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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闸口白塔的尺度规律分析+ 

肖 曼 
(华南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广州 510641) 

摘要：通过对杭州闸口白塔测绘数据的分析，尝试提 出一种尺度规律的推定结果：即杭州 

闸 口白塔 以一 种标 准 用材 (6．6寸 )为 基 本模 数 ，控 制 面 阔和 高度 各 项 基 本 尺 度 。 同时 还 

表现 出大尺 度 的一 些 比例 关 系。体现 了“以材 为祖 ”的设计 思 想 。 另外 还 尝试 提 出 了其 营 

造 尺复 原值 (30 cm)以及 模型 比例 (1：5)。 

关键词：白塔；尺度规律；模数制 

中图分类号：TU一80 文献标识码：A 

杭州闸口白塔，位于杭州市江干闸口附近的一座小岭上，岭名白塔岭，南临钱塘江，北近凤凰 

山。塔用白石建造，为实心仿木构楼阁式，外观 8面 9层，每层用两块石块拼合。塔下有台基和须 

弥座，1层有塔身和腰檐，2～9层则有平座、塔身和腰檐 3部分。塔顶为八角攒尖顶，上有塔刹。塔 

身每面 l间。l～6层为双补间，7～9层为单补间。铺作均为五铺作单抄单昂。杭州闸口白塔的年 

代，梁思成先生、傅熹年先生均认为约建于北宋初建隆至开宝年间(960—975年问)。白塔仿木构的 

形式忠实，对研究当时木塔的构造和比例有重要价值  ̈ J。 

1 探索的思路 

本文根据高念华先生主编《杭州闸口白塔》一书中所提供的测绘数据(详见下文)，试对其尺度 

规律作一初步探索和分析。探索的思路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的《营造法式》一书，明确提出了“以材为祖”的设计思想。由于 

文献中没有明确提出宋代古建筑的长、宽和高 3项基本尺度(表现为面阔、进深、柱高等)的设计规 

律，因此通过对当时实例的数据分析，完善对“材份制”的认识，有重要的意义。而研究入手的角度 

之一就是探索其是否存在模数制； 

2)日本飞鸟时期的遗构法隆寺建筑等的基本尺度表现出“以材为祖”的规律性，从中国对日本 

的文化影响的角度来看，这至少反映出中国隋唐建筑的某些特点。对于唐宋古建筑的长、宽和高三 

项基本尺度存在模数制是一个有利的证据 ； 

3)对木塔实例的尺度作深入分析的代表作是陈明达先生的《应县木塔》 J，在其基础上，张十 

庆先生根据“辽尺准唐尺”的现象对应县木塔的作了尺度复原推定和规律分析【6 J。相对于单层建 

筑，这种多层楼阁式建筑存在较多的相关数据，较易发现规律，对其它实例的数据分析可以起到重 

要的启发作用。 

4)傅熹年先生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文中，利用营造学社的 

测绘图进行作图分析，提出杭州闸口白塔以一层柱高和中间层面阔为高度控制模数的现象。同时 

还指出这一现象在当时的楼阁式塔中有一定的普遍性[ 。由于柱高和面宽都是较大尺度的单位， 

它们可能只是一种扩大模数，即这种比例关系有可能是一种基本模数控制的结果。因此，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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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利用实测数据分析，探索可能存在的基本模数，联系材份制进行研究，成为本论文的重要方向。 

2 探索的步骤 

数据分析的过程是一种试验性的探索。本文的几个步骤是： 

1)考虑可能存在的基本模数取值。首先是参考材高的数值。《杭州闸口白塔》一书中提供了 

各层斗拱的测绘数据。根据《营造法 

式》，斗和拱的三向尺寸都通过“分” 

和“材”相关。但 是从 “材”的原型上 

看，应以拱的高度为准。即便如此， 

测绘数据中拱的高度仍然变动较大， 

大体在 3O～40 rnm左右。最小 22 

lllm，最大 54 Inln。《浙江杭县闸口白 

塔及灵隐寺双石塔》一文中曾提出以 

41 mm为标准值，可作为参考。这里 

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唐宋实例中用材 

往往并不象《营造法式》那样规范(材 

的广厚比，材槊的份值等)，同一建筑 

物中用材往往也不统一，有可能存在 

基本模数的取值与材的实测尺寸偏 

差的现象。因此探索 中不可能也不 

必认定某一个斗拱的实测数据为材 

的标准值，而必须扩大探索范围，尝 

试找出数据间的规律。经反复试验， 

发现可能存在以39 mm为基本模数 

的现象。 

2)考虑基本模数可能控制的尺 

度。由于杭州闸口白塔尺度比较小， 

构件加工的误差，构件变形的偏差以 

及测量误差都影响比较大。因此数 

据分析首先宜选取大的尺度进行。 

对于高度而言，参考张十庆先生对应 

县木塔的作了尺度规律分析，把各层 

高度作为一个整体，即下层檐柱上皮 

计至本层檐柱上皮，包括下层铺作， 

腰檐，本层平座，柱高四部分 j，分析 

结果表明这种分层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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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杭州闸口白塔尺度规律分析 

