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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斗栱形制年代解析 *

Dating the Dougong of the Ming-dynasty Stele Pavilion at Changling

摘 要：本文在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成果的基

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档案，对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

栱形制年代进行研究。利用斗栱的形制年代和文献史料互

证，基本厘清了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在明宣德年间、

明中后期、清乾隆年间和中华民国时期所留下的历史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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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determine the age of the 
dougong under the eaves of the Shengde Shengong Stele 
Pavilion at Changling, one of the Thirteen Tombs of the 
Ming dynasty. Through archival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with dougong forms of the official dynastic styles of 
Ming and Qing,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e change that 
the Stele Pavilion dougong underwent in the early Ming 
(Xuande), mid- to late-Ming, mid-Qing (Qianlo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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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现状概述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十三陵

总神道内（图 1）。碑楼平面为方形，重檐歇山顶，上覆黄

色琉璃瓦（图 2），上下檐均用七踩单翘双昂斗栱。碑楼四

面各辟券门，砖壁下有石雕须弥座，四面各出礓䃰台阶。

亭内顶部为石券结构，正中立有石碑，龟趺螭首式，碑首

正面镌刻“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阳刻有明仁宗朱高炽

于洪熙元年（1425）为其父永乐皇帝朱棣撰写的碑文。碑

文丹书者为翰林学士程南云。碑的其余三面原本没有文字，

后清代添刻了碑文，碑阴为清高宗于乾隆五十年（1785）

所做《哀明陵三十韵》，碑东侧刻有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

（1787）的御制诗，碑西侧则刻有一篇清仁宗于嘉庆九年

（1804）所做的御制文。

目前已有探讨碑楼斗栱年代的文章，但大多数仅从文

献角度去判断。如《明十三陵神道及其建筑》一文引用清

代史料指出“亭内瓦饰、斗栱、椽望、额枋等构件亦系乾

隆时遗迹，但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修葺时曾对残坏构

件进行更换或加固。” [1] 其他研究如《明十三陵历史文化》[2]

《明十三陵神功圣德碑亭遗址调查》[3] 等与上文观点基本一

致。但经实地考察，碑楼现存斗栱存在明、清两代不同时

期形制做法共存的现象，并非全部为清代构件。于倬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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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故宫三大殿》一文研究故宫建筑年代时，指出不可

片面依据文献，要重视法式分析 [4]A。因此，对明长陵神功

圣德碑楼的斗栱形制和年代，还需加入法式分析进行进一

步的认识和研究。

2 碑楼的主要纪年材料及历史沿革

明洪熙元年（1425），仁宗朱高炽为其父永乐皇帝朱

棣撰写《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文》：“惟先陵咸有功德之

碑，谨循彝章，叙述大概，刻于贞石，树之长陵，用昭示无

穷……”B但当时并未完成碑和碑楼的建造。直至明宣德十

年（1435）四月辛酉“修葺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于御

道东西”[5] 8，41，同年十月己酉“建长陵神功圣德碑”[5]15，93。

因此，碑楼的始建时间当随碑为明宣德十年（1435）。
此后的明代文献未见有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明确修

