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柔曲精巧的

梁 是 一 种 独 特 的 存 在 。 走 进 气 宇 轩 昂 的

殿 堂 时 ，全 部 梁 架 结 构 一 目 了 然 ，其 中 最

能 吸 引 人 们 目 光 的 ，便 是 那 形 如 月 、曲 如

虹的月梁。

月梁之制：富有力度感
的装饰趣味

“ 月 梁 ”肇 始 于 哪 个 时 代 ？ 现 存 历 史

文 献 尚 无 确 凿 证 据 。 不 过 ，类 似 月 梁 形

状 的 建 筑 构 件 在 汉 代 文 赋 中 已 有 记 录 。

东 汉 史 学 家 班 固 在《西 都 赋》中 对 长 安 未

央 宫 中 的 木 梁 描 述 为“ 因 瑰 材 而 究 奇 ，抗

应 龙 之 虹 梁 ”。 三 国 时 期 ，魏 人 张 揖 续 编

《尔 雅》所 成 之 书《广 雅》中 记 录 有“ 曲

梁 ”。 据 推 测 ，“ 虹 梁 ”和“ 曲 梁 ”应 该 是 后

世 月 梁 一 类 的 拱 形 梁 栿 木 构 件 的 早 期 雏

形及其称谓。

建 于 唐 中 晚 期 的 山 西 五 台 县 南 禅 寺

大 殿 和 佛 光 寺 东 大 殿 中 的 月 梁 ，一 般 被

认 为 是 现 存 最 早 的 月 梁 构 件 。 佛 光 寺 东

大 殿 内 槽 之 上 的“ 四 椽 明 栿 ”和 外 槽 之 上

的“ 明 乳 栿 ”都 是 非 常 典 型 的 月 梁 做 法 。

其 实 ，比 佛 光 寺 东 大 殿 还 早 的 南 禅 寺 大

殿 ，“ 四 椽 明 栿 ”已 然 具 备 月 梁 形 制 的 基

本 特 征 了 。 五 代 吴 越 国 时 期 的 福 建 福 州

华 林 寺 大 殿 中 ，同 样 采 用 了 月 梁 构 件 ，但

梁 身 接 近 浑 圆 ，在 建 筑 史 学 界 被 称 为“ 圆

身 月 梁 ”，显 示 出 当 时 福 建 地 区 别 样 的 地

域风格。

北宋崇宁年间颁行的《营造法式》也对

“月梁之制”做了详细说明，大致意思是：月

梁用于明栿（露明的梁架），其特点是梁身

拱起呈曲梁形态，梁身两侧及底面处理成

琴面的形式。《营造法式》规定，月梁的断面

是长方形，梁的高度远大于其宽度，非常适

合主要承受弯矩作用的木梁结构特征，因

此，其制度符合现代结构科学的原理。月

梁在梁底、梁背、梁肩等部位都会做成缓和

的曲线或折线形式，使得其造型呈现出富

有力度感的装饰趣味。由于月梁在宋式建

筑的诸多构件中具有重要地位，往往配置

于府邸官宅中厅堂、轩廊或檐廊等重要空

间的木构梁架中，是华堂屋厦中装饰的一

大重点。

月梁之形：展现多样性
的地域风格

北宋是我国古代官式建筑中月梁制度

化 的 最 后 一 个 时 期 ，也 是 其 发 展 的 巅 峰

期。到了明代之后，长江以北的木构建筑

中月梁趋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金元时

期盛行的方形断面直梁构件。北京紫禁城

内的宫阙楼阁中，月梁样式的木构件几乎

绝迹，只有在少许明代初期的遗存中，可以

见到月梁以别样的身份呈现。例如，始建

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的钟粹宫，其配

殿山墙的仿木琉璃装饰构件，仍保留了弯

曲如虹的月梁样式。

但在长江以南地区，月梁的做法仍广

泛 流 布 直 至 近 代 。 例 如 ，在 浙 江 金 华（即

古 代 婺 州）一 带 ，传 统 木 构 建 筑 营 造 中 还

保 存 着 月 梁 的 形 制 与 做 法 。 在 古 建 筑 专

家 王 仲 奋 所 著 的《婺 州 民 居 营 建 技 术》中

提 及 ：婺 州 地 区 称 五 架 梁 为 大 梁 ，三 架 梁

为二梁或小梁。婺州地区对门面、廊轩等

视线所及的部分，讲究高大宽敞的气魄和

华 丽 的 雕 饰 ，普 遍 把 梁 头 做 成 微 弯 的 形

状 ，有 木 鱼 状 、冬 瓜 状 、龙 须 状 等 ，人 们 形

象 地 称 之 为“ 木 鱼 梁 ”“ 冬 瓜 梁 ”“ 龙 须 梁 ”