(原始数据来源见[3]，营造尺复原l尺=30 cm， 

模型比例为 l：5．底图根据[3]， =39 cm) 

面 

3)实测数据的说明：各层面阔数据采用铺作仰视图中标注，避免可能存在的侧脚值带来的误 

差；高度方向的数据，《杭州闸口白塔》一书中图文有不相符合之处，本文以剖面图标注为准。 

数据分析的结果(表 1。表 2) 

数据分析表明，在闸口白塔的高度和面阔上，可能存在以 N=39 rnm为模数的尺度构成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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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读者对计算偏差有直观的了解，把按 Ⅳ反推计算的结果也列人表中。尽管推定的结果仍存在 

一 定的误差，但是对于这种小尺度的建筑而言，偏差值稍大是可以接受的。如高度方面，反推的最 

大偏差值为 8 i／lnl，是原始数据的 1％左右，可以忽略；而 8 i／lnl达到基本模数 Ⅳ(39 i／ln1)的 20％，则 

表明尺度构成的推定结果有可能需要调整，但是总体上看，在闸口白塔的高度和面阔上，存在简洁 

的递减规律。 

需要说 明的有 ： 

表 1 杭州闸口白塔(960—975年)的尺度构成(高度) 

塔刹残高 

覆体 

连珠 

仰莲 

杆段 

193 

168 

216 

2 798 

注：1．表中各层高度为下层檐柱上皮至本层檐柱上皮，包括下层铺作，腰檐，本层平座 ，柱高4部分 

2．表中屋架高度为铺作高加举高，所用数据计至塔顶覆钵下缘： 

3．表中原始数据来源见[3]，图版3。括号内为文字描述略有出入部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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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杭州闸口白塔(960—975年)的尺度构成(面阔) 

15 

注：原始数据来源见l3 J，图版 15～23)。 

1)塔身总高为 229．5，v，有可能设计值为230 N； 

2)一层檐柱高和中间层(五层)面阔均为 15，v。其原始数据分别为 590 n1q1和 576 illm，偏差较 

大。考虑到应县木塔也存在同样的规律，似仍可以接受。(应县木塔三层面阔 883 em，一层檐柱加 

普拍枋高度为 885 em )； 

3)文献中指出塔刹为残高，但未说明刹杆是否完整。从表 1现有刹杆高度仍符合模数来看， 

可能仍是完整的； 

4)由于台基部分高度不一(地面不平)，暂不计入。 

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到几种大尺度的比例关系，从而对文献中(见[2])使用作图法得 

到的研究成果做出初步解释： 

1)1层檐柱高=中间层(五层)面阔 =15 N； 

2)1层面阔=顶层面阔×2(21 N=10．5 N X 2)，即面阔向5折递减； 

3)2层高度 =一层檐柱高 ×2(30 N=15 N×2)； 

4)2层高度：顶层高度 =3：2(30 N：20 N)，即高度向2／3递减； 

5)塔身：一层檐柱高=229．5 N：15 N=15．3，误差较大； 

6)塔身 +须弥座：一层檐柱高 ：256．5，v：15，v=17．1，误差较小，表明塔身和须弥座可能是作 

为整体进行尺度设计的，同时为一层檐柱高的 17倍； 

7)塔身 +须弥座：塔刹残高 ：256．5，v：86．5，v=2．97，误差较小，表明现有刹杆高度可能是完 

整的，同时恰好为全塔总高的 1／4。 

4 对基本模数 Ⅳ的分析(表 3) 

