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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与角背的定义

图片来源：李剑平编著. 中国古建筑名词图解辞典
[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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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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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瓣、入瓣

图片来源：李剑平编著. 中国古建筑名词图解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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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的形式

龙泉寺大雄宝殿 沈阳清真南寺大殿 朝阳关帝庙关帝殿
辽宁清代建筑中的驼峰
来源：沈阳建筑大学建筑研究所

图片文字来源：高赛玉. 辽宁清代建筑大木作特点研究[D].沈阳建筑大学,2017.

沈阳清真南寺大殿的驼峰较为简洁，仅为两个出瓣构成，向上承托五架梁，
并于其顶上设一凹槽，在凹槽中插入长方形垫板与檩条连接。

朝阳关帝庙关帝殿的驼峰为荷叶状，形态优美，上承“枚”与梁架相连。
而龙泉寺大雄宝殿的驼峰较为特殊，不仅保留了辽金元时期的坐斗，还采

用了辽金元时期更常见的鹰嘴驼峰，但其又与一般的鹰嘴驼峰有所区别，其鹰
嘴与出瓣分离，出瓣翻转向上单独成一构件与坐斗及垫木相接，鹰嘴前的弧线
光滑处理，省去了出瓣的做法，与普通的鹰嘴驼峰相比更为牢固，带有鲜明的
辽金元遗风。



角背的形式

图片文字来源：高赛玉. 辽宁清代建筑大木作特点研究[D].沈阳建筑大学,2017.



角背的形式

辽宁清代建筑角背

辽宁的清代建筑大部分未使用角背，在各种类型中角背使用最多的是雕刻
花卉植物类的角背，可见在使用角背的时候更加重视其装饰性的作用。

图片文字来源：高赛玉. 辽宁清代建筑大木作特点研究[D].沈阳建筑大学,2017.



角背的形式

此外，辽宁地区还有一些比较特殊
的角背形式，有来源于辽金元较为盛行
的鹰嘴驼峰演化而成的鹰嘴角背，有的
简化掉鹰嘴的装饰，角背直接采用出瓣
的做法。还有简化的隔架角背,其去掉了
隔架科的斗拱部分，上下两瓣角背用一
个整块的木料制作而成，不仅起到辅助
瓜柱的作用还直接承托上层梁架，实际
上其作用类似于瓜柱。

从具体做法上看，各角背均通过燕
尾榫与脊瓜柱交接，交接做法大致分为
带袖肩的和不带的，不带袖肩应用较多。
由此我们看到角背与梁柱的交接榫卯做
法较为简单，更多呈现的是角背外观的
各异，体现出其结构性作用与装饰性效
果的合一。 清式隔架科

燕尾榫

图片文字来源：高赛玉. 辽宁清代建筑大木作特点研究[D].沈阳建筑大学,2017.



注：明清有关做法

图片来源：《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



驼峰与蜀柱的联系----以山西平顺天台庵佛殿的修缮改易为例

图片来源：李竞扬.山西平顺天台庵佛殿的修缮改易与旧貌管窥[J].建筑遗产,2021(03):25-35.DOI:10.19673/j.cnki.ha.2021.03.004.

平梁下驼峰、蜀柱被换为短柱
如图所示，在两主梁顶面、四枚短柱底部南北两侧均有空余的长方形卯口，卯口长

约10cm、宽约2cm、深约10cm，每对卯口相距约10cm，与短柱底部榫头不合，应是为
插固驼峰而剜凿。因佛殿是四架椽屋，故丁栿与主梁相交于平槫缝位，丁栿内端头做通
高燕尾榫，下部出方形榫头插入主梁、被压于短柱下，其燕尾榫仅抵在短柱表面。短柱
不与主梁、丁栿榫卯配合，故短柱应晚于主梁和丁栿，应是明清更换构件。

主梁、短柱、丁栿节点榫卯构造（左）与其旧貌推测（右）



驼峰与蜀柱的联系----以山西平顺天台庵佛殿的修缮改易为例

图片来源：李竞扬.山西平顺天台庵佛殿的修缮改易与旧貌管窥[J].建筑遗产,2021(03):25-35.DOI:10.19673/j.cnki.ha.2021.03.004.

殿内四角的转角华栱与大角梁之间各垫有一枚蜀柱残件，共4枚。如图，蜀柱残件
底面长18cm、宽15cm，柱身有抹棱，其上部被截去一段，残高24.5 cm，残存柱身顶部
有微弱收分，其形制、尺寸与脊槫下蜀柱一致。蜀柱残件底面正中位置原有凸出方榫，
方榫后被砍去，留下5.5cm见方的榫头断面砍痕。东北角蜀柱残件（样品编号TTA-X）碳
十四测年表明，这4枚蜀柱可能是初、盛唐孑遗，或用初、盛唐旧料二次加工而成，其
被二次加工年代可能在五代长兴。考虑到殿内四枚残存蜀柱原先应被置于驼峰之上，蜀
柱上置栌斗，以承平梁（图8），如同佛殿脊槫下驼峰和蜀柱的组合。驼峰和蜀柱的组
合被更换为短柱应发生在晚明或清康熙九年修缮时。

天台庵佛殿明间横剖面图殿内西北转角处蜀柱残件 佛殿横向构架五代旧貌推测图



贰 法式原文

《营造法式》卷第五 大木作制度二p126

《营造法式注释》p145

《营造法式》卷第三十 大木作图样上





《营造法式》卷第五 大木作制度二p133

《营造法式注释》p153

屋内额亦为联系构件,其广才18~21分,厚仅
取广的1/3,用料不大,用于屋内柱或驼峰间。

《营造法式》解读p153

《营造法式》 大木作图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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