等 。 大 梁 和 小 梁 所 采 用 的 月 梁 形 状 与 做

法基本相同，只是梁的长度和断面尺寸有

差别。

与婺州相邻、建筑形制又极其相似的安

徽徽州（今安徽黄山等地），也很好地将宋式

的月梁制度保存了下来。徽州与婺州两地

的经济与文化关系紧密，工匠交流频繁，在

营造技术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

在具体的月梁制作上，徽州一带传统建筑中

的月梁断面形制发生了变化：宋式的矩形断

面依然有所保存，不过，大多数的月梁断面

已 从 长 方 形 变 为 适 应 原 木 自 身 形 体 的 圆

形。这一变化，一方面是为适应原木自身形

体呈圆形的材料特征，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受

到了北方建筑文化的影响。

位 于 安 徽 黄 山 徽 州 区 呈 坎 村 的 宝 纶

阁，是徽州地区月梁形制保存得最完整、也

是最华丽的明代建筑遗存之一，是明代中

后期徽州地区木构建筑的杰作。除了厅堂

内梁架运用了月梁形制之外，其寝殿的 11
个开间正立面上的额枋也采用了月梁的造

型，重檐配上月梁形的额枋，使得建筑越发

庄严而华丽。

坐 落 在 浙 江 宁 波 灵 山 上 的 保 国 寺 北

宋 大 殿 是 极 具 影 响 力 的 木 构 建 筑 遗 存 。

在 这 座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中 ，月 梁

以 华 丽 而 不 失 庄 重 的 形 象 出 现 。 宁 波 在

唐 宋 的 部 分 时 期 曾 被 称 为 明 州 ，是 我 国

古 代 丝 绸 之 路 的 重 要 出 海 门 户 ，当 时 用

于 建 造 的 木 材 绝 大 多 数 通 过 海 运 而 来 ，

如 果 用 整 料 加 工 ，对 于 又 高 又 曲 的 装 饰

性 月 梁 来 讲 ，其 原 材 料 的 成 本 较 高 。 因

此 ，宁 波 地 区 月 梁 最 大 的 特 色 是 采 用 虚

拼 构 造 ，梁 身 下 部 为 实 木 ，实 木 背 部 采 用

拼 板 ，上 下 拼 板 间 用 竹 钉 固 定 ，拼 板 内 侧

凿 挖 燕 尾 榫 口 ，从 上 向 下 扣 入 实 木 背 上

的 定 桩 。 因 为 梁 枋 与 柱 身 须 直 背 平 接 ，

月 梁 拱 肩 不 会 超 出 梁 的 直 背 ，因 而 无 法

形 成 梁 身 整 体 起 拱 的 效 果 ，通 过 在 梁 身

上 部 的 拼 板 表 面 做 出 厚 度 差 形 成 拱 肩 ，

故 称 为“ 隐 肩 ”月 梁 。 虚 拼 月 梁 侧 面 平

直 ，适 用 样 板 直 接 勾 画 轮 廓 和 纹 样 ，用 材

和 加 工 效 率 较 高 。 宁 波 工 匠 对 月 梁 拼 合

工 艺 的 独 特 做 法 ，既 体 现 了“ 小 材 大 用 ”

