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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屋面的转折处或屋
面与墙面等的交接处，在屋面工程
中是一个关键部位，由此产生了屋
脊，着意使用瓦（或砖）、灰等材
料做成砌筑物。其中，各脊交接或
尽端处，尤其成为屋面工程中关键
性的节点，在营建过程中被予以重
视。除屋面防水外，屋脊很早就开
始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例如屋脊
勾勒出了建筑的整体轮廓，有较强
的艺术效果；并随着古代建筑的发
展，逐渐在屋脊上施用兼具构造和
装饰功能的脊饰，[1]还引发出一定
的等级意义。

在脊部端头的构造节点，以往
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正脊两端的瓦
件 ， 其 中 高 等 级 建 筑 以 所 用 鸱 尾
（鸱吻）最受关注。[2]除鸱尾（鸱
吻）以外，屋脊上具有很强装饰效
果的还有脊头瓦或兽头，也往往用
于高等级建筑中。在可以用鸱尾的
建筑中，脊头瓦或兽头往往与鸱尾
相配套，主要用于垂脊、戗脊的两
端。在一些等级上不能使用鸱吻的
建 筑 中 ， 兽 头 还 往 往 用 于 正 脊 两
端。本文即主要分析中国古代建筑
中从脊头瓦向兽头的转变，及其在
建筑屋面不同位置可能的差异。

一、从脊头瓦到兽头

主要用于建筑垂脊和戗脊端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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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3]这类脊头瓦所使用的位
置可以参考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晚
期墓葬的门楼图，其上可见清晰的
兽面纹样脊头瓦图像（图1）。

北朝时期脊头瓦时代较早的实
物，如北魏洛阳城一号房址[4]和永
宁寺遗址[5]出土者，其中一号房址
出土的兽面脊头瓦保存较为完整，
兽面雕塑立体，瞪眼竖耳，张口獠
牙，脊头瓦上部为圆弧形，下部方
形（图2）。河北邺城遗址近年出
土 或 采 集 的 脊 头 瓦 ， 整 体 面 貌 与
此类似。例如上柳村附近采集的脊
头瓦，整体也为上圆下方，与北魏
洛阳城一号房址出土的脊头瓦相近
（图3）。但兽面形态已有变化，
兽面两侧鬃毛上卷，兽面嘴部两侧
作出两个兽爪。[6]新近在宫城区发

装饰性瓦件的形态经历了从平面逐
渐立体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总的来
看北朝至唐代中期基本为较为平面
的脊头瓦，往往装饰兽面纹样，常
常被学者们称为兽面瓦（也有学者
称为兽面砖，日本学术界习称“鬼

图 1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墓葬门楼图局部
（采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
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图 3  河北邺城遗址上柳村附近采集脊头瓦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邺城
文物菁华》第 88 页）

图 2  汉魏洛阳城遗址出土脊头瓦（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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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出土的脊头瓦（图4、图5），形
态、纹样也与此类似，其中一件还
在兽面额部正中有一穿孔，或许和
脊头瓦在屋面上的固定方式有一定
关系。[7]

稍晚开始出现长方形或梯形的
脊头瓦，纹饰除兽面纹样外也开始
出现植物纹样。在隋仁寿宫、唐九
成宫遗址三号遗址出土一件长方形
陶制构件，外周一圈联珠纹，其内
饰一圈素面凸棱，内部饰莲花、卷
草簇拥摩尼宝珠纹样，发掘者推测
这件可能是一件“脊头砖”（图6
左）。[8]按类似的纹样在邺城遗址
东魏北齐宫城区出土铺地石上也出
现过（图7），这件植物纹样的脊头
瓦时代可能较早，或为隋代。三号
遗址周边还出土多件梯形脊头瓦，
形态也与前述邺城遗址出土的较为
近似（图6右）。

  唐代遗址尤其是长安、洛阳
两京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的脊头
瓦个体较多。其中，从目前掌握的
考古资料来看，上圆下方形式的脊
头瓦一直沿用到唐代前期，唐长安
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即出土一件（图
8）。[9]更多的则为平面长方形或梯