缮记录，但有整修神道的史料，列举如下。

明嘉靖十五年（1536）四月癸巳：“初，上既定寿藏

之议，及谒陵还御行官，又召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等

谕之曰：七陵多有损坏，当併工修饰。长陵神道宜用石甃，

其石像等项宜各护以石台。勋等请传示礼部议举，礼部因

条上其事。一，钦天监择选修饰七陵并预建寿宫动土兴工

俱用本年四月十七日卯时吉……”[6] 271-272，678 至嘉靖二十二

年（1543）二月丙申：“以七陵工完，遣英国公张溶、安平

侯方锐、驸马都尉邬景和分祭各陵，奉安神位……”[6] 338，1016 

又，明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丁未：“修葺长陵等陵神路、

桥梁、博岸沟渠工完。” [6] 524，1847 可见，明嘉靖中后期在神

道有过建设，此时距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始建时间已超

百年，碑楼应当亦有修缮。

A 于倬云《故宫三大殿》一文指出：“有些人片面的根据文献，缺乏法式分析，把中和殿等列为清代建筑……今从建筑的法式上看，故宫现存明代的遗物实
仍为数不少。”
B 引自《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文》，碑文落款“洪熙元年四月十七日孝子嗣皇帝高炽谨述”。
C 引自清顺治十六年（1659）己亥十一月十七日颁布的谕旨，刻于长陵内龙趺碑的正面。

明万历八年（1580）五月已巳朔：“修理天寿山牌坊、

桥路等处工成，遣工部侍郎杨成致祭于后土之神。” [7] 88，518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二月戊戌：“谕内阁：朕昨节间恭

谒圣母，面奏：正月二十六日，天寿山、长陵等处兴工修

建……卿等传示作正支销用，务使人匠军夫得沾实惠，作

速修建报完……”[7] 320，1806 又，明天启七年（1627）八月

辛亥：“内官监太监李永贞请修葺各陵，得旨：览奏，各

陵根本重地，被雨水击毁，宜修葺。朕顾瞻寝宫，时廑寤

寐……见长陵等三次修葺，既有次第，一应桥梁及献陵各

处修整俱不可缓……” [7] 661，878 可见，明万历、天启朝在神

道和天寿山陵也曾有建设，包括长陵在内的建筑被多次修

葺，推测碑楼或同被修缮。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一文中对明长

陵神功圣德碑楼的形制有所记录：“入门一里有碑亭，重檐

四出陛，中有穹碑……”[8] 同时期的地理学家梁份在《帝

陵图说》中对碑楼亦有描述：“长陵碑亭在白石坊北三里

三百跬，石柱交龙，黄瓦兽吻，重檐四出，门四闢，周栏

槛刻石花卉禽虫，缺其南通出入，中树穹碑一……”[9]328

有关碑楼在清初的营建情况，虽然清顺治十六年（1659）
曾有谕旨：“明朝诸陵殿宇墙垣倾圮已甚，近陵树木，多被

斫伐……尔部即将残毁诸处尽行修葺”C，但根据现有研究，

“清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对明十三陵仅仅是进行了一般性

的保护，修葺则没有真正落实，而乾隆朝则曾对明十三陵

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葺。” [10]

清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甲寅，高宗谕：“朕此次行

幸汤泉，取道昌平，躬诣长陵致奠，见诸陵寝明楼、享殿

多有损坏，神牌、龛案亦遗失无存，为之慨然弗忍视……

今国家一统，已历百数十年，胜朝陵寝自应一体修复。” [11]

图 1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在明十三陵中的位置

（底图来源：潘谷西《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四卷 元、明

建筑》，第 209 页）

图 2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正立面

（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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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户部侍郎曹文植、礼部尚书德保先后赴昌平，率同

