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世
界
古
代
建
築
史
上
，
西
方
建
築
和
中
國
為
代
表

的
東
亞
建
築
，
是
較
突
出
的
兩
大
類
型
。
西
方
古
代
建
築

主
要
經
歷
了
古
希
臘
建
築
、
古
羅
馬
建
築
、
拜
占
庭
建
築

、
哥
德
式
建
築
、
巴
洛
克
建
築
、
洛
可
哥
建
築
等
不
同
風

格
和
發
展
階
段
。
東
亞
建
築
在
中
國
影
響
下
形
成
，
主
要

分
布
在
中
國
、
日
本
、
朝
鮮
半
島
、
古
琉
球
和
以
越
南
為

代
表
的
中
南
半
島
地
區
，
建
築
技
術
表
現
出
極
大
傳
承
性

，
建
築
風
格
表
現
出
相
對
穩
定
性
。

斗
拱
制
度

古
建
靈
魂

斗
拱
是
最
具
中
華
民
族
傳
統
特
色
的
建
築
構
件
，
是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科
技
、
藝
術
成
就
的
標
誌
。
它
是
古
建
築

的
基
本
構
件
之
一
，
利
用
懸
挑
樑
的
槓
桿
原
理
，
以
方
形

坐
斗
為
墊
，
承
托
橫
木
，
上
再
置
方
斗
，
逐
層
疊
挑
，
將

遠
處
的
重
量
傳
送
至
承
重
點
上
，
其
原
理
與
現
在
汽
車
輪

軸
上
的
鋼
板
彈
簧
弓
相
同
；
同
時
它
還
增
強
了
木
架
構
的

彈
性
，
提
高
了
建
築
物
的
抗
震
能
力
，
使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具
抗
震
性
能
的
建
築
。

中
國
建
築
最
晚
從
距
今
兩
千
年
的
漢
代
起
，
就
開
始

以
建
材
本
身
的
力
學
原
理
為
依
據
，
作
為
模
數
制
度
的
基

本
單
位
。
此
時
斗
拱
發
展
成
熟
，
以
斗
拱
拱
臂
（
後
來
以

斗
口
）
斷
面
（
稱
作
﹁材
﹂
）
的
尺
寸
，
作
為
﹁材
分
制

﹂
的
基
礎
。
從
現
存
唐
代
建
築
各
構
件
明
顯
尺
寸
比
例
關

係
可
見
，
這
時
已
經
實
行
規
範
的
﹁材
分
制
﹂
。
北
宋
官

方
公
布
的
《
營
造
法
式
》
，
則
將
用
材
、
用
工
等
等
各
項

數
據
系
統
化
、
制
度
化
。
﹁材
﹂
本
身
高
與
寬
的
比
例
設

定
為
三
比
二
，
即
高
十
五
分
（
古
文
分
即
份
）
、
寬
十
分

。
這
就
是
﹁材
分
制
﹂
。
這
個
黃
金
比
例
在
承
重
上
最
科

學
，
是
根
據
木
材
強
度
性
能
，
在
歷
代
建
築
實
踐
經
驗
基

礎
上
，
歸
納
總
結
出
的
科
學
數
據
。
材
有
八
等
，
例
如
一

等
材
，
尺
寸
為
九
寸
高
、
六
寸
寬
。
以
拱
臂
為
基
礎
數
據

，
規
範
出
整
座
建
築
構
件
的
尺
寸
、
建
築
的
體
量
。
比
如

明
清
宮
殿
建
築
，
最
周
邊
的
﹁簷
柱
﹂
，
其
高
度
就
是
簷

下
斗
拱
﹁斗
口
﹂
的
六
十
倍
。

因
為
中
國
古
代
不
是
每
設
計
一
座
房
子
，
都
來
一
遍

數
據
推
算
，
有
些
外
國
人
就
誤
以
為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不
講

