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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

  读过唐朝诗人杜牧《阿房宫赋》的，对“五步一楼，十步一阁”
的描述应该都有印象。据说阁由古代的干栏式建筑演变而来，这种建
筑分为上下两层，底层是空的，上层则有实际用途。所以，阁其实是
一种小楼，形状跟楼差不多，但是四面开窗，比楼更为轻巧多变。阁
的建筑大都是重檐二层，也有只有一层的，平面多为方形或正多边
形，顶多是歇山式、攒尖式，常建在假山或高台之上。阁也有架在水
上的，所以有山阁和水阁的区别。
  阁在园林中通常建得很显眼，可以让人们在上面欣赏四周美景。
  在南方，楼房上的小房间也被称为阁。所以，古代一些女子居住
的地方就叫“阁”，出嫁时便有“出阁”一说了。
  我们现在尊称“阁下”，也和这个有关。对方高高在上被他人仰
视，因此“阁下”可解释为“我在您的‘阁楼（亭台）’之下”。

轩

  轩的意思是有窗的长廊或小屋，也是古典园林中装饰景点的小型
建筑物，多在高处，人从下面仰望，有种腾飞的感觉。
  “轩”字在《园冶》中被称为“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宜置
高敞，以助胜则称”，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代的车，取的是空敞
而又居高的意思。

榭

  在古代建筑中，高台上的木结构建筑叫作榭，用来赏景和休息，
只有楹柱和花窗，没有四周的墙壁。比如花榭、水榭——— 隐在花丛中
的叫花榭，临水的叫水榭。现在的榭基本是水榭，平台伸到水面上，
平台四周有低矮的栏杆，建筑开敞通透，以长方形为主。
  南方园林的水榭整体装饰精巧、素雅，而北方园林的水榭在建筑
尺度上进行了增扩，有王者风范。有些水榭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体建
筑，而是一组建筑群，在造型上也更多样化，像颐和园中的“洗秋”
“饮绿”两个水榭就很具代表性。

廊

  相对于古代其他建筑，廊的功能性较强，它不但有遮风挡雨和交
互通连的实用功能，还能起到分割空间、增加园林景深层次的作用。
  另外，廊自身也是独具魅力的景致，因为廊的形体大多狭长曲
折，空间轻盈、通透，虚实结合，非常美妙。比如水廊，近水而建，
廊基一般紧接水面，顺着自然地势，和园林环境融为一体。
  再比如桥廊（也有叫廊桥的），又是桥又是廊，一个建筑两个作用。
桥廊的选址和造型较讲究，好看的廊桥在水中的倒影也很美。

舫

  舫是在园林水面上建的一种船型建筑物，一般分为三段：前舱比
较高，中舱稍微低一些，后舱会建一个两层的楼房，可以供人们游玩
设宴、欣赏水景。
  我们知道，船是古代江南的主要交通工具，庄子说：“无能者无
所求，饱食而遨游，泛着不系之舟。”后来，被称为“不系之舟”的
舫成了古代文人隐逸江湖的象征，表示园主从此隐逸江湖。比如，苏
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如何体现“江海寄余生”呢？
那就在园林中造一个舫，象征船吧。
  所以，通过“舫”这个例子，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真
的是把浪漫情怀都带到了建筑之中。      据《北京青年报》

亭

  在金文里，“亭”字就像一把伞的形状，庇护着下方。亭最早出
现在周代，指的是设在边防要塞的小堡垒。秦汉以后，使用亭子的地
方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人们休息的地方。唐宋以后，亭子的造型越发
丰富，建造也更加精细考究。
  正因为这样，亭子也被纳入了园林设计当中，如果布置得合理，
能把整个园林盘活，让园林空间有更好的景观艺术效果。
  那啥叫亭子呢？从造型上来看，它有顶无墙，四周是通的。《园
冶》对亭子的描述为：“造式无定，自三角、四角、五角、梅花、六
角、横圭、八角至十字，随意合宜则制，惟地图可略式也。”也就是
说，亭子以因地制宜为原则，只要平面稳定，形式也就基本确定了，
变化的地方集中在“顶”上。
  亭子的顶有攒尖顶、歇山顶、庑殿顶、悬山顶、硬山顶等。较常
见的攒尖顶，是各条戗脊从柱中向中心上方逐渐靠拢，最终集中成一
个像伞头一样的尖顶。
  亭子顶的檐角一般都反翘，北方的亭子顶起翘平缓、持重；南方
的亭子顶比较夸张，檐角像半月形一样翘得很高，像要展翅高飞
的鸟。

台

  台在商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在春秋战国时期盛行，是中国最古
老的园林建筑形式之一。
  我国古代的建筑基本以台为底，这个“台”和我们现在说的
“台”不一样，是指一种高出地面的方形平顶构筑物。台的功能有很
多，像用于祭祀的“礼台”，用于宫殿建筑群中的“崇台”，用于观
赏景色的“赏台”，用于军事防卫的“御台”，用于观测星象的“天
文台”。在江南园林里搭台，它的主要作用其实很明显了，就是用来
观赏景色，比如，扬州瘦西湖西岸的熙春台，相传是为给乾隆皇帝祝
寿而修建，分上下两层，看上去端庄华丽。

楼

  楼很简单，就是两重以上的屋，所以有“重层曰楼”一说。楼的
位置，在明代大多数是在厅堂的后面，在园林里一般用作卧室、书房
或是用来观赏风景。由于楼高，也常常成为园中的一景，尤其在临水
背山的情况下更为明显。
  楼的大小根据需要和所处的环境而定，面阔多为三间或五间，偶
见四间、三间半或一间半带走廊的；进深多至六间，楼顶大多是歇山
顶或硬山顶。
  如果楼在园林里作为主景，它所处的位置应该明显突出，如果作
为配景，就应该建在隐蔽处。

  说起传统园林里的建筑，常见的有亭、
台、楼、阁、轩、榭、廊和舫等不同类别，它
们离当代城市建筑形态比较远，虽时见于书
本，但若准确说出其含义、特色，也不是件容
易事。本期“长见识”带您了解不同建筑的相
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