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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门作为建筑元素之一 ,在中国古典建筑型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 ,门从依附于建筑的构件

门发展成为独立的单体门 ,成为传统院落式建筑组群的空间组织核心 ;另一方面 ,门不仅具有实用功能、

纪念功能 ,同时也表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 ,成为儒家礼制文化的表征符号。通过对门的功能、形式、象征

性、纪念性以及门与建筑平面、立面的构成关系等进行分析 ,揭示其深厚的社会伦理及建筑美学内涵 ,并

为建筑创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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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te is one of the building elements and has important function in the system of Chinese classical buildings.

For one thing, the gate has turned from a building component into a single structure, and becomes the key part of space

construc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ourtyard buildings; for the another, the gate has not only p ractical and commemorative

function, but also shows off the rigorous hierarchy, and becomes the symbol of the confucian feudal ethi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ir function, form and symbol, memorial meaning as well as the compon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gate and

p lan, gate and elevation, we can show up its p rofound connotation of social ethics and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and offer

reference to architectural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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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是建筑物不可缺少的基本元素之一。古语云 :

“凿户牖以为室。”可见自建筑诞生之日起 ,门就始终

是建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门是一个极为普通却又不简单的建筑语汇。其普

通是在于从古至今“门 ”都是营造建筑的基本构件之

一 ;其不简单则表现为门本身是实用性极强的功能构

件 ,但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价值 ,从开始依附于建

筑 ,到伴随“院 ”的出现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建筑型

制 ,进而完全脱离建筑 ,成为界定领域的标志物。在传

统建筑中 ,它不仅具有实用的功能 ,也是儒家文化的表

征符号。

1　门的释义、类型与功能

1. 1　门的释义

“门 ”,即出入口 ,最初的构成原型是建筑界面上

的开口 ,具有开放性 ,保证门的通行性等基本物质功能

的实现。在中国古代风水学中门另有特殊的意义 ,即

气口。乡土居住建筑最讲究的是“坎宅巽门 ”:宅基坐

北 ,门开东南 ,便朝阳、纳吉气 ,有利门户显赫 ,家庭兴

旺。门的建筑学定义是指分隔 ,同时又连通两个空间

的建筑构件。有了门的设置 ,人、车循门而出入 ,建筑

才可能为人所用。但门提供给人的并不只是出入的使

用功能 ,它还可以承载、传达丰富的信息。

1. 2　构件门与单体门

中国古代建筑采用木结构体系 ,很少以独立的单

体建筑作为一个建筑物的单位 ,而是以院落式布局的

建筑组群为主流。作为出入口 ,门有单幢房屋的门与

一组建筑的门的区别。前者是作为殿堂房屋出入口的

门 ,开设在房屋外檐柱之间与窗并列 ,或者开设在一幢

房屋的房间之间的隔墙上 ,是单体建筑中的一种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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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构件门 ”,即“门扇 ”。如板门、隔扇门等 ,属于