究
力
學
，
實
際
上
是
不
懂
中
國
建
築
的
奧
妙
。
官
式
建
築

的
樑
柱
等
木
構
件
尺
寸
，
從
唐
宋
到
明
清
，
呈
現
逐
漸
遞

減
的
趨
勢
，
就
是
在
保
證
建
築
堅
固
的
同
時
，
盡
量
節
省

材
料
。
比
如
北
京
紫
禁
城
，
永
樂
初
建
的
西
北
角
樓
使
用

三
等
材
，
兩
百
多
年
後
康
熙
重
建
的
太
和
殿
才
七
等
半
材

，
至
今
分
別
是
六
百
年
和
三
百
多
年
，
均
安
然
無
恙
。

西
方
古
代
建
築
也
有
﹁模
數
制
﹂
，
但
主
要
是
想
在

人
體
、
幾
何
形
體
和
數
字
之
間
找
到
某
種
聯
繫
。
比
如
將

多
立
克
柱
式
的
柱
高
，
假
定
為
與
男
性
身
體
比
例
相
應
的

六
倍
柱
徑
；
將
愛
奧
尼
柱
式
的
柱
高
，
設
定
為
與
女
性
身

體
比
例
相
近
的
八
倍
柱
徑
。
科
學
的
模
數
制
至
上
世
紀
初

才
最
終
確
立
。

﹁日
新
其
德
﹂
優
良
傳
統

中
國
建
築
，
從
漢
朝
起
已
經
輻
射
日
本
，
至
隋
唐
達

高
峰
。
唐
朝
建
築
對
日
本
古
代
建
築
體
系
的
形
成
影
響
巨

大
，
尤
其
反
映
在
都
城
規
劃
、
宮
殿
、
寺
廟
建
築
上
。
唐

朝
高
僧
鑒
真
大
師
等
東
渡
日
本
，
當
時
日
本
國
都
奈
良
的

唐
招
提
寺
，
是
鑒
真
大
師
按
照
唐
代
建
築
法
式
建
造
的
；

東
大
寺
、
法
隆
寺
、
二
條
城
，
也
是
在
中
國
建
築
影
響
下

建
成
的
。
現
存
日
本
古
建
築
中
，
斗
拱
基
本
屬
唐
宋
風
格

，
他
們
稱
斗
拱
為
﹁組
物
﹂
，
拱
稱
﹁肘
木
﹂
，
等
等
。

奈
良
東
大
寺
主
座
宮
殿
大
佛
寺
始
建
於
中
國
唐
朝
，

模
擬
唐
朝
東
都
洛
陽
官
式
建
築
，
後
來
毀
於
戰
火
，
一
一

九
五
年
重
修
，
邀
請
南
宋
福
建
的
建
築
師
主
持
設
計
建
造

，
所
以
現
存
大
佛
殿
、
山
門
等
建
築
，
帶
有
濃
郁
的
中
國

兩
宋
東
南
沿
海
建
築
風
格
。
日
本
、
朝
鮮
半
島
、
琉
球
群

島
雖
均
為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影
響
範
圍
，
但
日
本
以
學
習
唐