户、工二部暨内务府司员逐一详加查勘，彼时的长陵神功

圣德碑楼“俱已坍塌不堪，仅有墙基，大木业已槽烂，难

以修整，拟将所存墙框拆去，周围安砌石栏”。A其后，钦

派督办修理明陵工程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墉及工部尚

书金简、户部侍郎曹文植、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左侍郎

德成再经勘查，于同年七月又提出具体意见：“大碑楼一

座，头停大木俱已糟烂坍塌落地，亦拟改发石券成造。”B

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修葺工竣。可见，碑楼在清乾隆

时期经历过一次较大的修缮，改建成内发石条券顶的结构。

经过乾隆朝的修缮，直至清朝灭亡，碑楼未见有大修

记录。至中华民国时期，碑楼因年久失修，屋檐塌陷，大

木糟朽，已破败不堪（图 3）。中华民国 24 年（1935）一

月，北平市政府根据国民政府保护古物的指令，命北平市

工务局勘测长陵，估算修缮经费。北平市工务局经过两次

查勘之后，拟定了从简修缮法和恢复旧观法两种修缮方案，

最终受财力所限，选择了从简修缮法。从简修缮法工程估

算记有：“（二）神功圣德碑亭一座，下檐损坏，桁枋斗拱，

修补齐全，瓦片拆取皇墙之琉璃瓦，上檐飞椽，亦修补完

整，瓦片利用下檐瓦片补配，其余台座丹壁以及油饰工程

均暂从缓办理。” [12]3 经招标定标后，最后的工程监工报告

记有：“二、神功圣德碑亭——本项工程为此次修缮中之最

困难者……所换木构件计：挑檐桁正心桁共十二根，斗拱

三十攒，桃尖梁及角梁各四根，飞椽数百条……惟此次工

程，皆系照原式修缮……” [12] 11-12（图 4）。可见，碑楼在中

华民国时期又经历了一次较大的修缮，而且是按照旧样修

缮的。

2014 年 8 月，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

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陵寝事务·臣金、臣曹、臣德谨奏为敬陈查勘诸明陵情形仰祁圣鉴事》。
B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来文·陵寝事务·谨奏为估修诸明陵殿座工程请领银两事》。
C 笔者《明清北京紫禁城外檐斗栱形制年代研究》一文中形制与文献暂不相符的建筑分别是左翼门、右翼门、乾清门和南三所的三座正殿，但这些建筑的外
檐斗栱形制年代皆存疑。以南三所的三座正殿为例，参照徐、王两文的分期结论，应为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前期。查南三所一区的营建文献，《清内务府奏销
档》载“查撷芳殿改建三所房间，系乾隆十一年三月内兴工，次年工竣”。王冠松《故宫南三所建筑群布局及形制研究》引用此条文献认为“现今南三所是于
清乾隆十一年在明端敬殿与端本宫旧址上改建的，建筑非明代之制。”但南三所三座正殿的斗栱形制与故宫内乾隆时期建筑 [ 如建于乾隆元年（1736）的寿康宫 ]
存在较大差异，而与故宫内明末清初的建筑 [ 如重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坤宁宫 ] 基本一致。复查文献，《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四“（万历二十七年四月）
建端敬殿”与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前期的斗栱形制预判正可校验，因此南三所三座正殿的斗栱形制极有可能是沿用了明万历朝的端敬殿和端本宫，或者从别处
迁建而来，还有待更多的证据证明。同理，其他三座建筑的断代情况与南三所相同，这也间接佐证了徐、王两文的斗栱分期结论是基本准确的。

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缮，此次大修对碑楼的墙体、瓦面、木

结构房檐等重点部分进行了修缮。

综上，有关碑楼营建的历史沿革可归纳为：明长陵神

功圣德碑楼始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而后在明嘉靖、万

历两朝的后期和明天启年间应都经历过局部的修缮。清代

在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二年（1787）有过大修，将

其内部改成石券结构。中华民国 24 年（1935）碑楼再次大

修，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不同程度的修缮。

3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研究
综述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的演变及其历史渊源，历