装修之列。后者则是作为建筑组群和庭院出入口的

门 ,如城门、宫门、殿门、院门、宅门等 ,它们自身呈单体

建筑 ,从使用性极强的功能构件晋级为与殿、堂、楼、房

并列的一种建筑类型 ,称之为“单体门 ”。单体门从建

筑主体的构成中分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建筑 ,并具有独

立建筑的一切特征 ,而建筑主体上仍然有作为出入口

的原型构件门。从构成形态看 ,中国传统的单体门可

分为墙门、屋宇门、牌楼门及台门四种 [ 1 ] (图 1)。可

见 ,中国建筑已将门作为空间序列中完全独立的建筑

元素 ,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图 1　中国传统的四种单体门形式

1. 3　门的功能

户门最初是为了防止虫兽、风雪之危害 ,起庇护和

通出入的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 ,有了私有制和阶级

分化 ,门的通行性及防卫、防盗等防御性基本功能降到

了从属地位 ,而以彰显权力、地位、财富、文化等象征性

功能趋于主导地位。

1. 3. 1　门的物质功能 ———防卫与遮蔽 　无论是何种

类型的建筑物 ,防卫与遮蔽都是门的两个基本功能。

早先人们的观念中 ,只有将自己包围在封闭的空

间中 ,才能有最大限度的安全感。然而门却将此封闭

空间打开了缺口 ,用作出入。于是门成为建筑防卫中

最为脆弱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木门、石门、铁门以及

房门、院门、城门等都是人们防卫心理的客观反映。作

为军事重点的城门 ,为了加强防卫 ,还发展成具有两道

城门的“瓮城 ”。伴随着建筑功能的增多 ,空间层次的

增加 ,人的心理状态的复杂化、丰富化 ,门从早期的对

风雨的遮蔽转而表现在对空间的屏蔽上 ,如北京的四

合院 ,常在大门内建有“垂花门 ”,此门的主要作用便

是屏蔽直视内宅的视线 ,维护内部空间的私密性。

1. 3. 2　门的精神功能 ———纪念与表彰 　门的表彰作

用源于早先的“表闾 ”形式 ,即在闾门额枋上加上表彰

颂德的标志 ,用以歌颂人或事。后来逐渐脱离门禁功

能 ,成为独立的形式 ,专用于为状元、节孝、权贵、英雄

等歌功颂德或宣扬教化的建筑物 ,这便是牌楼门 [ 2 ]。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 ,牌楼门俗称牌坊门 ,是“门 "

的一种独特形态。它既不与围墙相连 ,也不设框槛门

扇 ,不具备门的防卫功能 ,而是一种纪念性、表彰性、标

志性的建筑。在牌楼最显眼的部位设置匾额并题名、

题词 ,起到旌表功名、彰表节孝、颂扬功德等作用。如

安徽歙县唐樾村有七座宣扬孝子、善民、节妇事迹的石

牌楼排列在乡间大道上 ,成为颇有气势的牌楼系列

(图 2)。此外 ,它还起到标定界域、界定空间、组织入

口前导、烘托气氛的作用。

图 2　安徽歙县唐樾村牌楼

2　门的社会伦理学和建筑美学涵义

2. 1　门与传统社会伦理结构的对应关系

在中国古代 ,礼是决定人伦关系 ,明辨是非的标

准 ,是制定道德仁义的规范 ,更是统治者用以治国的根

本。礼不仅是一种思想 ,而且还是一系列行为的具体

规则 ,它不仅制约着社会伦理道德 ,也制约着人们的生

活行为 ,其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一种等级的

思想和制度。建筑往往成为传统礼制的一种象征与标

志 ,并通过房屋的间、架、屋顶、门窗、装饰等的不同式

样表现出严格的等级制。严格的等级制度和长幼尊卑

观念 ,导致门往往昭示的是等级和地位 ,这便造成了门

的型制的定性化和多样化。

2. 1. 1　门堂之制 ———区分尊卑内外 　中国古典建筑

的平面主要由“门 ”、“堂 ”、“廊 ”所组成 ,“门 ”和“堂 ”

的分立是建筑型制的主要特色。在理念上是出于内

外、上下、宾主有别的“礼 ”的精神 ;在功能和技术上是

借此组成一个庭院 ,将封闭的露天空间纳入房屋设计

的目的和内容上。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商代宫殿

遗址中 ,建筑群轴线南端存有大门遗址 ,是早先“门堂

之制 ”的代表 [ 3 ] (图 3)。

“门堂之制 ”成为一种传统之后 ,中国建筑就没有

以单独的“单座建筑 ”作为一个建筑物的单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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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复原图

主要殿堂前必须设立对应的门。其中 ,作为“总入口 ”

的门屋在重大的建筑中非常重要 ,它担负着对外功能 ,

如传达、看守、收发等礼仪功能。“门 ”随着“堂 ”相继

而来。“门”是建筑物的外表 ,或者说代表性的形式 ;