、
宋
為
主
，
之
後
就
不
多
。

近
代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實
行
侵
略
擴
張
的
所
謂
﹁大
陸

政
策
﹂
，
日
本
的
學
術
界
為
這
種
政
策
製
造
歷
史
支
撐
，

胡
謅
出
一
個
﹁崖
山
之
後
無
中
華
﹂
，
說
南
宋
皇
室
一
二

七
九
年
在
廣
東
新
會
崖
山
被
元
軍
追
殺
之
後
，
正
統
中
華

文
化
被
消
滅
了
，
唐
宋
文
化
保
存
在
日
本
。
其
實
此
後
不

久
日
本
進
入
﹁南
北
朝
﹂
（
一
三
三
六
至
一
三
九
二
年
）

分
裂
，
和
大
小
數
十
個
軍
閥
混
戰
的
﹁戰
國
﹂
（
一
四
六

七
至
一
六
一
五
年
）
時
代
，
真
正
的
唐
宋
文
化
幾
乎
蕩
然

無
存
。事

實
恰
恰
相
反
，
﹁崖
山
之
後
﹂
的
元
代
建
築
，
不

但
完
完
整
整
繼
承
了
漢
唐
宋
傳
統
，
而
且
發
揚
光
大
了
中

華
建
築
。
劉
秉
忠
、
郭
守
敬
規
劃
設
計
建
成
的
元
大
都
城

，
不
但
綜
合
漢
唐
長
安
、
洛
陽
和
宋
汴
京
、
金
中
都
都
城

宮
殿
之
長
，
而
且
復
古
《
周
禮
．
考
工
記
》
的
古
制
，
成

為
歷
史
上
符
合
﹁周
制
﹂
的
一
座
城
市
。
而
建
築
科
學
技

術
在
繼
承
宋
代
《
營
造
法
式
》
基
礎
上
繼
續
發
展
，
建
築

藝
術
更
在
唐
宋
基
礎
上
發
生
飛
躍
。
其
中
元
大
內
城
上
四

隅
的
﹁跺
樓
﹂
即
明
清
紫
禁
城
﹁角
樓
﹂
，
被
概
括
為
﹁

九
樑
、
十
八
柱
、
七
十
二
脊
﹂
，
集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藝
術

