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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故宮最大的展品是什麼？

2.  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築在哪？

3.  哪一個漢字可以概括中國傳統木構建築？

4.  中國傳統民居同官式建築有什麼不同？

5.  中國傳統木構建築可以向高空發展嗎？

6.  在香港可以找到傳統中式建築嗎？



故宮最大的展品是什麼？



北京故宮博物院



北京故宮航拍圖



北京故宮太和殿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AD）

屋頂

牆柱構架

基台

面闊11間（約64m）

進深5間（約37m）



中國傳統屋頂樣式

硬山頂

懸山頂

歇山頂

廡殿頂

重檐廡殿頂重檐歇山頂





屋檐走獸
筒瓦板瓦

仙人 龍 鳳 獅 天馬 海馬 狻猊 押魚 獬豸 斗牛 行什

瓦釘



屋檐走獸啟發藝術創作



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築在哪？



山西佛光寺東大殿
唐大中十一年（857AD）

梁思成
（1901-1972）

林徽因
（1904-1955）







木框架為主結構，磚墻為填充



山西五台山



山西南禪寺
唐建中三年（782AD）



唐代斗栱，結構表達



清代斗栱，裝飾表達



昂



山西聖母殿
北宋崇寧元年（1102AD）

側腳





收分



哪一個漢字可以概括中國傳統木構建築？



《 字源 》

l 、2 、3 《⾦⽂編》364 ⾴。 4 、5 《戰⽂編》331 ⾴。 6 、7 《睡甲》
77 ⾴。 8 《說⽂》108 ⾴。 9 、10 、11 《⾺王堆》210 ⾴。 12 《甲⾦
篆》335⾴。

在漢初⾄漢末，“舍”字聲符中的“幹”形，也常常被寫作“⼟、⼯、⼿”，但都沒能
進⼊楷書規範。



西周時代的“舍”字與原始棚屋

Tree trunk

Pitched roof

Base

A Primitive Hut



戰國時代的“舍”字與早期斗栱

最早的斗栱形象見於戰國崖墓、石室、石闕、冥器、壁畫等。

Fang

Dougong



戰國時代的“舍”字與早期斗栱

戰國水陸攻戰紋銅壺紋飾



日本奈良法隆寺
607AD



秦朝的“舍”字與木構建築

Beam

Pitched roof

Simplified Dougong

Base

《圖解漢字起源》

舍，即房舍，住宅。

甲骨文舍，即像有屋頂、樑柱和台基之形。 “舌”融在房舍形中，做聲符。

《細說漢字》

這是「客舍青青柳色新」的「舍」字。我們看金文的上部就像屋頂（兩面坡），
中間的「干」形部分就是頂柱與橫樑，下部「口」即為磚石砌的牆基。由此可
見，「舍」的本義就是房屋，亦稱房舍。小篆形體，其他各部分均同於金文，
僅「干」形的第二橫改為向上彎曲。這不僅美觀，而且也很像廟宇中的斗拱，
這樣的房屋是很結實的。



中國傳統民居同官式建築有什麼不同？



中國各地的民居



山西民居



山西民居



山西民居



山西民居院落與日照



上海泗涇古鎮



中國傳統木構建築可以向高空發展嗎？



天壇祈年殿



佛宮寺釋迦塔（應縣木塔）
遼清寧二年（1056）67.31m



懸空寺





在香港可以找到傳統中式建築嗎？



道風山基督教堂



志蓮淨苑



週末參觀香港的中國傳統建築，從真實建築中學習。

例如：寺廟、牌坊、觀景亭、園林

歡迎分享：nant ian@l ink .cuhk .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