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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皇家建筑内檐装修作为集大成者,其设计师往往会通过新作或添改等方法实现建筑室内

空间的再组织。本文尝试以咸丰五年九洲清晏组群与澄心堂组群互换内檐装修工程为例,通过系统梳理

目前已知隶属于该工程的样式雷图档以及相关档案文献,初步探讨建筑师在完成内檐装修挪安时的设

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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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安”作为清代皇家建筑内檐装修工程中的重要设计手

段之一,主要包括挪用本殿座中的其他内檐装修和挪用其他殿

座内檐装修两种。相较于添做新的内檐装修,皇家建筑师在拟定

“挪安”时,更加关注原旧控制尺寸,即地皮至顶槅高度和抱柱

之间的通宽空尺寸与挪来内檐装修的权衡关系。并且,建筑师在

图纸绘制的过程中,还会通过“拟定号头”的方法强化明晰各槽

内檐装修之间的抵用关系。 

本文尝试以咸丰五年圆明园九洲清晏殿并同道堂、套殿与

绮春园澄心堂并东、西套殿互换内檐装修工程为例,通过辨析目

前已明确隶属于该工程的30余件样式雷内檐装修图档,并结合

相关档案文献,管窥清代皇家建筑挪安内檐装修的设计流程与

方法。 

1 工程背景 

咸丰四年(1854年)腊月,清军平叛太平天国军的捷报陆续

传入宫中,饱受战乱困扰的咸丰帝总算有了喘息的时间,开始计

划驻跸圆明园。然而,王茂荫、薛鸣皋等官员先后请旨暂缓,咸

丰帝虽议处了二人,但依然放缓工程进度[1]。直至咸丰五年

(1855年)七月十四日,咸丰帝决定将大行皇太后梓宫移至绮春

园迎晖殿,为方便皇帝在圆明园听政办事,各殿座的修缮工程才

得以正式开展[2]。九洲清晏殿并同道堂、套殿与澄心堂并东西

套殿也于九月二十四日同时展开了量准踏勘工作,为两组建筑

互换内檐装修工程做足准备工作。 

2 设计流程与方法 

2.1踏勘两组建筑内檐装修旧貌 

踏勘是清代皇家建筑工程中最基础、最先决的工作,在九洲

清晏殿并同道堂、套殿与澄心堂并东、西套殿互换内檐装修工

程中也不例外。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题名“九洲清晏、同道

堂、套殿,咸丰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量准尺寸”的国005-013和题

名“咸丰五年九月二十四日量准,澄心堂糙底尺寸,头次糙底,

东西套殿在内”的国093-006等2件图档可知,咸丰五年九月二十

四日,建筑师进行了第一次现场踏勘。图面内容集中记录了室内

空间皮至皮的“空尺寸”,以及槅扇、门口、坎墙、床、抱柱、

坎枋等构件的数量和高、宽、厚等具体尺寸信息。并且,在国

093-006中还补充记录了部分内檐装修的装饰母题。 

值得注意的是,建筑师在记录各槽内檐装修尺寸数据时,尽

可能避免重复标注。例如,在国005-013中,在同一建筑空间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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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内檐装修的地皮至顶格高、地皮至上枋高、中枋高、横皮高、

上枋高等高度尺寸均统一,所以建筑师仅在殿座名称的一旁记

录一组数据。同时,在某一槽内檐装修的图例处,建筑师也只记

录各相同构件的一组数据。 

此外,踏勘工作也非一次完成。出于核对第一次踏勘获得的

尺寸信息以及补充更为详细的构件尺寸等目的,建筑师会进行

第二次踏勘。以题名“九月三十日对准尺寸底,澄心堂二次对准

糙底,空尺寸”的国089-007为例,建筑师在第二次踏勘时,除了

再次核准各槽内檐装修的空尺寸外,还补充绘制了“后卷东缝碧

(纱橱)”“西飞罩进深”“东次间飞罩”“西进间后金东栏杆罩”

等4槽罩槅的横披扇立样,并记录各横披扇的宽、高、大边宽、

槅心雕花宽等尺寸详情。 

2.2确定内檐装修抵用关系 

在完成踏勘工作之后,建筑师首先需要明确原旧殿座各处

拟改用何种内檐装修,进而经过反复推敲以明确挪用内檐装修

的具体情况。如在题名“九洲清晏抵澄心堂装修”的国

093-009-01中,澄心堂前殿西次间前檐面宽处注明该处的飞罩

拟用“九洲清晏东次间飞罩”并需要“添安装料”。或者,如图1

所示,在拟定挪去他处使用的内檐装修图例旁注明“抵”字,并

将一座建筑内檐装修的抵用情况记录在侧：“澄心堂共装修二十

二槽、方窗一扇、门口一座、床六座、矮床一座,抵用九洲清晏

用十三槽、方窗一扇、床一座、矮床一座,下存九槽、床五座。” 

