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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等与间广的关系

以往关于《营造法式》（下称《营造法式》或《法式》）

材等的探讨，多围绕各等材具体数值之间的比例、级差关

系进行，对其中的规律始终没有透彻了解。也就是说，对

这八个材等究竟是依照什么规律确定下来的问题，尚未找

到令人信服的解答。

《法式》中区分不同的部位、构件以及制作要求，分别

使用了“丈尺”“材栔”“分”作为长度单位 A，其中“丈尺”

是社会上普遍应用的长度单位，“材”“栔”与“分”是专

用于营造的尺寸系列中的三个不同大小的分尺寸，又统称

为“材分”。按《法式》条文来看，“丈尺”与“材分”似

乎是各用各的，不需换算，相互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

A 关于《营造法式》中区分使用不同尺度的问题，可参见笔者《关于“材”的一些思考》一文中的相关探讨。

由于《法式》条文中缺乏有关建筑物尺度（面阔、间

广、进深、高度等）方面的明确规定，也没有直接说明材

等与建筑尺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后人只能通过对条文中的

相关内容加以归纳分析，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并作出推测。

在陈明达先生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与实例分析中，

就曾经发现建筑物的间广尺寸与所用材分值之间存在一定

的关系：当外檐斗栱使用单补间，间广在 250 分 ° 左右（实

例见佛光寺大殿）；使用双补间，则间广在375分 °左右（实

例见保国寺大殿），其间的决定性因素是斗栱的宽度。

而《法式》条文中，凡提到间广尺寸，皆以丈尺说明，

在有关补间铺作的使用规定中也不例外：

凡于阑额上坐栌枓安铺作者，谓之补间铺作（今俗谓

之步间者非）。当心间须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及梢间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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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一朵。其铺作分布，令远近皆匀。（若逐间皆用双补间，则

每间之广，丈尺皆同。如只心间用双补间者，假如心间用

一丈五尺，则次间用一丈之类。或间广不匀，即每补间铺

作一朵，不得过一尺。）[1]