1)基本模数 ，v为 39 mm，可能是白塔标准用材的尺度。现选取正身华拱、正身角华拱、平座华 

拱高度的实测数据作为参考；各拱高度的变动可能是不同材等造成的，各种材等的取值可以参考 

《营造法式》中关于八等材的规定； 

2)白塔不可登临，相当于一座模型。其相对于实际木塔的比例需要考虑，一般取整数倍； 

3)营造尺的复原取值，在唐末宋初之时一般取 30 em左右进行探索； 

4)综合以上因素，可以得出：当营造尺复原 1尺 =30 em，模型比例为 1：5时，各拱高度的用材 

恰为一系列简洁的整寸或半寸； 

5)对于基本模数39 mm，以及 38 4o mm之间的华拱高度，可能对应的实际用材为 6．5寸，但 

不符合《营造法式》的规定；也可能对应的实际用材为6．6寸，但在以1／5的模型构件进行加工时作 

了简化(6．6寸的 1／5为 1寸 3分 2厘，简化后为 1寸 3分)； 

6)对模型比例的检验：取一层檐柱高和一层面阔，按 1：5比例还原后，1层檐柱高约为 1丈，1 

http://www.cqvip.com


16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层面阔约为 l丈4尺，均为适宜的尺度。 

表 3 杭州闸口白塔(960—975年)的基准尺度构成(材契和模型比例) 

24卷 

注：原始数据来源见[3]，营造尺复原 1尺=30 cm，模型比例为 1：5。 

5 结语 

以上对杭州闸口白塔尺度规律分析如可成立，可以成为唐宋古建筑的长、宽和高 3项基本尺度 

存在模数制的证据之一。基本模数的存在，基本模数和实际用材的关系以及多种材等的使用，对完 

善“材份制”的认识，有重要的意义。对研究宋代多层木结构建筑的比例关系也是重要的例证。在 

此基础上，．-I1~2利用测绘资料对其构架的尺度规律作进一步研究。另外，如能结合同类实例如灵隐 

寺双石塔进行研究，对上述杭州闸口自塔的尺度规律可以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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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外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色彩应用研究+ 

辛 艺峰 

(华中科技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 ：通过对 色彩在建筑外部环境艺术设计 中应用意义的阐述，界 定出其环境 色彩的设计 

内容 ，并对 建筑 外部 环境 色彩设 计 的应 用特 性 、所 具 作 用与 原 则 方 法 进 行 了探 讨 ，还 结 合 

国 内外 在 建筑 外部 环境 色彩设 计 中的现 状 与 实际 经验 ，作 出 了其 环 境 色彩 设 计 未 来应 用 

与发 展 的展 望 。 

关键词：环境色彩；设计内容；应用特性；所具作用；原则方法；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11J一80 文献标识码：A 

人类对色彩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已经懂得运用色彩来装饰自身与周 

围的环境，以表达各 自心目中的情感和意念。我们纵览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人类运用色 

彩来装饰、美化建筑的历史，也和装饰、美化 自身及其它一切物品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而且随着不 

同时代物质与精神、生产与意识等客观因素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变化⋯1。从建筑色彩发展的进程 

来看，其发展的规律可概括为：由纯朴走向丰富，由单一走向多样，由崇尚自然走向匠心创造，直至 

今日还在继续发展之中。步人当代，伴随着人类现代环境意识的觉醒，人们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生 

活环境越来越关心，迫切期望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能与我们相伴，因此对建筑外部色彩设计的思 

考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就显得意义深远了。而且色彩是现代建筑外部环境设计中对视觉美感 

效果影响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处理好建筑外部的色彩关系，对建筑的外部装饰装修来说，其作用 

也是非常巨大的。 

1 建筑外部环境艺术中色彩设计的意义 

在现代建筑内外环境造型艺术设计的诸多因素中，运用色彩进行建筑外部环境艺术的设计，即 

能达到创造富有变化的建筑内外环境造型设计艺术效果。因此它在走向未来的设计发展趋势中， 

建筑外部环境色彩设计已经成为现代建筑造型诸多要素中最为重要的设计手段之一。建筑的环境 

色彩设计，主要包括建筑的室内环境色彩设计和建筑外部环境色彩设计两个方面的内容。就建筑 

外部环境色彩设计来说，它是利用现代色彩科学与美学的方法，对建筑的外部墙面、门窗、突出物、 

细部、屋顶与台基及其周围环境等内容进行色彩处理的庞大设计范畴，并且还是构成现代环境色彩 

设计大系统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从世界建筑环境色彩设计的趋势来看：人们对“环境色彩”问题 

的关注始于 20世纪 80年代，随着人类对生存环境质量问题的普遍关注而迅速得到成长与壮大。 

而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占比例最大的又莫过于建筑，这样建筑外部环境色彩的设计处理，往往 

就成为人们决定所处环境艺术质量好坏的“第一印象”。由各种建筑材料组成的构筑物体在光照反 

射下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环境色彩效果，它使人们生活在绚丽、和谐的色彩世界里，极大地丰富了人 

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L2 J。而且经过精心设计的建筑外部环境色彩，还对形成各种城乡聚落环 

境的独特景观效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建筑外部环境色彩设计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建筑的外部墙面、门窗、突出物、细部、屋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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