除用文字注明或标明“抵”字外,确定殿座抵用内檐装修的图档

还有一突出特点,即通常会采用醒目的朱笔来拟定“号头”,以

清晰再现各槽内檐装修之间的抵用关系。 

经初步梳理,目前已知隶属于该工程且标有号头的样式雷

内檐装修图档共计9件[3]。结合记录挪、改、添详情的略节可知,

表达澄心堂并东、西套殿内檐装修挪给九洲清晏殿并同道堂、

套殿用的图档计6件,分别是九洲清晏组群的国005-029、国

009-019-1、故宫藏题名“澄心堂前后殿内硬木装修抵用九洲清

晏”和澄心堂组群的国089-008、国089-005-2、国089-009-3；

表达九洲清晏殿并同道堂、套殿内檐装修用挪给澄心堂并东、

西套殿的图档计3件,分别是澄心堂组群的国093-010、国

093-008和九洲清晏组群的国008-001-03。 

其中,在国093-010中,澄心堂殿座的号头中会于数字前加

上建筑简称,如“九”“套”“同”等,以便建筑师可以更迅速的

查找对应。并且,在确定号头之后,建筑师仍会依据工程情况提

出进一步的修改方案。例如国009-019-1,图名业已明确建筑师

绘制该图档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对准同道堂各槽内檐装修的

尺寸信息,还包括“改号头”。即在咸丰五年十月十四日,建筑师

在旧有编号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将同道堂东次间后檐面宽飞罩

与其南侧的圆光罩的“号头”互换。 

2.3调整拟挪用内檐装修 

在明确各槽装修的抵用关系之后,建筑师的主要工作集中

在如何调整装修尺寸以保证其能精准安设在新位置上。以九洲

清晏明间西缝罩槅为例,通过国005-013旧有踏勘地盘样以及国

005-029九洲清晏挪安新式罩槅后的地盘样和故宫藏“澄心堂前

后殿内硬木装修抵用九洲清晏”立样可知,该处原旧罩槅和新式

罩槅均为十二槅扇碧纱橱,具体尺寸信息详见表1。 

再将新式十二槅扇碧纱橱尺寸信息与国093-006中记录的

挪来此处的后卷东、西次间碧纱橱尺寸相比较可知,横披扇、碧

纱橱槅扇尺寸均未改变。最后,结合故宫藏“澄心堂前后殿内硬

木装修抵用九洲清晏”立样中“添做上中枋”“添做中枋”“添

做抱柱”“添做余腮板”等字样可以明确,建筑师在调整罩槅时

首先要保证拟改内檐装修处的原旧控制尺寸,即地皮至顶槅高

度和通宽空尺寸不变；进而保留拟挪来罩隔槅扇、横披等构件

图1  国106-001(笔者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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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旧尺寸；最终通过调整坎、枋、提装等构件来满足高度吻

合,通过调整抱柱宽、余腮板等构件以满足宽度相符。 

表1. 九洲清晏明间西缝罩隔新旧尺寸对照表 

 

值得注意的是,九洲清晏殿明间进深西缝新式碧纱橱之所

以需要“添安余腮板”,是因为其挪来的槅扇宽度仅为一尺六寸

六分,若要满足通空宽不变,则需要添做宽度为一尺四寸九分的

抱柱。或出于节省用料之目的,建筑师改而添做宽五寸的抱柱,

加之宽八寸九分的余腮板来实现罩隔与大木的衔接。相对应,

九洲清晏殿明间进深东缝新式碧纱橱因挪来槅扇宽为一尺七寸,

所以仅添做宽为九寸的抱柱即可。 

2.4开列清单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无论是在踏勘旧有内檐装修,确定抵用

关系,还是调整尺寸等阶段,甚至为了后期统筹制作、估工算料,

建筑师会随时开列各式清单。根据记录内容的不同,大致可以分

为记录内檐装修详情的清单,统计总数的清单和记录估工算料

的清单,共计三大类。 

第一类便是记录内檐装修详情的清单,此类清单又可具体

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记录殿座旧有内檐装修的清单,主要包

含内檐装修式样,组成构件的数量、尺寸等信息；其二,记录新

式内檐装修的清单,主要包含位置信息、式样信息,以及添改做

构件和数量等内容；其三,记录需要挪走内檐装修的清单,主要

包含位置信息、式样信息,以及挪在他处的位置信息、构件数量

等内容。第二类则是统计总数的清单,此类清单又可具体分为两

种情况：又具体可分为二种情况：其一,记录罩槅、床张等内檐

装修总槽数的清单；其二,记录罩腿、坎窗扇、横披扇、通牙子、

栏杆扇等内檐装修构件总数的清单。最后一类则是记录估工算

料的清单,此类清单通常以某槽内檐装修为索引,其下分别记录

拆除、归安、添做、改做、刷色烫蜡等活计的具体用工情况。 

3 结语 

时至清晚期,或出于节省木料的考虑,皇家建筑师往往优先

选择“挪安”内檐装修来实现旧有建筑室内空间的再塑造。通

过剖析咸丰五年九洲清晏组群与澄心堂组群互换内檐装修工程

的样式雷图档和相关档案文献,可初步探得挪安内檐装修的设

计流程与方法。 

首先,为确保挪来的内檐装修可以精确安设在旧有建筑内,

建筑师会反复踏勘以确保旧有殿座地皮至顶槅的高度、抱柱之

间的通宽等“空尺寸”,以及各槽内檐装修各构件的具体尺寸均

无差错。与此同时,或出于满足使用者对于新式室内空间的情感

需求以及后期添做的需求,建筑师还会记录内檐装修的装饰母

题、具体纹饰等信息。其后,建筑师经过反复推敲,最终通过标

注“号头”的形式明确表达各槽内檐装修的抵用关系。并以此

为基础,建筑师会进一步通过添做、改用坎、枋、提装、抱柱、

余腮板等构件来调整挪来内檐装修的尺寸,以保证其准确无误

的安装在殿座内。最后,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开列清单也是必不

可少的工作内容之一。建筑师通过此方法可系统的梳理整合在

各阶段获取、设计的内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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