的 节 俭 观 念 ，也 反 映 出 兼 顾

美观的追求。

除上述提到的传统木作发

达地区外，南方其他地区也随处

可见月梁的身影，如浙江温州楠

溪江传统村落的民居、丽水景宁

畲 族 自 治 县 的 时 思 寺 等 ，各 地 月

梁 的 形 式 丰 富 多 样 ，如 璀 璨 群 星

般展现出中国木构建筑的地域风

格和魅力。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设计

学院建筑学系教授、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木质科学委员会专

家委员，本 报 记 者黄晓慧采

访整理）

形式多样的月梁展现出我国木构形式多样的月梁展现出我国木构建筑的地域风格和魅力建筑的地域风格和魅力——

梁形如月曲如虹梁形如月曲如虹
刘刘 杰杰

秋风送爽时，北京迎来“京彩灯会”。2024 年北京中秋

国庆彩灯游园会在北京园博园盛大开幕。灯会计划自 9 月

15 日正式开园亮灯，至 10 月 31 日第一阶段展出闭幕。在

园博园里，彩灯艺术与自然风光相得益彰，为游客营造如

梦似幻的视觉体验。在中秋、国庆期间，璀璨的灯会

还为首都北京增添一抹亮丽的节日色彩。

本次灯会亮点纷呈，特色鲜明，在展出周期、灯会规模、

灯组规格、灯组设计方面，都开创了北京灯会历史之最。首

旅景区公司党委副书记余绍彬介绍，“京彩灯会”是以自贡

彩灯技艺为基底，以北京特色文化为内涵，实现了首都文化

与彩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灯会活动京味浓郁、规模宏大、

工艺精湛，共有节日欢歌、京彩大道、锦绣河山等九大主题

展区，内容涵盖美食、亲子、非遗、戏剧等多样化场景。灯会

共展出了 200 余组彩灯，其中大中型彩灯就有 75 组，彩灯挂

件达 10 万件。

此外，灯会七成灯组专为北京量身定制，不仅让文物、

国画、诗词、京剧等极具北京特色的文化以创意灯组为载体

再次闪耀，更通过灯组创意演绎了老北京风物、时代风貌、

佳节风俗等，让游客在欣赏璀璨华灯的同时，能够沉浸式感

受北京特色文化、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灯会既有以北京团

扇为原型，结合中秋佳节创作的“花好月圆”，以老北京胡同

文化为背景的“北京风物”，又有以展现北京古都文化的“燕

京八景”，汇集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精华的“中轴线之光”，以

及呈现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京韵春秋”等灯组，将京味文

化巧妙地展示在“京彩灯会”之中。

北京将举办北京将举办中秋国庆彩灯游园会中秋国庆彩灯游园会

““京彩灯会京彩灯会””汇汇集精彩风物集精彩风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潘俊强潘俊强 施施 芳芳

石库门前，一只粉色萌兔“筑梦凝月”托腮凝视明亮皓

月，静谧深思；大草坪上，一只 11.4 米长的蓝色巨兔“浮生闲

月”正悠然自得，仰天望月……9 月 2 日晚，2024“今潮 8 弄”

海派中秋灯会在上海虹口修缮保护街区正式亮灯，8 组巨

型萌兔灯光装置现身百年弄堂“今潮 8 弄”。

今年是“今潮 8 弄”连续第三年举行海派中秋灯会系列

活动，整个百年弄堂以“天涯共月”为引，将中西方共赏的同

一轮明月根据不同的文化想象进行艺术创作，构筑“中西对

话”的浪漫之境。名为“百舸争月”“筑梦凝月”“浮生闲月”

等的兔形花灯，在弄堂中四处可见，憨态可掬的模样引人驻

足。兔形花灯灵感源自中国探月工程的科技浪漫与西方经

典油画的艺术韵味，不仅装饰着弄堂口、过街楼、屋顶等各

个角落，还首次将海派灯会拓展至虹口海派文化中心、上海

文学馆的草坪和即将开业的滨港商业中心前。

走进百年弄堂，发现一只可爱玉兔，手持红旗展现在月

球表面，仿佛刚刚完成了登陆任务。这处名为“震世探月”

的灯光装置以 2024 年嫦娥六号在月球背面成功探测的壮

举为灵感，将这一历史时刻以艺术形式再现。

据悉，自 9 月 2 日至 10 月中旬，“今潮 8 弄”还将围绕“映

月”海派中秋灯会、“奔月”多国舞蹈光影演出、“庆月”中秋

国庆系列市集、“圆月”非遗手作工坊、“品月”多重佳节好礼

等五大板块展开 100 余场丰富活动，第二届虹口书会、

国庆潮汕美食文化节、海派文化中心虹口主题建

筑投影秀等缤纷活动轮番登场，以流动美

学点缀弄堂的光影浪漫，邀请市民游客

在赏花灯、逛市集、看演出、吃美

食、体验非遗中，领略传统佳

节的美好胜景，共度欢乐美

满的上海金秋。

上海百年弄堂以上海百年弄堂以““天涯共月天涯共月””
为引为引，，化化““中西对中西对话话””之境之境

中秋灯会展现艺术韵味中秋灯会展现艺术韵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曹玲娟曹玲娟

■华夏博物之旅·传统建筑R

“梁”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中最重要的结构构件之一，它承托着

建筑物上部构件的重量，是木构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具体位

置、形状和结构功能等，梁还有不同的名称。所谓“月梁”，指的是做

成“新月”形制的梁——两端呈弧形，中段微微上拱，整体形象弯曲得

近似新月。

纵贯古今的皎皎明月，寄托着中国人思乡思亲、渴望团圆、祈盼

幸福的美好愿景，也因此成为漫漫历史长河中独具一格的传统文化符

号。而作为木构建筑上的一轮新月，月梁既需要符合力学要求的高跨

比，又有精雕细琢的细节美——科学和艺术的结合，在如月如虹的月

梁上完美展现。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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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浙江省东阳市明代古建筑卢宅肃雍堂中的月梁。

图②：山西省五台县佛光寺大殿梁架结构示意图，其中标橙色部分即为月梁。

图③：在记述我国江南地区古建筑营造的专著《营造法原》中，记录了扁作厅内主

要构件的名称，其中“山界梁”“大梁”均为月梁。

图④：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清代廊桥护关桥上的月梁。

图①至图④均为刘杰提供

图⑤：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明代古建筑宝纶阁中的月梁。 资料图片

图⑥：上海“今潮 8 弄”的玉兔和月球灯光装置。 “今潮 8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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