建所用砖瓦的烧制地点，下举两种
不同形式脊头瓦的共存关系还提示
我们有无联珠纹、有无兽爪都不是
兽面纹样脊头瓦年代早晚关系的关
键因素（图14），分析兽面纹样脊
头瓦的时代早晚主要应从脊头瓦形
态和兽面纹饰的演化着手考虑。

形的脊头瓦，纹饰及构图多相似，
外周常见一圈联珠纹装饰，兽面怒
目 圆 睁 ， 张 口 獠 牙 ， 两 侧 鬃 毛 卷
曲，上部常见二角，部分在嘴部两
侧饰二兽爪（图9-12）。

这样的脊头瓦不仅在长安、洛
阳城内发现较多，在长安周边的唐
代帝陵也多有出土（图13）。[10]此
外，还在陕西富平的唐代窑址中发
现，[11]富平桑园唐代窑址的发现不
仅提示了关中东部地区唐代帝陵营

图 4  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 206 号
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出土脊头瓦（采自《河
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 206 号
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第 67 页）

图 6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三号遗址出土脊头
瓦（采自《隋仁寿宫·唐九成宫：考古发掘报告》
图版七二，1，3）

图 7  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 206 号
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出土铺地石（采自《河
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 206 号
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第 64 页）

图 8  唐长安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出土脊头瓦
（采自《唐代大明宫》图版五六，2）

图 9  青龙寺出土脊头瓦（采自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编著《青龙寺与西明寺》，文
物出版社，2015 年，第 65 页，图版二一）

图 10  西明寺遗址出土脊头瓦（采自《青龙
寺与西明寺》第 139 页，图版五七）

图 11  隋唐洛阳城东城砖瓦窑出土脊头瓦
（ 采 自《 隋 唐 洛 阳 城：1959-2001 年 考 古 发

掘报告》第 4 册彩版 34）

图 12  隋唐洛阳城上阳宫遗址出土琉璃脊
头瓦（采自《隋唐洛阳城：1959-2001 年考古
发掘报告》第 4 册彩版 70）

图 5 河北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 206 号
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出土脊头瓦（采自《河
北临漳县邺城遗址东魏北齐宫城区 206 号
大殿基址及附属遗迹》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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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代中后期开始，较为平面化
的脊头瓦逐渐开始被形象更为立体
的兽头所取代。这一趋势从上举唐
肃宗建陵出土的脊头瓦就可以反映
出来（图13右），这件脊头瓦通高
26、下宽27厘米，兽面纹饰向外鼓
起呈弧形，与之后的背板形成一个
空腔。兽面纹饰更加富有立体感，
五官比例较昭陵出土脊头瓦更加夸
张 。 进 一 步 发 展 ， 即 表 现 为 隋 唐
洛阳城温柔坊遗址出土的兽头形象
（图15）。这件兽头高37.2厘米，
兽 面 样 式 仍 为 张 口 獠 牙 、 怒 目 圆
睁，鬃毛卷曲、上出两角，但兽面
狰狞夸张、高高凸起，已完全摆脱
了平面化的限制，展现出立体的形
象了。[12]

图 13  唐代帝陵出土脊头瓦（左：唐昭陵北
司马门遗址出土，采自《2002 年度唐昭陵北
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第 11 页；中、右：唐
肃宗建陵出土，采自《唐肃宗建陵出土一件
兽面脊头瓦》第 112 页）

图 14  陕西富平三原（桑园）村唐代窑址出
土脊头瓦（采自《陕西新出土文物选粹》第
115、116 页）

图 15  2003 年隋唐洛阳城温柔坊遗址出土
兽头（采自《魅力洛阳：河洛地区文物考古
成果精华》第 83 页）

图 16  渤海上京城出土兽头（左出自皇城南门，
右出自 2 号宫殿，采自赵哲夫、李陈奇《渤海
三彩：渤海上京城出土釉陶》，文物出版社，
2013 年，第 29、40 页）

图 17  西古城一号宫殿遗址出土绿釉兽头（采
自《西古城：2000-2005 年度渤海国中京显
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第 126 页）

图 18  广州南汉时期遗址出土兽面脊头瓦（采
自《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萃》
第 206 页、《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千年
中心地》第 160 页）