这就说明，“丈尺”与“材分”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

而是这种关系当时普遍存在于工匠头脑之中，即使《法式》

中不作明文规定，营造时也能自然应用。

其中所举的例子（心间一丈五尺、次间一丈），无疑应

是当时营造中实际应用的间广尺度，应当与上述使用单双

补间时的间广分数（250 分 °、375 分 °）基本符合。

于是偶然想到，应该按照《法式》中所列的八个材等，

分别计算一下使用单双补间时的间广尺寸（表 1）。

表 1 材等与间广的对应关系

材等
材的截面

尺寸（寸）

材分值

（寸）

按间广 250 分 °
折算（尺）

按间广 375 分 °
折算（尺）

1 9×6 0.6 15 22.5

2 8.25×5.5 0.55 13.75 20.625

3 7.5×5 0.5 12.5 18.75

4 7.2×4.8 0.48 12 18

5 6.6×4.4 0.44 11 16.5

6 6×4 0.4 10 15

7 5.25×3.5 0.35 8.75 13.125

8 4.5×3 0.3 7.5 11.25

注：第四、五等材所对应的间广数据值得关注，故字体加粗。

据表中所列数值，可以发现：

第二、七等材的材高数值不整，由此可推知，在确定

材等系列时，是以材宽为先；

在材宽的 8 个数值中，除了第四、五等材之外，其余 6
个材等都是与前面（或后面）的材等相差半寸，显示出确

定材等时的确是采用了很有规律的半寸递减方法，这是以

往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的一个现象；

最意外的结果出现在第四、五等材的数值中。

在以往的研究中，第四、五等材是两个特殊的材等，

其截面尺寸与上下材等之间的比值关系一直令人困惑，用

现代数学也难以推知其间的规律。

但从上表中可见，用这两个材等的分值折算出来的间广

尺寸竟是如此地整齐！在八个材等中，第四与第六等材的数

值全为整尺，第一与第五等材中，只一个有半尺的零头；相

较之下，其他四个材等的数值皆有零无整，很不整齐。

假如在确定材等制度时，材宽的尺寸严格按照半寸递

减，则第三、第六两个材等之间就只能有一个材等，亦即

在 4 寸至 5 寸两种材宽之间只能有 4.5 寸一种材宽，按上

述方法折算，相应的间广尺寸为 11.25 尺和 16.875 尺。也

就是说，这七个材等的分值按照 250 分 ° 和 375 分 ° 折算，

不再可能出现 11 尺、12 尺、18 尺这几个整数间广尺寸。

据中国古代建筑实例的间广及规模可知，其间广往往

采用整数尺寸，如唐长安大明宫中的含元殿、麟德殿等，

都是采用 18 尺间广。佛光寺大殿则是 17 尺间广。而 11 尺、

12 尺、15 尺、18 尺这几种尺寸，都是比较常见的间广尺

寸。这个尺寸范围几乎可以适用于一般情况下所有的厅堂

与殿堂建筑。

由此似可推测，第四、五这两个材等的出现以及 4.4
寸、4.8 寸这两个“不规范”材宽尺寸的确定，或许正是与

当时建筑物中最常用的间广尺寸相关，也就是说，是为了

便于实际应用而由间广尺寸反推出来的。这或许表明，虽

然在《营造法式》中使用了“丈尺”与“材分”两套不同

的尺寸单位，但两者之间实际上并非毫无关联，而“材分”

的使用，其作用和意义也并不仅仅限于确定建筑物的用材

等级和构件的具体尺寸，而应该与建筑物的整体尺度有关，

特别是在建造殿阁类高等级建筑物、间广尺寸与斗栱尺寸

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必是如此。只是《营造法式》中缺少

这方面的明确规定而已。

进一步则可以认为，《营造法式》材等制度的确立，并

不完全是采用单纯数值推演方法的结果，而是从实际应用

的角度出发，与最普遍常用的工程实践经验密切结合的结

果。应该说，这也是整部《营造法式》编制的根本（基础）

所在。

（2009 年 1 月初稿，2010 年 11 月改定。）

2 格子门制度中的条文错置

在查录《营造法式》中用材做法与建筑等级的对应关

系时，笔者偶然发现第七卷“小木作制度二”中的“格子

门”制度条文中，有一处文字前后错置的现象。

抄录原文如下（为节省篇幅，注文及部分做法说明

从略）：

格子门 四斜毬文格子。四斜毬文上出条桱重格眼。

四直方眼格。版壁。两明格子。

造格子门之制有六等：一曰四混中心出双线，入混内

出单线（或混内不出线）；二曰破瓣双混平地出双线（或单

混出单线）；三曰通混出双线（或单线）；四曰通混压边线；

五曰素通混（以上并撺尖入卯）；六曰方直破瓣（或撺尖或

叉瓣造），高六尺至一丈二尺，每间分作四扇（如梢间狭促

者，只分作两扇）。如檐额及梁栿下用者，或分作六扇造，

用双腰串（或单腰串造）。每扇各随其长除桯及腰串外分作

三分，腰上留二分安格眼（或用四斜毬文格眼，或用四直

方格眼，如就毬文者，长短随宜加减），腰下留一分安障

水版（腰华版及障水版皆厚六分；桯四角外，上下各出卯，

长一寸五分，并为定法）。其名件广厚皆取门桯每尺之高积

而为法。

四斜毬文格眼：其条桱厚一分二厘。毬文径三寸至六

寸，每毬文圜径一寸则每瓣长七分，广三分，绞口广一分，

四周压线。其条桱瓣数须双用，四角各令一瓣入角。……

四斜毬文上出条桱重格眼：其条桱之厚，每毬文圜径

二寸，则加毬文格眼之厚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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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四直方格眼：其制度有七等：一曰四混绞双线（或单