来为学界所关注。2013 年，《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斗栱

形制分期研究——兼论故宫午门及奉先殿角科斗栱形制年

代》[13] 一文，运用建筑考古学的形制类型学研究方法，详

细梳理了角科斗栱的形制演变规律，首次划分出明清北京

官式建筑角科形制变化的六个时段。2019 年，《明清北京官

式建筑柱头科、平身科形制分期研究——兼论故宫慈宁宫

花园咸若馆建筑年代》[14] 一文在角科形制分期成果的基础

上，通过对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柱头科、平身科形制演变的

考察，划分出它们各自经历的六个演变历程，从而进一步

提升了斗栱断代的精度，加深了对明清官式建筑历史沿革

的认知。2020 年，《明清北京紫禁城外檐斗栱形制年代研

究》[15] 一文利用上述两文的分期结论，结合文献档案对北

京故宫 92 座建筑的斗栱进行断代，其中满足形制分期与文

献互证的建筑有 86 座 C，符合率达到了 93.48%，证明了前

述斗栱形制分期结论是基本准确的。有关明清北京官式建

图 3 1935 年修缮前的碑楼

（北京市政府工务局《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一）明长陵建筑修缮前后对照摄影”）

图 4 1935 年修缮后的碑楼

（北京市政府工务局《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 》“ （一）明长陵建筑修缮前后对照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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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柱头科、平身科、角科斗栱形制的分期结论可参见本文

第 7 节，下文长陵碑楼的斗栱形制年代分期将根据实际形

制参照该节中的结论。

4 长陵碑楼斗栱形制分期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各面均面阔三间，上下檐均施七

踩单翘双昂斗栱，其中明间上下檐各施八攒，两次间上檐

各施三攒，下檐各施五攒，明间、次间斗栱攒档不等距（图

5）。本文以碑楼上下檐柱头科、平身科和角科形制为研究

对象，在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成果的基础上，

对其斗栱形制年代进行研究，详见表 1~ 表 3。
图 5 碑楼南立面上檐斗栱层攒档不等距

（作者自摄）

表 1 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柱头科形制年代分析表

类别

编号
斗栱形制 A 斗栱形制现状图 相同形制位置图

斗栱形制

年代分期

Z1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自

十八斗斜出；昂身两侧做

扒腮；双昂用低弧形昂嘴；

翘昂加宽程度不明显

明永乐至

成化时期

Z2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自

十八斗斜出；昂身两侧或

做扒腮或不做扒腮；双昂

用额角窄矩形昂嘴；翘昂

加宽程度明显

清康熙前

期至咸丰

时期

Z3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自

十八斗斜出；昂身两侧不

做扒腮；双昂用倒梯形昂

嘴；翘昂加宽程度明显

清同治至

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

时期

A 表 1~ 表 3“斗栱形制”一栏除通用术语外，还有现有研究提炼出来的与年代相关的形制，多为自定义形制。下文表 4~ 表 6 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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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平身科形制年代分析表

类别

编号
斗栱形制 斗栱形制现状图 相同形制位置图 斗栱形制年代分期

P1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

自十八斗斜出；并用

高弧形和额角高矩形

昂嘴，以额角高矩形

昂嘴居多，不用齐心

斗和华头子

大部分属清康熙前

期至咸丰时期形

制，可能存有明代

遗构

P2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

自十八斗斜出；共用

额角高矩形和倒梯形

昂嘴，不用齐心斗和

华头子

清康熙前期至咸丰

时期与清同治至中

华民国北洋政府时

期并存

P3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

自十八斗斜出；双昂

用倒梯形昂嘴；不用

齐心斗和华头子

清同治至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时期

表 3 长陵神功圣德碑楼角科形制年代分析表

类别

编号
斗栱形制 斗栱形制现状图 相同形制位置图 斗栱形制年代分期

J1

七踩单翘双昂，上

用由昂。双斜昂用

高弧形昂嘴，由昂

用额角宽矩形昂嘴；

两横栱连身做出鸳

鸯交手；其下斜出

第一踩三才升浅咬

合横栱，第二踩三

才升全咬合横栱

明永乐至正统时

期，由昂推测为明

嘉靖中期至清中期

的更换构件

J2

七踩单翘双昂，上

用由昂。双斜昂用

高弧形昂嘴，由昂

用额角宽矩形昂嘴；

第一个横栱做出鸳

鸯交手，其下三才

升浅咬合横栱，第

二个横栱隐刻鸳鸯

交手，其下三才升

全咬合横栱

明永乐至正统时期，

由昂推测为明嘉靖

中期至清中期的更

换构件，隐刻鸳鸯

交手横栱推测为明

末清初更换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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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编号
斗栱形制 斗栱形制现状图 相同形制位置图 斗栱形制年代分期

