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 日，“时空变调——山西古建筑数字艺术展”在
山西博物院开展，展期持续到 10月 31日。山西拥有全国
最丰富的古建筑资源，这些矗立在三晋大地之上的瑰宝，
仿若时间长河里绵延的乐章。

在参观古建筑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说：“传统木
结构建筑不使用一根钉子，全靠榫卯结构”，这是真的吗？

那么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榫卯结构？榫卯是木作
当中最常见的结构方式，广泛运用于中式建筑、家具及其
他木制构件上。通过凸凹部分的拼插嵌接，将不同的部
分连接为一体。凸者为榫（又叫榫头），凹者为卯（也叫榫
窝，卯口）。

榫卯结构在我国历史久远。在距今约 7000年前的河
姆渡遗址，人们发现了大量榫卯结构的木质构件。这些榫
卯结构主要应用在河姆渡干栏式房屋的建造上，有凸型方
榫、圆榫、双层凸榫、燕尾榫以及企口榫等，成为我国可追
溯最早的榫卯使用实例。

榫卯的结构运用范围非常广泛，比如面与面、点与面、
点与点以及构件组合等，通过凸凹的交错扣合，组成既牢
不可分又难以撼动的木结构作品。

除了具备出色的牢固性，榫卯结构更体现了古代先
民们对力学的深刻理解和巧妙运用。他们通过长期的实
践积累与不断改进，因地制宜地将力学原理融入榫卯结
构的建筑中，结合木建筑本身的优异刚度、承载力和耗能
能力等力学特性，使得中国传统木构建筑具备了很强的
抗震能力。此外，随着外形设计的不断优化和雕刻工艺
的融入，传统榫卯结构不仅保持了其实用性，更增添了观
赏性和艺术性，成为了一种兼具实用与审美价值的独特
建筑技艺。

中国的古建真的“不需要一根钉子”吗？这其实是片
面的。

《阿房宫赋》中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
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大
意是阿房宫耗费巨大，致使承重的柱子比田地里的农夫还
多；架梁的椽子比织布的女工还多；梁柱上的钉帽熠熠生
辉，比仓库里粟粒还多。

“钉头磷磷”四字，代表着在杜牧的认知里，盛大恢宏
的宫殿里会使用大量的钉子，钉帽裸露在外，还成为了一
种华丽的装饰。

宋人李诫所著的《营造法式》，最后一卷赫然写着“诸
作用钉料例、诸作用胶料例”“椽钉，长加椽径五分（有余分
者从整寸，谓如五寸椽用七寸钉之类）；角梁钉，长加材厚
一倍；飞子钉，长随材厚……”

意思是：椽钉的长度为椽子直径的基础上再增加五分
（如果椽钉有多余的部分，则采用整寸计算，比如，五寸的

椽子用七寸钉之类）；角梁钉，长度在用材厚度的基础上加
一倍；飞子钉的长度和所用材料厚度相同。除此之外，还
有大小连檐钉、搏风板钉、猴头钉、圆盖钉、拐盖钉等。书
中详细解释钉子在不同位置的长度，对每一个建筑构件上
的用钉数量和位置也作出规定。

除了木构建筑本身，在屋顶上的瓦和套兽上也会用钉
子来固定。我们在参观很多博物馆时，会看到一种半圆形
的筒瓦，往往在靠近瓦面的地方会有一个卯眼，成套的会
有一枚陶钉或一个装饰，那就是瓦钉的所在。用在屋檐的
最前方来固定瓦当。明清时期的悬山顶、歇山顶建筑上，
也可以看到钉帽，在屋顶两侧搏风板上会有成组的钉子用
来固定檩条的两端，钉帽朝外呈正六边形排列，形似梅花，
所以又叫梅花钉。屋顶这样的设计可以保护檩条两端不
受风雨侵蚀，同时钉帽也起到了装饰的作用。

很多榫卯本身也会用一种木制的楔钉，用于两段木构
件以榫卯连接的重合处，用楔钉插入卯眼，确保榫卯构件
不会因为滑动发生松脱。这种连接方式不会因为木头老
化导致结构松动，不同于钉子靠挤压来迫使木头本身来固
定，更结实耐用。