“堂 ”才是房屋的内容 ,真正的使用功能所需要的地

方。因此 ,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

元素 ,而“门制 ”就成为平面组织的中心环节。这种

“内 ”、“外”分立 ,“表面 ”与“内涵 ”分离的设计思想是

其他建筑体系所没有的。

2. 1. 2　门的型制、规模、装饰及门前附属物 ———昭示

门第等级 　我国古代建筑体系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

上 ,尊卑意识、名分观念和门第等级深深制约着建筑的

型制。牌坊、门楼、影壁均是一种标志等级的符号。门

的标志作用已远远超出其具体的功能 ,成为一种浸润

着传统等级思想的物质载体。在建筑群体组织中 ,门

极度地渲染了空间序列的入口和起点。加之封建礼仪

制度的推行 ,使门在型制、规格、用材及色彩等诸方面

有了不可逾越的严格规定 ,起着标示门庭的作用。这

种封建的“门第 ”观念几乎渗透到了封建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

内向布局的庭院式建筑组群 ,只有作为入口的大

门是朝外的 ,是整个建筑组群最突出的外部形象 ,自然

也就成为对外展示和建筑艺术表现的重点。大门的型

制和规模是建筑重要的等级表征 ,是房屋主人的阶级

名分、社会地位的标志。门屋间架、门框大小、门槛高

矮、门钉多少、门扇红黑 ,以及屋顶形式皆有严格的规

定 ,区别出门第等级 ;甚至运用影壁来壮大门面气势 ,

运用石狮、铜兽、华表来强化门的威仪 ,运用门匾、门联

及各种门饰来丰富门面的文化内涵和吉祥语义 ;运用

照壁、牌坊、朝房、金水河、石孔桥等在大门前围构出不

同规模的前庭 ,渲染门前氛围。如山西郭峪村清朝吏

部尚书陈延敬祖居的临街大门做成牌楼的形式 ,立柱、

横枋、斗木共承托着牌楼屋顶 ,门外侧的夹杆石做成石雕

狮子和须弥座。门前的多层台阶更加重了宅第的威严

气势 (图 4)。而大门内还有一道两边加有影壁的二

门。至于普通百姓的住宅大门只不过是在院墙上开

洞 ,安上门板及简单的门罩而已 [ 4 ]。由此可见 ,门成

为封建礼制等级观念的物化形式。

图 4　山西郭峪村陈延敬祖居大门图

2. 2　门的建筑美学意匠

2. 2. 1　门与建筑平面 　空间中介 ———组构空间序列。

“大门 ———深宅 ———多重院落 ”常构成中国传统

建筑的布置格局。“门 ”作为内外空间之间的中介空

间 ,担负着引导和串领整个平面主题的任务 ,同时也代

表着一个平面组织的段落或者层次 ,并成为变换封闭

空间景象的一个转接点。每一道门代表了每一个以院

落为中心的建筑组群的开始 ,或者说是前面的一个组

群的终结。在庞大的建筑群中 ,平面布局中的节奏和

韵律 ,特别是在组群纵深层次的起、承、转、接等各个环

节基本上是依靠门而体现出来的。单体门是增加组群

纵深进落 ,强化主轴线建筑分量的重要手段。组群轴

线上每增设一座单体门 ,就意味着增添一进门庭 ,亦即

为轴线增添一进庭院层次。北京故宫主轴线的空间序

列被认为是建筑史上最佳的时空构成作品。它是依靠

一系列贯穿的单体门来实现的 ,从大清门开始 ,依次是

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坤宁门 ,以神武门

结束紫禁城的布局。其中最精彩的是从天安门到太和

殿 ,经过四个不同形式的封闭空间 ,由窄到宽 ,由低到

高 ,由小到大 ,通过这些变化引出建筑群的主体太和

殿 ,并用多重台阶烘托太和殿的宏伟高大 ,将人性空间

演变成为王权与神权的空间 [ 5 ] (图 5)。前朝后寝、五

门三朝的礼的隆重规制 ,通过工师的规划 ,转化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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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庞大时空构成 ,并取得了礼仪性空间序列与艺术