图 19  广州南汉时期遗址出土建筑脊饰（采
自《南越国宫署遗址：岭南两千年中心地》
第 156、157 页）

这一趋势从渤海上京城[13]和西古城、[14]八连城[15]出土资料可以得
到更加充分地反映。[16]渤海诸城址出土兽头琉璃（釉陶）、灰陶皆有，集
中表现为张口獠牙、怒目凸眼、上竖双角，可以看出明显受到了唐代中后期
兽头的影响，并进一步立体化（图16、图17）。当然，这里所指出的是总体
的发展变化趋势，在不同地区的情况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在广州地区
南汉时期遗址中发现的一类兽面脊头瓦，就仍相对较为平面化（图18）。但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南汉时期发现的建筑脊饰，有不少也已经开始高度立
体化，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图19）。[17]这似乎也反映出南汉建筑脊饰保有
较为传统和创新发展的不同因素。但南汉时期的这种高度立体化的脊饰，
未能得到继续发展，再次普遍出现如此立体化的垂脊、戗脊兽头，要等到
元代之后了。

 二、辽宋金元时期兽头的演化

辽代早期发现的兽头较多地受到了渤海的影响，进一步表现出立体化的
特点，如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出土的兽头（图20），正视比
例接近方形，表现出的变化趋势是兽嘴大张，上颚进一步前伸。[18]这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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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辽代发现的兽头上得到了继承
（图21），辽代晚期的实例可以下
葬于寿昌二年（1096）的辽宁北镇
耶律弘礼墓出土兽头作为典型代表
（图22）。[19]

耶律弘礼墓出土兽头值得注意
的现象除兽头的整体风格外，还有
其形态及使用位置的细微差别。耶
律弘礼墓共出土兽头六件，简报中
“根据使用位置和功能的不同”将
其分别称为望兽、垂兽、戗兽，可
知每种各2件，其中简报所称望兽、
垂兽形态相似，均作张口状，但戗
兽则作闭口状。耶律弘礼墓墓门仿
木构砖雕，模仿的是一处歇山顶建
筑（图23），简报称发掘时1件戗兽
尚在原位，因知其位置报道是准确
可信的。这就提示我们辽代歇山顶

图 20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出
土兽头（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
蒙古第二工作队等《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发掘
报告》）

图 21  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出土的
绿釉兽头（采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
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 址 2015-2018 年
发掘简报》, 《考古》2020 年第 11 期）

图 22  辽宁北镇辽耶律弘礼墓出土兽头（采
自《辽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发掘简报》
第 54 页）

图 23  辽宁北镇辽耶律弘礼墓墓门（采自《辽
宁北镇市辽代耶律弘礼墓发掘简报》第 42
页）

图 24  山西朔州崇福寺大殿脊饰配置

建筑中，已经开始对垂脊端头和戗
脊端头的兽头形态加以区别。这一
情况在山西朔州崇福寺金代建筑弥
陀殿的屋面组合中也可以见到（图
24），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相较而言，目前已经发现的宋代
兽头，不仅较唐代中后期以来的兽
头更加立体化，同时比例上也更加
修长。兽头后部形制近于板瓦的陶
制背板，往往做得较长，特别是在
兽头下颚之下长出较多，其上刻画
出鬃毛、鳞片等纹样，兽头的双角
也向上盘曲，较为修长，还往往在
兽嘴中做出弯曲的长舌。北宋实例
可以北宋皇陵钦成朱皇后陵、永定

图 25  北宋皇陵（左）和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
址（右）出土兽头（采自《北宋皇陵》彩版八、《隋
唐洛阳城：1959-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第四
册彩版 36）

图 26  浙江绍兴兰若寺大墓出土兽头

图 27  宁波东钱湖庙沟后石牌坊兽头配置及
细部（采自《南宋石雕》第 118、119 页）

陵上宫、元德李后陵陵园等处和洛
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出土兽头为代
表（图25）。[20]这类兽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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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绘画如传赵佶《瑞鹤图》等
中，也可以得到清晰的反映。