J3

七踩单翘双昂，上

用由昂，三昂用额

角宽矩形昂嘴；两

横栱连身做出鸳鸯

交手；其下斜出第

一踩三才升浅咬合

横栱，第二踩三才

升全咬合横栱

明永乐至正统时

期，斜昂和由昂推

测为明嘉靖中期至

清中期的更换构件

J4

七踩单翘双昂，上

用由昂，三昂用高

弧形昂嘴；两横栱

连身隐刻鸳鸯交手；

其下三才升均全咬

合横栱

明万历中期至清康

熙前期，角昂和斜

昂仍保留着明中前

期的形制

J5

七踩单翘双昂，上

用由昂。三昂用额

角宽矩形昂嘴；两

横栱连身隐刻鸳鸯

交手；其下三才升

均全咬合横栱

明万历中期至清康

熙前期

续表

5 碑楼斗栱形制年代分析

由表 1、表 2 和表 3 可知，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

形制出现了多期并存的情况，表现为：

1）碑楼 Z1 型柱头科与 JI、J2、J3 型角科具有形制共

存区间明永乐至正统时期，其中 JI、J2、J3 型角科上有明

嘉靖中期至清中期的更换构件。

2）碑楼 J4、J5 型角科形制属于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前

期，其中 J4 型角科保留了部分明中前期的构件。

3）碑楼 Z2 型柱头科和 P1 型平身科属于清康熙前期至

咸丰时期，其中 P1 型平身科可能存有部分明代构件。

4）碑楼 Z3 型柱头科和 P3 型平身科属于清同治至中华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P2 型平身科保留有上一期的构件。

现将碑楼多期斗栱形制与重修文献互证，结论如下：

1）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始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
始建年代可以与碑楼 Z1 型柱头科与 JI、J2、J3 型角科的形

制年代相互印证，推测 J4 型角科上保留的部分明中前期构

件也处于这一时期。

2）此后的明代文献虽然未见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明

A 赵其昌主编《明实录北京史料：第 1卷》第 425、220页收录“宣德二年三月己丑朔长陵殿成。以明日清明奉安皇祖考太宗文皇帝、皇祖妣仁孝文皇后神御，
遣郑王瞻埈祭告，并告献陵”。

确修缮记录，但碑楼自始建至明末已近两百年，期间应当

有过修缮。根据整修神道和天寿山陵区的史料，推断碑楼

在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后期和明天启年间可能经历过修缮。

又根据现有研究，得知碑楼在清前期得到修缮的可能性较

小，所以碑楼现存 J4、J5 型角科为明中后期修缮和更换的

可能性较大。

3）碑楼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有过大修，这一修缮

时间与 Z2 型柱头科和 P1 型平身科斗栱形制年代相印证，

其中 P1 型平身科可能保留有部分明代构件。

4）根据现有文献，JI、J2、J3 型角科上后代扰动构件

的年代或为明中后期，或为乾隆时期，具体更换时代有待

进一步探究。

5）中华民国 24 年（1935），碑楼大修，这一修缮时间

可与 Z3 型柱头科、P3 型平身科斗栱形制年代相印证。

由上可知，现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形制年代

在明宣德年间、明中后期、清乾隆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均

有分布，这一年代叠压和共存的现象也可在碑楼霸王拳形

制上得到佐证。将其与建成于明宣德二年（1427）的明长

陵祾恩门 [16]A（图 6a）和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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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陵内碑亭 [6]A（图 6c）的霸王拳形制比较后可知：除碑楼上