性空间序列的高度统一 ,充分展示出中国建筑以纵深

轴线组织时空的突出优势和巨大潜能。

图 5　北京故宫主轴线的空间序列

2. 2. 2　门与建筑立面 　视觉中心 ———平衡建筑构图。

人对建筑的视知觉始于造型 ,尤其是立面构图。

中国传统建筑对立面构图十分重视 ,讲究平衡、比例、

对比、韵律等 ,与西方古典建筑的构图法则基本相同。

门本身具有可识别性 ,与建筑主体构成图底关系。其

中 ,门属于聚合性较强的形态 ,称为图形 ,而建筑主体

则相应后退 ,称为背景。作为建筑空间要素的起始部

分 ,门不仅首先引起人们的视觉停留和反复观瞻 ,成为

内部空间或另一空间的前奏 ,同时也是整个建筑形体

或空间环境中的中心和重点。按照传统美学法则设计

的建筑立面 ,往往以门作为构图中心。出现频率最高

的是对称构图 ,门也因而多是对称的。对称体现了最

简单、最普遍的结构秩序 ,从而最具有可辨别性。当门

的位置因功能的需要或者其他原因而必须偏离中心轴

线时 ,一般会采取均衡的方法加以处理 ,使门仍然处于

构图的中心。总之 ,门是某种精神或意象的集合物 ,是

平衡建筑构图的一个中心 ,并暗示着一种空间的终结

与另一空间的开始。

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向院落式布局方式决定了建筑

立面具有“二重性 ”:对外是房屋的外观 ,对内是庭院

的背景。面向同一内院的各座建筑物立面之间的关系

比同一座建筑物各个立面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 ,因为

身处建筑群内的人的视觉感受中 ,同一座建筑物的各

个立面并不是连续的 ,而面对同一封闭空间的建筑群

各个立面之间却肯定存在着更为密切的连续关系 [ 6 ]。

如北京故宫午门的南立面是矩形门洞 (图 6) ,而北立

面却变为拱形门洞 (图 7) ,两种不同的性格与所构成

的空间性质相配合。

图 7　北京故宫午门的北立面

　　视觉框景 ———增加景观层次。

门在此类似于门形的框 ,可用来对景、借景、框景

等。在建筑组群或城市景观中 ,经过精心安排 ,门成为

一个很好的取景框 ;同时 ,门由于其自身的丰富性与表

现力 ,也可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在门与建筑之间 ,以适

当的距离 ,通过“窥管效应 ”,使门框、门洞对近景或远

景进行裁剪、镶框处理 ,从而丰富建筑组群在纵深方向

的空间层次。

视觉符号 ———传达意境文脉。

门作为视觉语言符号 ,具有指示性和象征性。前

者侧重于门的物质方面的内容和含义 ,后者侧重于门

的视觉心理和品质特征。门作为指示性的符号 ,常指

出入口。无论是城市和建筑的出入口、或是房间的出

入口 ,它们都起着指引的作用。同时 ,门还是一种心境

的象征符号 ,如门上的匾额或对子与门一起展现建筑
(下转第 5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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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极限稳定承载力明显低于固接支承条件 ,降低率

13% ～26% ,说明支承条件的改变对于施威德勒型球

面网壳的弹塑性极限承载力影响较大。由于实际工程

中结点的安装误差是不可消除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这样的结论 ,即在工程设计中应适当考虑不同支承条

件对于施威德勒型球面网壳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a) l = 40m, f / l = 1 /7,截面②　　b) l = 50m, f / l = 1 /7,截面②

图 7　不同支承条件下的全过程曲线

3　结论

通过对于施威德勒型球面网壳双重非线性全过程

分析结果的统计、归纳 ,发现施威德勒型球面网壳稳定

性能有着非常好的规律性 ,这些有价值的规律使我们

对施威德勒型球面网壳的弹塑性稳定性能有了一个全

面、准确的认识 ,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材料非线性对于施威德勒型球面网壳极限稳

定承载力的影响相当显著 ,考虑材料非线性影响的网

壳极限承载力最低可达到网壳弹性极限承载力的

26% ,平均为 56%。

2) 竖向不对称荷载作用对于施威德勒型球面网

壳弹塑性极限稳定承载力的影响与弹性分析结果基本

一致 ,表明此类网壳对于竖向不对称荷载分布不敏感。

3) 而对于初始缺陷的影响与弹性分析结果不同

在于 ,初始缺陷对于网壳弹塑性极限承载力的影响较

小 ,按初始缺陷为跨度的 1 /300计算 ,弹塑性极限承载

力与理想网壳极限承载力的平均比值为 62% ,偏于保

守可按降低率为 50%考虑。

4) 由于实际工程中支承条件于理想条件很难保

持一致 ,建议在工程设计中应适当考虑支承条件变化

对于施威德勒型球面网壳极限承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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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与品质 ,使整个空间环境产生意境 ,启发联想 ,

这与以“意”为主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不谋而合。

由于不同地域及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影

响 ,门的形态千差万别。南方建筑的门轻灵通透 ,北方

建筑的门则较为稳重厚实。同时 ,在装饰领域 ,门时常

被设计成一种装饰图案或隔断来表现一种风格与地域

文化。此时 ,门这一符号更多地表现出其物质形态掩

盖下的文化内涵。

3　结语

“门 ”作为中国古典建筑的核心艺术之一 ,作为儒

家“礼制 ”传统的象征物之一 ,渗透着中国传统伦理文

化的精髓以及强烈的民族情趣、地方气息和艺术文化

内涵 ,应在更高层面上得到重视。在现代建筑的创作

中 ,门作为一种常用的建筑造型语汇 ,应汲取门的传统

内涵 ,使其自在生成于建筑之中 ,并使整个建筑空间形

态得到和谐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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