在木结构建筑的维护和加固中，同样会大量使用钉
子，尤其是铁钉。木头由于其本身为有机物的属性，年深
日久，会出现开裂、蛀蚀、糟朽、脱出等问题，传统的修护办
法就是使用铁件来加固。

比如大的架构出现承重问题，开裂的木梁、椽子和糟
朽的柱子等，会采用铁箍加钉子的形式进行加固；宫殿等
带有顶棚的建筑会出现顶棚下沉的情况，需要利用铁钩和
铁钉在梁架上对顶棚进行固定和牵引。诸如此类的加固
和修复其实都需要用到铁钉。

由此可见，钉子在中国木构建筑中是非常常见的，而
所在的位置，大部分都在梁架之上的建筑部分，或者位于
榫卯结构本身。榫卯接合处或者修复维护的部分往往又
比较隐蔽，所以，平时参观古建筑时，如果不是特意观察，
能看到钉子的机会其实不大。

还有一种钉子是大家最常见的，就是门钉。门钉一般
会用在院门、城门、宫门等比较大的板门上，最初是被用作
加固门板的，因为大门会用到多块木板拼接而成，钉帽设
计成了泡头状，令其兼具装饰的效果。

根据考古发掘，在大约 1500 年前，也就是南北朝时
期，门钉就已经出现了，唐代之后更为常见，一直到清朝
时，对门钉的使用数量作出了明确规定。

如此看来，钉子与木构的古建筑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关
系。木构建筑虽然可以通过榫卯结构搭建起来，但是钉子
的使用是榫卯结构本身牢固度和耐久性的保证，特意强调

“不使用一根钉子”过于片面。

多年以前，太原市文物局策划选取若干有极高历
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同太原广播电视台合作拍摄
一部系列专题片，宣传太原的历史文化。文物专家们经
过深入研讨和细致筛选，列举出了太原各个历史时期的
重要文物，选到宋代时，提及了圣母殿、侍女像等。就在
这时，晋祠博物馆的同志突然想到，在晋祠保存有一座
木构建筑模型，他们把它叫做“小木作”。经过讨论，大
家认为“小木作”以前没有宣传过，其年代久远、价值很
高，可以挖掘出很多历史文化信息，拍摄出来可能颇有
些新意，会给观众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所以把它确定
为拍摄对象之一。

“小木作”一词，顾名思义，指体积较小的木制作
品。依我看来，可能类似于孩子们玩的积木般的木构模
型。然而，数日之后，有人发来“小木作”的照片，呈现于
眼前者竟是一体量颇为庞大的木构件模型，与我先前之
想象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据晋祠的同志介绍，已故山西著名古建筑专家柴泽
俊先生曾见过这件“小木作”，判断其应为北宋时期的作
品。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资料，这无疑给我们的专题片
拍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正当纠结之际，我听闻台湾省著名古建筑学者李乾
朗教授正在山西博物院举办“话画古建筑”讲座和“穿墙
透壁——李乾朗古建筑手绘艺术展”的消息。

我们想借助李乾朗教授对中国古建筑的多年研究
经验为我们解读这件“小木作”。

那是一个周六，阴雨天气，我驱车同李乾朗教授一
行来到晋祠博物馆。打开房门，“小木作”赫然呈现在
眼前。

这是一座二层楼阁式建筑小样，通高 3.5 米，宽 3

米。平面呈“凸”字形，面宽、进深均为五间，通体以本地
柳木制成。檐下斗拱以四层设置共 120 组，各层斗拱表
面红色打底，金（黄）显其表，为《营造法式》中的“五彩遍

装”样式。
这么大的一个“小”物件儿，虽然已经历经数百年，

但依然保存完好，精巧的结构淋漓尽致地展示着古人精
湛的“匠人精神”，古朴的造型让浓浓的古风古韵扑面而
来。李乾朗教授目测后分析，这应该是一座两层的楼
阁，层与层中间原有柱子支撑，一层应该有 24根木柱，二
层应该有 12根木柱。解读的过程中，李教授还用笔简单
复原了这座模型的原样。

李教授在认真观察“小木作”的同时，介绍中国古代
将建筑称为“营造”。其意思为先经营之，再建造之。经
营即构思，所以古人有做一个与建筑本体类似的木构模
型放在建好的建筑内的习俗。晋祠保存的这座“小木
作”是他见过的最大的木构模型，也许也是国内现存最
大的木结构建筑模型。

