界。

此组藻井与现存的其他藻

井不同， 从外观上难以看到其

抹角叠木的构造， 只见其方井

内含有圆井，圆井内又见方井，

真可谓特殊而不拘成法者。 《营

造法式》“卷八” 斗八藻井条解

释井：“其名有三，一曰藻井，二

曰圜泉，三曰方井，今谓之斗八

藻井”，圜泉即是此组藻井真实

写意。 组成这个圜泉的各个构

件即每个大的框架上， 均雕有

云纹图案， 而每层图案又采用

不同的云纹组合， 与天宫楼阁

及诸神组成精美画面。

北京故宫御花园内浮碧

亭建于明万历十一年 （1583），

其藻井结构下方上圆 ，自下而

上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为方井

层 ，其上四周安置绿色小斗栱

5 层，层层出挑；第二层为八角

井层 ，是在方井之上 ，通过施

用抹角枋 ，正 、斜套方 ，使井口

由方形变为八角形 ， 在角蝉 、

随瓣枋等处满刻云龙图案 ，富

丽堂皇 ； 第三层是顶层圆井 ，

明镜处刻以龙云蟠绕 ，垂首衔

珠（图 ８?北京故宫浮碧亭藻井）。

明 代藻井的构造及与宋

式、 清式的比较藻井在

汉代即已在建筑中应用了 ，当

时的藻井是层层叠木而成。 宋

代是藻井基本定型时期， 制作

规范化， 也是制作藻井有明确

记载的开始。 《营造法式》卷八

小木作项内介绍了斗八藻井与

小斗八藻井两种。 斗八藻井用

在殿的明间正中，由四方井、八

角井及斗八共三个结构层所组

成， 方井和八角井上都使用斗

栱， 所用斗栱为六铺作与七铺

作。 小斗八藻井常用在屋内不

甚重要地方，如四隅转角等处，

由八角井及斗八共两个结构层

所组成，所用斗栱为五铺作。

明代藻井多由上、中、下三

层组成，最下层为方井，中层为

八角井，上部为圆井。除斗八以

外 ，还出现了菱形井 、圆井 、方

井、星状井等形式。在宋代斗八

藻井和小斗八藻井的基础上 ，

明代藻井有了较大的变化 ，变

得更为细致复杂了。

首先是角蝉数目增加 ，宋

式斗八藻井的角蝉为四且无斗

栱，明代的角蝉成倍增加，如明

代的隆福寺正觉殿次间藻井角

蝉兼具菱形及三角形，多至 20

个，周围且施小斗栱，雕刻龙凤

更极工巧。

其次是由阳马构成的穹顶

被半栱承托的彩绘浮雕圆井所

代替。宋式斗八俱作八瓣，背版

上常作无数菱形小方格或施各

种彩画。 明代在八角井内侧角

枋上安雕有云龙图案的随瓣

枋，将八角井归圆，这样就将宋

代的斗八形式转变为明的圆

井。圆井多用斗栱雕饰，满刻云

龙，富丽堂皇。实物中多数用了

各种各样的斗栱， 如斜栱等异

形斗栱， 有的藻井斗八部分几

乎全部由斗栱组合而成， 有的

在方井之上先置天宫楼阁（图 9?

北京隆福寺正觉殿次间藻井之

天宫楼阁），再上施斗栱。无数的

小斗栱做成的螺旋或圆形的藻

井产生了视觉上丰富的变化。

再次是宋代藻井的顶心和

明镜都较小， 有的几乎没有明

镜，而是将斗八形式一通到顶。

而明代明镜的范围越见扩大 ，

有的占去八角井的一半， 如明

代隆福寺正觉殿次间藻井的明

镜 （图 10?北京隆福寺正觉殿

次间藻井之明镜）。 到了清代，

有的藻井明镜甚至占去整个圆

井的分位， 如北京故宫太和殿

藻井。另外，宋代藻井虽已用彩

绘为装饰， 但整体效果尚较简

素。而明代藻井装饰趋于华丽，

全部以木雕花板装饰，在角蝉、

压槽板及圆井部位大量采用雕

刻工艺，并大量运用贴金技法，

装饰意味更加浓厚。

除去这种四方变八方变圆

的常见形式外， 明代实物中也

有形式独特，不拘成法者。如北

京隆福寺正觉殿明间藻井 ，外

圆内方，如制钱状。圆井作三重

天宫楼阁， 自上下垂， 雕以斗

栱、云卷（图 11?北京隆福寺正

觉殿次间藻井模块） 及不同形

式的楼阁， 中心顶端方井上亦

刻楼阁，穷极精巧。 《营造法式》

卷二斗八藻井引沈约 《宋书》：

“殿屋之为圜泉方井兼荷花者，

以厌火祥”， 应是指此类藻井。

又如北京天坛祈年殿、 皇穹宇

等处的藻井， 其外形随建筑物

平面形状， 上中下三层皆为圆

井， 丰富的装饰与建筑物结构

有机地组合为一体， 富丽之中

不失其功能， 其藻井形式是他

种建筑物中所少见的。 由此也

可以看出藻井的外形及雕饰并

非固定不变的模式， 虽然看上

去形式十分复杂， 但无论如何

变化， 其内部构造都是主要凭

扒梁、抹角梁构成，并没有太大

区别。 至于那些柱子、门窗、斗

栱和其他雕饰都是贴上去的装

饰品， 是仿大木作缩小比例尺

作成的。

清代藻井极尽精巧和富丽

堂皇之能事， 与明代相比较有

几点较突出。 一是雕饰工艺明

显增多 ，龙凤 、云气遍布井内 ，

尤其是中央明镜部位多以复杂

姿态的蟠龙为结束， 这中心的

云龙愈来愈得到强调， 口衔宝

珠，倒悬圆井，使藻井构图中心

更为突出， 所以藻井在清代又

称作“龙井”。二是用金量大增，

不仅宫廷藻井遍贴金饰， 即是

一般会馆 、祠堂 ，也大量贴金 ，

使藻井在室内小木作中形成突

显的地位。 三是盛行于明代的

天宫楼阁等小木建筑在清代已

不再应用。

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建筑

中藻井装饰的发展， 从汉代的

斗四藻井到宋代的斗八藻井 ，

再到明代的藻井， 最后到清代

的龙井，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

由疏朗到繁密， 由单一到多样

的发展过程。 它的发展与建筑

形制的发展是同步的， 可以从

藻井的发展中看见中国古代建

筑发展的历程。 这也充分说明

了当建筑技术成熟后， 形式便

会在稳定的技术支持下变得丰

富多彩；另一方面，形式追求将

会使形式与功能脱节而独立发

展，走向为形式而形式的极端。

(作者单位 ?上海艺术研

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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