檐西北角的霸王拳外，其余上下檐各角霸王拳仍保留着明早

期的形制，即平板枋与阑额上宽下窄的“T”字形截面形制，

上檐西北角霸王拳则为上下等宽的“吕”字形截面，应是后

代修缮改动的结果。[15]B未来，长陵碑楼斗栱的年代叠压关

系还可通过题记发现、科技检测等手段进行进一步验证。

另外，记录长陵碑楼在中华民国 24 年（1935）修缮的

《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记录有“所换木构件计：挑檐桁正

心桁共十二根，斗栱三十攒”，但根据现场统计，带有清末

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形制特征的斗栱只有十五攒。有

关这一问题，作者在碑楼斗栱上发现了 P2 型平身科，即在

一攒平身科上同时使用了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和清同治至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昂嘴形制，详见表 2。针对这一现

象，笔者推断：中华民国 24 年（1935）修缮碑楼时，并没

有弃用所有拆换的斗栱构件，而是将可以继续使用的斗栱构

件（如昂）和新换的构件重新组装使用。这一推断可以在纪

要中找到其他佐证：《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中多处可见拆

换其他位置的构件补齐破损位置的记录，如“（二）神功圣

德碑亭一座，下檐损坏……瓦片拆取皇墙之琉璃瓦，上檐

飞椽，亦修补完整，瓦片利用下檐瓦片补配……”[12]3，又，

“本工程当勘估时，因限于工款，未能顾及之处甚多” [12]46， 
且“神功圣德碑亭——本项工程为此次修缮中之最困难

者……据约计修缮实用价款，已超过承包厂商所估之数，

倘该厂谨承修瓷亭，则必赔累矣……惟此次工程，皆系照

A 赵其昌《明实录北京史料：第 3 卷》第 330、974 页收录嘉靖二十一年（1542）五月丙申礼部尚书严嵩言：“诸陵工所建造列圣碑亭并石碑俱完。长陵碑二
通……”
B 据笔者《明清北京紫禁城外檐斗栱形制年代研究》一文对明清北京官式建筑霸王拳形制的分期，平板枋与阑额呈“T”字形属明永乐至正统时期的形制特征，

“吕”字形则是明正统以后的形制特点。

原式修缮；且限于工款，不能多所更张，谨就力之所及稍

为改良……”[12] 11-12 可见，限于修缮工款以及修缮的难度，

碑楼的修缮极有可能新旧构件混用，从而解释了纪要和实

际留存不一致的问题。

综上，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形制年代详情可见

图 7。

6 结语

本文在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成果的基础上，

通过形制分期与文献、史料互证，厘清了明长陵神功圣德碑

楼的建筑营建历史在斗栱上所留下的历史信息。经本文研

图 6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与明长陵祾

恩门、碑亭霸王拳形制比较

（作者自摄）

a）明长陵祾恩门霸王拳，1427 年

c）明长陵内碑亭下檐霸王拳，1542 年

b）碑楼下檐东北角霸王拳

d）碑楼上檐西北角霸王拳

图 7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斗栱形制年代解析图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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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碑楼虽经历清乾隆朝和中华民国年间大修，但仍留存有