晋祠这座“小木作”的主要构件有着显著的宋代特
征，应为北宋原物。如鸱吻、悬鱼、出头的普柏坊、像一
朵花儿一样的梯形扇面斗拱等，都具有典型的宋代特
征。“小木作”层与层之间原来竖立木柱之处，明显是下
方一层比上一层靠外，说明原有的立柱不是垂直而立
的，而是略向内倾，形成一定夹角，这样可以增加木构模
型的稳固性，这在《营造法式》中称为“柱侧角”。和“小
木作”样子完全相同的建筑在现实中可能已不复存在，
但在古画中可以找到它的样子。李教授让人将北宋画
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建筑与“小木作”进行比
对。他认真分析了“小木作”一层的斜昂、平昂等构件造
型的特点，经对照发现与晋祠圣母殿及献殿的构件造型
高度吻合、如出一辙。在他看来，“小木作”与晋祠一定
有着直接的联系，应是出自晋祠的珍贵文物，也许在晋
祠的土地上，真的曾经存在过这样一座精美的楼阁。

几个月后，李乾朗教授凭着记忆复原了晋祠“小木
作”，用他特有的绘画风格再现了这座宋代木构模型的
风采。

晋祠小木作彰显古建之美晋祠小木作彰显古建之美
冀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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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人 民 革 命 军 事 博 物 馆
里，陈列着一门我军历史上最著名
的迫击炮，这门由太原兵工厂制造
的迫击炮材质为钢质，口径 7.5 厘
米，炮管长度 135厘米，炮管、炮架、
方 向 机 、底 座 等 各 部 分 均 保 存 完
好。它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击
毙 日 军 中 将 阿 部 规 秀 的 功 勋 迫
击炮。

1938 年 10 月，抗日战争进入
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将进攻重点由
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加紧对抗
日根据地的军事“扫荡”。 1939 年
10 月，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 2 万余
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冬季大

“扫荡”。
被日本军界誉为“名将之花”

“战术专家”的陆军中将阿部规秀，
命辻村宪吉独立第一大队赶赴涞
源，会同盘踞涞源的第四大队，兵分
三路对走马驿、银坊地区进行“扫
荡”。日军分路“扫荡”的动向早早
被我涞源情报站探知，晋察冀军区
第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认为敌人孤
军深入，八路军可以在雁宿崖、银坊
设伏，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11月
3日，八路军三个团五六千人伏兵雁
宿崖，经过激战，击毙包括辻村宪吉
在内的日军 500余人。

消息传到张家口，刚刚晋衔的
阿部规秀大怒，本想着打几个漂亮仗，没想到被八路军打
了一个响亮的耳光。阿部规秀气急败坏，11月 4日凌晨，
他亲率精锐 1500 人，分乘 90 多辆卡车急驰涞源。敌人
一出动，八路军就得到了情报。杨成武将情况报告给聂
荣臻司令员，分析敌军有可能集中兵力沿着辻村宪吉所
走的旧路进至银坊，再西取走马驿或东扑黄土岭，找我主
力决战，建议我军再进行一次伏击战。聂荣臻采纳了该
意见，他要求以小部兵力诱敌东进到黄土岭，再利用有利
地形集中兵力予以歼灭。贺龙将 120师特务团也调给杨
成武指挥。11月 7日下午 3时左右，敌人进入黄土岭埋
伏圈。

战斗打响，上庄子至黄土岭几里长的山沟间，枪声大
作、杀声震天，整个黄土岭东部弥漫在一片炮火硝烟
之中。

黄土岭东有个名为教场的小村庄，在八路军的打击
下，敌人主力在教场东西山谷的河滩中，组织兵力抢占孤
石山及教场南面山脚一线狭窄的山梁。这时，八路军一
团团长陈正湘在望远镜里发现，在南山根东西向的山梁，
有 3 个向北凸出的小山包，中间那个山包上有几个挎战
刀的敌军官和几个随员，正举着望远镜向 793高地及上
庄子方向观察；在教场小河沟南面距南山小山头 100米
左右的独立小院内，也有腰挎战刀的敌军军官出出进进。