之
大
成
，
令
所
有
建
築
相
形
見
絀
。

中
華
文
化
的
重
要
精
髓
，
是
《
周
易
》
提
倡
的
﹁自

強
不
息
﹂
、
﹁厚
德
載
物
﹂
，
《
禮
記
》
提
倡
的
﹁日
新

其
德
﹂
，
《
詩
經
．
大
雅
》
﹁周
雖
舊
邦
，
其
命
維
新
。

﹂
保
持
優
秀
成
果
固
然
重
要
，
但
輝
煌
之
後
若
是
墨
守
成

規
，
只
會
走
向
式
微
。
我
們
中
華
民
族
就
是
這
樣
不
斷
追

求
進
步
，
力
爭
走
在
人
類
文
明
發
展
前
列
，
一
旦
落
伍
便

急
起
直
追
。

科
學
﹁大
屋
頂
﹂
優
美
旋
輪
線

高
聳
的
大
屋
頂
，
是
中
國
古
代
建
築
的
又
一
特
徵
，

也
是
技
術
含
量
最
高
的
一
部
分
。
這
種
大
屋
頂
的
屋
面
曲

線
柔
和
，
人
字
形
的
斜
坡
中
間
稍
向
下
凹
，
為
反
拋
物
線

形
，
數
學
上
叫
﹁旋
輪
線
﹂
，
用
於
建
築
屋
面
設
計
，
既

便
於
排
水
又
很
美
觀
。
遠
在
二
千
七
百
年
前
《
管
子
》
及

兩
千
年
前
《
周
禮
．
考
工
記
》
稱
其
：
﹁上
尊
而
宇
卑
，

則
吐
水
疾
而
霤
遠
。
﹂
這
就
如
同
現
在
水
庫
泄
洪
閘
口
﹁

水
簸
箕
﹂
，
在
曲
線
的
斜
坡
上
，
水
流
速
度
比
在
直
線
斜

坡
上
要
快
。
從
宋
代
《
營
造
法
式
》
起
，
將
屋
面
曲
線
定

名
為
﹁舉
折
﹂
，
從
簷
柱
向
裏
，
屋
面
逐
步
舉
高
，
並
有

嚴
密
的
計
算
方
式
，
而
不
是
直
線
斜
坡
。

山
西
太
原
晉
祠
大
殿
聖
母
殿
，
是
留
存
至
今
宋
代
建

築
代
表
作
。
她
創
建
於
宋
初
，
坐
西
向
東
，
殿
高
十
九
米

，
重
簷
歇
山
頂
，
面
闊
七
間
，
進
深
六
間
，
前
廊
進
深
兩

間
，
殿
四
周
設
圍
廊
。
大
殿
採
用
《
營
造
法
式
》
中
﹁柱

升
起
﹂
、
﹁柱
側
角
﹂
等
藝
術
手
法
，
前
簷
八
根
廊
柱
，

由
中
間
向
兩
邊
逐
漸
升
高
（
每
柱
升
高
兩
厘
米
）
，
增
加

屋
簷
曲
線
弧
度
，
翼
角
高
翹
，
使
建
築
富
於
韻
律
感
；
大

殿
前
後
左
右
的
二
十
六
根
廊
柱
，
採
用
三
角
形
穩
定
原
理

，
全
部
略
微
向
內
傾
斜
形
成
側
角
，
使
建
築
物
更
加
穩
固

、
堅
實
和
抗
震
。
大
殿
屋
頂
紓
緩
伸
展
，
屋
面
曲
線
微
微

向
下
彎
曲
，
輪
廓
柔
和
，
造
型
秀
美
，
是
實
用
性
與
藝
術

性
的
完
美
結
合
。

殿
前
是
著
名
的
﹁魚
沼
飛
梁
﹂
。
北
魏
地
理
學
家
酈

道
元
《
水
經
注
》
記
載
，
晉
水
源
頭
在
此
匯
成
泉
池
﹁魚

沼
﹂
，
池
上
是
北
魏
石
橋
﹁飛
梁
﹂
。
沼
內
立
三
十
四
根

小
八
角
形
石
柱
，
柱
頂
架
斗
拱
和
枕
樑
，
承
托
着
十
字
形

橋
面
。
東
西
方
向
的
主
橋
為
平
橋
，
橋
面
長
十
九
點
六
米

，
寬
五
米
，
高
出
地
面
一
點
三
米
，
連
接
前
後
的
獻
殿
、

聖
母
殿
。
南
北
方
向
為
輔
橋
，
橫
亙
於
殿
前
，
橋
面
長
十

九
點
五
米
，
寬
三
點
五
米
，
斜
搭
在
主
橋
上
，
左
右
下
斜

連
到
沼
岸
。
由
於
橋
面
東
西
寬
廣
，
南
北
下
斜
如
翼
，
與

地
面
相
平
，
飛
樑
造
型
猶
如
振
翅
擊
水
的
翼
展
，
使
人
不

由
聯
想
到
《
莊
子
．
逍
遙
遊
》
：
﹁北
冥
有
魚
，
其
名
為

鯤
，
化
而
為
鳥
，
其
名
為
鵬
，
怒
而
飛
，
其
翼
若
垂
天
之

雲
。
﹂
飛
樑
兩
端
下
垂
的
橋
面
，
與
大
殿
兩
端
上
翹
的
簷

角
相
映
成
趣
，
使
得
靜
態
的
建
築
充
滿
動
感
之
美
。
中
國

建
築
的
魅
力
，
除
了
自
身
成
就
，
還
在
於
其
蘊
藏
着
博
大

精
深
的
中
華
文
化
內
涵
。

朝
鮮
古
宮
闕

明
代
舊
制
度

朝
鮮
半
島
不
但
深
受
隋
唐
建
築
影
響
，
而
且
宋
元
明

清
一
直
聯
繫
密
切
。
半
島
最
後
的
李
氏
朝
鮮
王
朝
正
好
跨

越
明
清
兩
朝
，
奉
明
清
正
朔
（
即
用
明
清
年
號
紀
年
）
，

洪
武
二
十
八
年
（
一
三
九
五
年
）
興
建
的
王
宮
景
福
宮
，

按
照
中
原
王
朝
親
王
的
王
宮
規
格
，
參
照
南
京
明
皇
的
布

局
設
計
，
至
今
已
有
六
百
多
年
歷
史
。

景
福
宮
宮
殿
區
位
於
漢
城
（
今
