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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和差异，而书法之美与建筑之美是互通的，尽管材质各异，但构成原理是一致的。用
建筑的视角审视书法，能够确切的明晰书法的结构及艺术内容。从意境的视角透视书法与建筑，书法空间的种种玄妙似乎是建筑的
投影，书法已经融入建筑中。所以本文从书法字体、对称性、阴阳结合三个方面，对书法与中国建筑的关系展开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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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汉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
的历史长河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
作用， 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所谓建
筑，就是指造房子、修路、架桥等，也特指建筑物。原则上，
一种好建筑必含有以下三要点：实用；坚固；美观。 

一、从书法字体看书法与中国建筑的关系 
（一）从线条看建筑的设计。 

 
图 1 

线条是书法艺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是书法艺术的根本和命
脉。书法中的线条具有纯粹抽象、独立的性质，由一画、二画、
三画以至万画。线在运动中发展、丰富，实现完美的篇章。因
此，在书法艺术中，线条是整个书法艺术的精髓。例如:“一波
三折”，日常指事情发生中的曲折多端，这一成语最早却源于论
书法，“一波三折”的概念扩大到传统艺术的许多领域，实际上
是传统艺术一个重要的特征。 

在书法创作中，从一“点”、一画、一字、一行到篇章，都
贯穿着“一波三折”的原理。如“山”字，是表示三个连绵的
山峰，“水”字，是表示着三条并列的溪流。而中国古代建筑中，
“一波三折”也得到了普遍地运用（如图 1 所示）。初步证明，
书法与建筑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看到书法的线条以及字形的
整体结构，就可以使人联想到建筑艺术设计。 

（二）从字体构成看房屋的种类和用途。 
字体的构成也常常表现出房屋的种类和用途，或者说明了

建筑物的性质。房屋是由“穴居”发展而来，由自然山洞的“穴”
到半地下的“穴”，于是一系列有关房屋用途的字就由“穴”作
为部首而来。例如“穹、窖、窗、空”等，这些字都是半地穴
式房屋的组成部分。如“窗”，原意是指半地穴式房屋顶部的一
个开口——天窗；“窖”是指半地穴里作为储藏东西的“圆形袋
状的坑”。“宀”表现的是屋顶，在屋顶下又容纳了很多事物，分
别代表房屋的各种功能。这一类的字有“宫、室、宅、寝、宇、
家”等。“家”字是屋顶之下又一只猪，应该表示“猪屋”，或者
表示每户人家都养了一头猪；“宗”字里面的“示”表示“祀”（即
“土地神”），屋顶之下放了一个“土地神”，当然就是土地庙了；
“宫”字表示屋子里面有很多房间，就是规模较大的建筑物。 

（三）从用字部首看建筑材料。 
建筑物的构件名称一般多以其材料及“形声”来组成。例

如“梁、柱、栋、楹”等都从“木”，“墙、壁、垣、堂”都从
“土”，“础、碑、碣”都从“石”。还有“钩、镉、铺”等从“金”。
在字形上一看便明白这些构件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有时同一

字可从不同部首，如从“木”、“土”或“石”，则表示该构件可
用不同的材料制成。总体来说，以“木”字旁组成的材料汉字
最多，这也表明了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材料构建为主。 

二、从对称性看书法与中国建筑的关系 
对称性从最早的殷商的甲骨文中就融入了古人对于对称形

式的理解。书法中的小篆在秦汉时期作为一种全国通行的字体，
它不但具有结构上、用笔上便于书写等特点，更具有强烈的对
称性。例如（图 2 所示），小篆是在甲骨文、大篆的基础上逐步
发展起来的：小篆的这些对称形式，在甲骨文、大篆中就有所
体现，只是还属于雏形阶级。后来小篆更加“整齐”化．对称
结构就得到了强化。 

 
图 2 

中国建筑紫禁城内的古建筑群也是非常注重对称美。通过
紫禁城的核心位置，贯穿着一条中轴线：从外城永定门开始，
经过内城正阳门，然后进入宫廷广场的大明门，穿过广场，便
是皇城上的承天门，承天门内有瑞门，瑞门以内迎面而来的才
是紫禁城正面的午门，又叫五风楼．在这条中轴线的东西两侧，
对称排列着内外两城最重要的建筑群，东面是天坛，西面是山
川坛，以及太庙和社稷坛．进入午门之后，所有的建筑物都采
用了更加严格的对称排列形式．其中，只有代表皇权统治中心
的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及内廷后三宫--乾
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才端端正正地布置在正中央，且每座
大殿上的蟠龙宝座，都坐落在中轴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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