陈正湘判断，独立小院是敌人的指挥所，南面小山包
是敌人的观察所。

陈正湘当即命令通讯员主任邱荣辉跑步下山调炮兵
连迅速上山，在团指挥所左侧立即展开战斗。炮兵连进
入阵地后，陈正湘指给他们两个目标，并要求他们一定将
两个目标摧毁。杨九祥连长在目测距离后说：“直线距离
800米，在有效射程之内，保证打好！”在杨九祥连长指挥
下，炮手连发四炮，四发炮弹均在目标点爆炸。从望远镜
里观察，独立小院里的敌人跑进跑出，异常慌乱。

当时被敌人关在独立院落东边小屋的老百姓，亲眼
看到炮弹在独立小院屋前爆炸，日军指挥官被炸倒，连那
条狼狗也被炸裂了肚子，可是没有一块弹片飞进小屋子
里，群众更是无一受伤。

后来得知，阿部规秀就是死在这次炮击之下。阿部
规秀之死，日本朝野上下震惊。东京各大报刊纷纷报道
阿部规秀的死讯。阿部规秀是抗日战争中被八路军击毙
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日
士气。

为此，身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亲笔起草了一篇电文：
“日本陆军省发表阿部规秀中将被我军击毙，此消息总部
应向各方公布，广泛宣传我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威力，粉碎
游而不击之诬言。”

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中讲道：“法西斯匪徒的嘤嘤哀
鸣之声，当然丝毫牵动不起我们的怜悯之情。我们以更
积极的战斗行动打击日寇，太行山上燃起了更加炽烈的
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让万恶的日寇永远在英雄的太行
山面前发抖吧！”

木构古建是否真的无钉木构古建是否真的无钉
王游美

西周兽面纹方彝（山西博物院藏山西博物院藏）

晋祠宋代小木作（晋祠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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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收藏的西周
兽面纹方彝，为国家一级文
物，2006年出土于运城绛县
横 水 倗 国 墓 地 1006 号 墓 。
方彝整体呈长方形，高 37厘
米 ，口 长 22 厘 米 ，15.8 厘
米。造型像房子，盖和盖钮
均作四坡式屋顶形，侈口，束
颈，腹微曲。器具表面通体
饰花纹浮雕。器盖和器腹的
中心位置均装饰由涡纹和云
纹组成的圆形漩涡纹。盖和
腹的四面饰双龙组成的内卷
角大兽面，阔口獠牙，巨睛利
爪。口沿下饰双体龙纹。方
圈足饰长冠垂尾凤鸟。自盖
至足的四隅皆有扉棱，颇显
凝重大方。如此奇特的造型
仅见于西周中期，之后甚为
少见。

彝，青铜礼器的通称，是
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贵族
在祭祀、宴飨等活动中使用
的酒器。方彝，名如其形，其
实是古人为这类方形彝定名
时的权宜之计。方彝器身大
多为长方形，上有盖，直口，
腹部大多平直，也有少数方
彝下腹外鼓成曲腹状。其盖
上小底大，造型很像房屋，有
的盖子形如四坡式屋顶，有
的形如五脊式屋顶，有的与
器身接合部位还有类似斗拱
的装饰。圈足上往往每边都有一个缺口。有研究者推
测，它的设计者可能借鉴了当时宫殿的建筑造型。盖
和腹部通常绘有精美的花纹，如饕餮纹、云雷纹等，除
装饰作用外，还可反映当时社会的文化、宗教和艺术观
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西周时期的方彝往往不会单独出现。西周早中
期，方彝、尊、卣、觥会三三两两形成组合，纹饰一致，出
土时也摆在一起，表明其间有组合关系。

这件西周兽面纹方彝出土于西周中期的倗伯夫妇
墓葬，由与其组合摆放的方觥、方尊内饰铭文推测，其
墓主是西周王朝分封的倗国一代国君——倗伯。有考
古学者认为，倗为媿姓，其为商代鬼方的后裔，属文献
记载的赤狄族群之一；到春秋早中期之际，墓地不再使
用，倗国可能被晋国吞并而灭亡，或迁徙他处；倗氏最
迟在晚商时期已经融入中原文化，受到商文化的强烈
浸染，它原本可能是商的属国或盟国，周灭商后归顺于
周，其后被迁置于此地。

击毙阿部规秀的太原造迫击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藏）

黄土岭战斗中的迫击炮阵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