大量明代斗栱构件，尤其保留有碑楼始建时的斗栱原构，为

正确认识和评估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价值提供了依据。

如本文研究所示，中国古代建筑经过累世的重修、添

建与改建，往往会形成多重历史信息叠压与共存的现象，

对这一叠压、共存现象的辨析是正确认识和更好地保护、

利用古代建筑的基础，如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这样的建筑

A 表 4~ 表 6 整理自徐、王两文分期结论。

应不在少数。因此，应当持续开展系统的建筑考古学研

究，构建精细的建筑形制时空框架，夯实建筑史料的史学 
基础。

7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 
结论 [13-14]A

表 4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柱头科形制分期表

期属 主流形制特点 标尺建筑实例

第一期： 明永

乐至成化时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和斜出型昂身并存，以平出斜下型昂身为主

流，另有平出斜下和斜出组合型本期仅见于社稷坛拜殿；

扒腮：昂身两侧做出扒腮；

昂嘴：低弧形和高弧形昂嘴并存，以低弧形昂嘴为主流；

翘昂加宽程度：相等或加宽不明显（加宽比例在 20% 以下）；

如右图，故宫神武门下檐柱头科（上）、明长陵祾恩殿下檐柱

头科（下）

第二期： 明成

化至嘉靖前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昂身为主流；平出斜下与斜出型昂身又见于

历代帝王庙景德崇圣殿下檐柱头科，但这种昂身组合在其后基

本消失；

扒腮：昂身两侧做出扒腮； 
昂嘴：低弧形昂嘴分布较少，以高弧形和额角宽弧形昂嘴并存

为主流；

翘昂加宽程度：加宽明显（加宽比例在 20% 以上）；

如右图，历代帝王庙景德崇圣殿下檐柱头科

第三期： 明嘉

靖前期至万历

中期

本期昂嘴形制、扒腮做法和翘昂加宽延续前期。昂身形制为平

出斜下型和斜出型并存，但以斜出型昂身为主流。

如右图，太庙享殿下檐柱头科

第四期： 明万

历中期至清康

熙前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斜出型昂身并存，平出斜下型昂身重新成

为主流；

扒腮：昂身两侧多数做出扒腮，但不做扒腮做法已经出现；

昂嘴：高弧形和额角宽矩形昂嘴基本消失，额角窄矩形昂嘴成

为主流；

翘昂加宽程度：延续前期加宽明显做法；

如右图，故宫文华殿前殿柱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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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属 主流形制特点 标尺建筑实例

第五期： 清康

熙前期至咸丰

时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昂身已经较少，斜出型和略微平出再斜下型

昂身并存为主流，略微平出再斜下型在本期中期以后增多；

扒腮：仍有少量做出扒腮的做法，但不做扒腮的做法已经成为

主流；

昂嘴：额角窄矩形昂嘴占据主流；

翘昂加宽程度：延续前期加宽明显做法；

如右图，故宫箭亭柱头科

第六期： 清同

治至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时期

本期扒腮做法、昂身形制、翘昂加宽程度均延续前期，主要变

化表现为倒梯形昂嘴成为主流，顶面略带弧形的倒梯形昂嘴时

代稍早，其后以平直为主。

如右图，北京都城隍庙后殿柱头科

表 5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平身科形制分期表

期属 主流形制特点 标尺建筑实例

第一期：明永

乐时期

昂身：真昂做法仍然存在，结构特征多为外拽第一踩出一翘

或一平出斜下型假昂，第二踩昂为斜下真昂，华头子挑出，

贴在真昂下，里拽用溜金斗栱。但假昂做法已大量出现，以

平出斜下型昂身为主；

昂嘴：低弧形和高弧形昂嘴并存，高弧形昂嘴已占多数；

华头子：昂底多隐刻华头子；

齐心斗：耍头上多用齐心斗；

如右图，故宫西南角楼下檐平身科

第二期：明洪

熙至嘉靖前期

昂身：真昂做法仍有少量分布，结构特征或延续上期做法，或直

接出斜下真昂，真昂下不刻华头子。假昂做法已较为普遍，昂身

形制为平出斜下型、斜出型并存，平出斜下型为主流；

昂嘴：高弧形昂嘴占据主流，低弧形昂嘴基本消失；

华头子：昂底隐刻华头子做法延续至明嘉靖前期；

齐心斗：基本消失；

如右图，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平身科

第三期： 明嘉

靖前期至万历

中期

昂身：斜出型昂身成为主流，平出斜下型昂身仍有少量出现；

昂嘴：明嘉靖时期，高弧形昂嘴占据主流，此后，额角高矩

形昂嘴逐渐成为主流，延续至清中后期；

华头子：不刻；

齐心斗：不用；

如右图，太庙享殿下檐平身科

第四期： 明万

历中期至康熙

前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与斜出型昂身并存，以平出斜下型昂身为

主流；

昂嘴：高弧形与额角高矩形并存，以额角高矩形为主流；

华头子：不刻；

齐心斗：不用；

如右图，故宫中和殿平身科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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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期属 主流形制特点 标尺建筑实例

