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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建筑是从中国营造学社建立后逐渐展开的。
从中国营造学社名称看，其“营造”两字即取自于宋代的《营造法式》，因此也可以说，近代中国人
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首先是从关注《营造法式》开始的。
中国营造学社所创立的以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科学方法和所取得的大量实证性成果，为中国建筑史
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虽然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营造学社于1946年无声地消失了，但它影响广泛而深远，其余波至
今仍影响着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和文物建筑保护。
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多学科的关注和各类
研究成果的不断出现，把中国建筑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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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营造法式》壕寨与石作制度　　《营造法式》卷三至卷十五，用占总卷目38％的篇幅，
记述了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
等13个工种的制度，即诸作制度。
在诸作制度中《营造法式》详述了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
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的烧制方法等。
从建筑史或建筑技术的角度看，诸作制度是最具认识和研究价值的部分，因而备受人们关注。
　　《营造法式》卷三记述了宋代官式建筑的《壕寨制度》与《石作制度》。
之所以把两者合为一卷，原因除了壕寨、石作的内容相对较少外，主要是与壕寨、石作都属于木结构
建筑的基础工程有关。
　　第一节壕寨制度　　在中国古代建筑工程中，有关筑基、筑台、筑墙、制土坯、凿井等土方工程
的作业通常被称为“土作”，但《营造法式》称之为“壕寨”。
与一般的土作制度不同，《营造法式·壕寨制度》内容除了筑基、筑墙等土方工程外，还包括取正、
定平等测量内容以及景表、望筒、水池景表、水平、真尺等测量用具的形制和使用方法。
　　宋元时期的壕寨内容较为广泛，一些诸如构筑陵墓、兴修水利等作业也归属于壕寨。
如：宋代修陵时设“都壕寨”，相当于建屋时的“都料匠”；元代在都水监下设有壕寨一职。
相比而言，明、清时期的土作内容相对单一，如清代《工程做法则例》中的土作部分，只包括刨基槽
和夯筑灰土、素土作业等。
　　《营造法式》卷三中的《壕寨制度》分为取正、定平、立基、筑城、筑墙、筑临水基等七篇进行
记述。
从其内容看，相当于平整土地、施工放线、开挖基槽以及筑城、筑墙、驳岸等方面的土工作业和相应
的规矩、准则。
　　一、立基与筑基　　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没有深基础的要求，但为保证房屋牢固、地面平实，在营
造过程中仍须对地基进行必要的治理。
因此，《营造法式·壕寨制度》中就有了立基与筑基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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