首
爾
）
北
半
部
中
心

偏
西
，
後
靠
山
為
北
嶽
山
。
王
宮
佔
地
五
十
公
頃
，
呈
正

方
形
，
南
北
東
西
闢
光
化
、
神
武
、
建
春
、
迎
秋
四
門
。

主
要
宮
殿
有
勤
政
殿
、
交
泰
殿
、
慈
慶
殿
、
慶
會
樓
、
香

遠
亭
、
興
禮
門
等
。
其
建
築
風
格
以
明
代
為
主
，
但
保
留

了
唐
宋
建
築
的
某
些
特
點
，
比
如
深
遠
的
出
簷
（
房
頂
伸

出
牆
壁
的
部
分
）
、
平
緩
的
屋
頂
、
粗
大
的
木
構
件
。

明
代
紫
禁
城
三
大
殿
庭
院
四
周
，
三
台
之
上
的
太
和

殿
、
保
和
殿
東
西
兩
山
之
下
，
是
隨
山
回
廊
，
沿
着
三
台

層
層
下
降
，
作
為
﹁疊
落
廊
﹂
或
﹁斜
廊
﹂
，
然
後
與
東

西
廊
、
太
和
門
兩
側
的
南
廊
連
結
一
體
，
雄
渾
壯
麗
而
又

玲
瓏
剔
透
。
這
是
沿
襲
漢
、
唐
、
宋
宮
殿
舊
制
，
直
到
清

初
太
和
殿
都
如
此
。
但
明
朝
三
大
殿
三
次
火
災
，
都
是
一

處
着
火
，
便
火
燒
連
營
。
康
熙
三
十
四
年
（
一
六
九
五
年

）
重
建
太
和
殿
，
就
取
消
了
太
和
殿
、
保
和
殿
兩
山
外
的

﹁疊
落
廊
﹂
或
﹁斜
廊
﹂
，
代
之
以
磚
砌
防
火
牆
。
而
明

宮
舊
形
制
，
在
景
福
宮
得
以
保
存
。

明
清
時
期
琉
球
群
島
屬
於
中
山
、
琉
球
王
朝
，
都
城

﹁首
里
城
﹂
，
宮
殿
模
仿
明
清
宮
殿
建
造
，
西
向
面
朝
中

原
，
大
殿
懸
康
熙
皇
帝
御
筆
匾
額
﹁中
山
世
土
﹂，
一
直
與

中
國
保
持
良
好
關
係
，
近
代
十
九
世
紀
末
被
日
本
佔
領
。

越
南
匠
師

供
職
明
宮

越
南
情
況
則
又
有
不
同
。
明
永
樂
皇
帝
建
造
北
京
宮

殿
，
直
接
徵
用
了
一
批
越
南
匠
師
，
他
的
孫
子
明
英
宗
續

建
北
京
宮
殿
，
還
讓
供
職
明
宮
的
越
南
宮
監
阮
安
主
持
工

程
。
阮
安
自
明
永
樂
初
進
宮
，
受
成
祖
寵
愛
，
教
令
讀
書

，
學
習
經
史
，
成
年
後
成
為
有
文
化
的
宮
監
。
他
通
數
學

、
懂
營
繕
，
正
統
二
年
（
一
四
三
七
年
）
接
替
總
建
築
師

蔡
信
，
負
責
修
建
北
京
城
九
門
城
樓
、
護
城
河
、
北
京
城

牆
，
整
修
京
杭
大
運
河
江
蘇
段
的
通
濟
河
，
最
後
參
與
重

建
永
樂
時
燒
毀
的
三
大
殿
。

越
南
阮
氏
王
朝
順
化
王
城
，
始
建
於
嘉
慶
時
期
的
一

八○

二
年
，
建
築
式
樣
基
本
仿
照
北
京
紫
禁
城
，
是
越
南

現
存
最
大
古
代
宮
殿
建
築
群
。

（
作
者
為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學
者
、
北
京
市
檔
案
學
會

副
理
事
長
、
中
國
國
家
博
物
館
研
究
員
）

▲日本奈良東大寺大門
孫碧佳攝影

▲山西太原晉祠大殿聖母殿

▼越南順化皇城午門

▲大英博物館藏《明代宮城圖》，可見三大殿
兩山 「疊落廊」 或 「斜廊」

中
國
建
築
東
方
風
範

近代西方總結中華民

族對人類古文明發展的貢

獻，有中國古代 「四大發

明」 （造紙術、指南針、

火藥及印刷術）之說。近

年國內外學術界對古代中

國人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

貢獻，有了新的認識。英

國著名世界科技史學家李

約瑟、美國學者坦普爾分

別提出二十六項、一百項

；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

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

造》，歸納為科學發現與

創造、技術發明、工程成

就三大類八十八項。筆者

從現存實物觀賞性的角度

，擷取傳統建築、稻作、

絲織、青銅共四項，作為

傳統四大發明之外 「古代

中國發明」 系列。

系
列
四

系
列
四

之之
1

姜
舜
源

文
、
圖

▲故宮奉
先殿內簷
鎏金斗拱

▲日本奈良東大寺大佛殿
孫碧佳攝影

▲山西太原晉祠大殿聖母殿前 「
魚沼飛梁」

▲山西太原晉祠聖母殿前的獻殿
（右）為金代建築

▶北京明清紫
禁城 「角樓」

▲韓國首爾景福宮主座宮殿勤政
殿前興禮門

▲韓國首爾光化門

▲北京故宮清代建築御花園千秋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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