 南宋和金代的兽头，基本沿袭
了北宋兽头的风格。南宋出土遗物

使用的位置。正如前引耶律弘礼墓
墓门和宁波东钱湖庙沟后石牌坊所
示，除了垂脊、戗脊以外，在一些
建 筑 的 正 脊 两 端 ， 也 往 往 使 用 兽
头。古代建筑使用鸱吻，除构造、
装饰功能外，也与标示建筑等级直
接相关。[25]在部分正脊两端不能
使用鸱吻的建筑中，即在建筑正脊
两端使用兽头。这一情况在宋元传
世绘画、榆林窟西夏至元时期的壁
画 等 材 料 中 十 分 常 见 （ 图 3 2 、 图
33）。《营造法式》卷十三《瓦作
制度》“用兽头等”条记载：“堂
屋等正脊兽，亦以正脊层数为祖。
其垂脊并降正脊兽一等用之。（原
小字注：谓正脊兽高一尺四寸，垂
脊兽高一尺二寸之类。）”这一记
载不仅说明了古代建筑正脊两端使
用兽头的做法，还明确规定正脊兽
的尺寸较垂脊兽大。

结语

自北朝至唐代，中国古代建筑垂
脊、戗脊端头的脊头瓦多以兽面纹
样为主，迨至唐代中后期逐步向立
体化的方向发展，完成了从脊头瓦
到兽头的转变。辽宋金元时期，兽
头进一步演化，例如辽、宋的兽头
即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此外歇
山殿顶垂脊、戗脊兽头的形态开始
出现分化。发展到元代，兽头的形
态进一步变化，开启了明清垂兽的
新风。

本文对从脊头瓦到兽头的形态变
化和宋元时期垂脊、戗脊兽头形态
区别的分析，为未来古代建筑遗址
瓦件的甄别、整理，以及考古发掘
揭露的建筑遗址进行复原时屋顶样
式的判断，以至仿古建筑建筑脊饰
的设计，都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注：
[1]祁英涛：《中国古代建筑的脊饰》，

《文物》1978年第3期。

[2]王子奇：《中国古代鸱尾的起源及其

图 28  山西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垂兽（采自《山
西琉璃》图版 16）

图 29  太子城遗址（左）和宝马城遗址（右）
出土兽头（左图采自《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
代城址》，右图赵俊杰先生提供）

图 30  山西永乐宫重阳殿翼角

图 31  山西永乐宫元代建筑三清殿翼角

图 32  马远《华灯侍宴图》局部

图 33  （传）李嵩《水殿招凉图》局部

可以浙江绍兴兰若寺大墓出土兽头
为代表（图26）。此外还可以在浙
江地区现存的南宋至元时期的仿木
构建筑上见到，如宁波东钱湖庙沟
后石牌坊单檐歇山顶，正脊两端和
戗脊端头的兽头尚保存于原位（图
27）。[21]

金代兽头地面建筑中尚有部分实
例，如前述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兽头
[22]（图28），考古出土的遗物可以
太子城遗址[23]和宝马城遗址[24]出
土实物为代表（图29）。其中，宝
马城遗址出土了多件兽头，有些兽
头作张口状，有些作闭口状。参考
前述耶律弘礼墓和朔州崇福寺弥陀
殿殿顶兽头的做法，可以推知这些
不同形制的兽头中，当有一部分源
自祠庙内歇山顶建筑的不同位置。

到元代，兽头一部分沿袭宋金风
格，实例如山西芮城永乐宫重阳殿
兽头（图30）；此外，也出现了进
一步立体化的实例，较为典型的例
子即永乐宫三清殿兽头（图31）。
三清殿庑殿顶，四角兽头作竖颈龙
头样式，龙首高昂，上安双角，与
前 述 宋 金 时 期 的 兽 头 已 有 较 大 变
化，已开明清垂兽样式的新风。

宋元时期古代建筑兽头使用及
配置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是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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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本文初稿写定于2017年6⽉，2023年8⽉补充了初

稿写定后新发表的材料。文中的主要内容与学术认识在2017

年11⽉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二届“历史时期考古青年论坛”

以题为《宋元时期建筑屋脊的艺术形象》的发言在会上宣

读，得到了与会师友的意见与建议，谨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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