第五期： 清康

熙前期至咸丰

时期

昂身：斜出型和略微平出再斜下型昂身占据主流，略微平出

再斜下型在本期中段以后增多；

昂嘴：额角高矩形为主流形制；

华头子：不刻；

齐心斗：不用；

如右图，故宫乾清宫下檐平身科

第六期： 清同

治至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时期

本期昂身形制、齐心斗、华头子做法均延续前期，主要变化

在昂嘴形制，即倒梯形昂嘴成为主流，顶面略带弧形的倒梯

形昂嘴时代稍早，其后以平直为主。

如右图，北京都城隍庙后殿平身科

表 6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形制分期表

期属 主流形制特点 标尺建筑实例

第一期： 明永

乐至正统时期

昂嘴：薄弧形和高弧形昂嘴并存，高弧形昂嘴为主流；

横栱连身做法： 做出鸳鸯交手为主流；

斜跳搭角做法：三才升全贴于横栱内侧为主流，另分布有三才

升浅咬合横栱与三才升全咬合横栱。七踩角科的常见组合是：

斜出第一踩三才升贴于内侧或浅咬合横栱，斜出第二踩三才升

全咬合横栱；

如右图，故宫西南角楼上檐角科（上），明长陵祾恩门角 
科（下）

第二期： 明正

统至正德前期

昂嘴：薄弧形和高弧形昂嘴并存，高弧形昂嘴为主流；

横栱连身做法： 做出鸳鸯交手为主流；

斜跳搭角做法：三才升贴于横栱内侧做法未见实例，三才升浅

咬合横栱延续第一期发展，出现了闹头昂，七踩斗栱出现了三

才升浅咬合横栱与搭角闹昂组合的形制；

如右图，智化寺如来殿万佛阁上檐角科

 

第三期： 明正

德至万历中期

昂嘴：本期前段昂嘴多为高弧形，后段额角宽矩形出现并逐渐

流行，薄弧形昂嘴基本消失；

横栱连身做法：做出鸳鸯交手栱身仍占多数，但不做鸳鸯交手

已明显增多；

斜跳搭角：三才升深咬合横栱占据主流，但全咬合横栱和搭角

闹昂出现的比例已明显上升。七踩斗栱出现了斜出第一踩用搭

角闹昂，第二踩用两层昂头的重要组合。同时还出现了三才升

皆用全咬合和深咬合横栱的组合；

如右图，太庙戟门角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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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属 主流形制特点 标尺建筑实例

第四期： 明万

历中期至清康

熙前期

昂嘴：额角宽矩形昂嘴成为主流，但额角窄矩形已经出现；

横栱连身做法：以做出鸳鸯交手为主，另有横栱连身隐刻鸳鸯

交手做法；

斜跳搭角：三才升全咬合横栱占据明确的主导地位，同时出现

了全咬合与切几头的组合形制；

如右图，明长陵明楼下檐角科（上）、清孝陵隆恩殿上檐角科

（下）

第五期： 清康

熙前期至咸丰

时期

昂嘴：额角宽矩形和额角窄矩形昂嘴并存；

横栱连身做法：不做鸳鸯交手成为唯一形制；

斜跳搭角：统一用昂头；

如右图，故宫太和殿下檐角科

第六期： 清同

治至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时期

横栱连身做法、斜跳搭角做法均延续前期，主要变化在昂嘴形

制，即倒梯形昂嘴成为主流，顶面略带弧形的倒梯形昂嘴时代

稍早，其后以平直为主。

如右图，故宫太和门上檐角科

（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徐怡涛先生、故宫博物院方遒先生对本文研究工作提供帮助。）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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