线）；二曰通混压边线，心内绞双线（或单线）；三曰丽口

绞瓣双混，（或单混出线）；四曰丽口素绞瓣；五曰一混四

撺尖；六曰平出线；七曰方绞眼。其条桱皆广一分，厚八

厘。（眼内方三寸至二寸。）……

查卷六“小木作制度一”中的诸条，皆以“造×门（或

其他）之制”起首，其后说明该门（或其他）的尺寸。如：

造版门之制：高七尺至二丈四尺，广与高方。

可知这是小木作制度的标准条文格式。

但是在“格子门”制度条文中，却在起首的“造格子

门之制”与说明格子门尺寸的“高六尺至一丈二尺”之间，

嵌入了这样一段文字：

有六等：一曰四混中心出双线，入混内出单线；二曰

破瓣双混平地出双线；三曰通混出双线；四曰通混压边线；

五曰素通混；六曰方直破瓣。

而同样格式的文字，又出现在列于“格子门”制度条

文最末也应该是等级相对较低的“四直方格眼”格子门制

度中：

四直方格眼：其制度有七等：一曰四混绞双线（或单

线）；二曰通混压边线，心内绞双线（或单线）；……其条

桱皆广一分，厚八厘。

其条文次序，是先给出格子门所用条桱构件的（截面）

样式等级，再给出条桱的尺寸。

反观列于格子门制度之首、等级相对也最高的“四斜

毬文格眼”格子门的相关条文中，却不见所用条桱的样式

等级说明，而是直接给出了条桱的尺寸：

四斜毬文格眼：其条桱厚一分二厘。

对照“四直方格眼”格子门制度条文的内容与次序加

以分析，可以确认两点：

一是上述那段紧跟在“造格子门之制”后面的“嵌入”

文字，也是有关格子门条桱制作的，而且与“四直方格眼”

格子门相比，是截面形式更为复杂精致、制作难度更高、

等级相应也更高的条桱样式，这段文字应该与等级更高的

格子门制度相匹配。

二是“四斜毬文格眼”格子门的制度条文中，明显缺

失了应有的与所用条桱样式等级相关的规定。

据此似可推测，这段“嵌入”文字应即是“四斜毬文格

眼”格子门的条桱样式等级规定，并且，参照“四直方格眼”

格子门制度条文的格式，其前还应有“其制度”三字。

在现存《法式》诸多版本中，这部分条文的情况是一

致的。说明在历代多次传抄中，这个错讹一直被延续下来，

它出现的时间恐怕已难以查考。

出现错讹的情况在依靠手抄传世的古籍中是难免的，

常见原因是传抄过程中，或前后书页位置颠倒，或前后文

字内容、格式相近。但据现存版本（以陶本为例）可知，

此处前后错置的内容是在同一页面之上，且关于格眼条桱

的内容作为次一等条文，在抄写时皆作了退格处理（图 1，
图 2），前后条文的格式并不一致。故前后错置的原因，尚

图 1 陶本《营造法式》卷七小木作格子门其一

图 2 陶本《营造法式》卷七小木作格子门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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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难得出合理解释。

现试将这部分条文的顺序加以调整，列于下文，以供

对照探讨。其中的粗体字即原文中“嵌入”在篇首的部分，

将其下移至“四斜毬文格眼”格子门制度条文中，同时依

照“四直方格眼”格子门制度的条文格式，在前面添加了

“其制度”三字：

造格子门之制：高六尺至一丈二尺，每间分作四扇

（如梢间狭促者，只分作两扇）。如檐额及梁栿下用者，或

分作六扇造，用双腰串（或单腰串造）。每扇各随其长除桯

及腰串外分作三分，腰上留二分安格眼（或用四斜毬文格

眼，或用四直方格眼，如就毬文者，长短随宜加减），腰

下留一分安障水版（腰华版及障水版皆厚六分；桯四角外，

上下各出卯，长一寸五分，并为定法）。其名件广厚皆取门

桯每尺之高积而为法。

四斜毬文格眼：其制度有六等：一曰四混中心出双有六等：一曰四混中心出双

线，入混内出单线（或混内不出线） ；二曰破瓣双混平地线，入混内出单线（或混内不出线） ；二曰破瓣双混平地

出双线（或单混出单线）；三曰通混出双线（或单线）；四出双线（或单混出单线）；三曰通混出双线（或单线）；四

曰通混压边线；五曰素通混（以上并撺尖入卯） ；六曰方曰通混压边线；五曰素通混（以上并撺尖入卯） ；六曰方

直破瓣（或撺尖或叉瓣造）。直破瓣（或撺尖或叉瓣造）。其条桱厚一分二厘（毬文径

三寸至六寸，每毬文圜径一寸，则每瓣长七分，广三分，

绞口广一分；四周压边线。其条桱瓣数须双用，四角各令

一瓣入角）。

……

四斜毬文上出条桱重格眼：其条桱之厚，每毬文圜径

二寸，则加毬文格眼之厚二分。

四直方格眼：其制度有七等：一曰四混绞双线（或单

线）；二曰通混压边线（或单线），心内绞双线；三曰丽口

绞瓣双混（或单混出线）；四曰丽口素绞瓣；五曰一混四撺

尖；六曰平出线；七曰方绞眼。其条桱皆广一分，厚八厘。

（2011 年 12 月 16 日初稿，2012 年 5 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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