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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雷与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古籍馆舆图组 

清代样式雷图档是指雷氏家族绘制的建筑图样、建筑模型、工程做法及相关文献。雷氏

家族从雷金玉到雷献彩，共有七代九人先后任清廷样式房掌案，雷家几十人供职样式房，负

责皇家建筑、内檐装修及家具器物的设计，在建筑设计和工艺美术等多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

是世界伟大的建筑世家，当时被誉称“样式雷”。样式雷图档存世有两万余件。国家图书馆

是样式雷图档最大的收藏单位，也是最早向社会揭示样式雷图档、提供各界研究和利用的单

位。清代样式雷图档于 2003 年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7 年 8 月 7 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秘书处向申请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发出入选通知函和证书，样式雷

图档正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雷氏祖籍江西永修，第一代“样式雷”

雷发达于康熙年间由江宁来到北京。雷发

达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样式雷的鼻祖。

但是，在样式雷家族中，声誉最好、名气

最大、最受朝廷赏识的应是第二代的雷金

玉。他因修建圆明园而开始执掌样式房的

工作，是雷家第一位任此职务的人。康熙

在《畅春园记》里曾经提到他非常牵挂一

位杰出的匠师，即指雷金玉。正应朱启钤

先生一句话：“样式房一业，终清之事，最

有声于匠家亦自金玉始”。 

此次展览展出的“样式雷”图档相当

一部分是有关圆明园的，大到圆明园整体

景观、河道水路，小到内部装修所用的图

案，从具体到宏观展现了样式雷对修建圆

明园做出的贡献。 

反映整体景观的样式雷图档如《圆明

园地盘全图》，绘制于清乾隆中晚期至嘉庆早期。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本图

以墨线绘制出圆明园的山水和建筑群的轮廓，贴黄签标注各景区名称。本图最突出的特点，

圆明园来水河道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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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园墙范围内以较淡墨色绘制了完整的方格网。 

圆明园依平地造园，所处海淀地区水源丰沛，通过开挖河渠、堆叠土山，水面几乎占

全园面积的 2/3，因而疏浚河道成为园林维护的重要工作。这次展出的《圆明园来水河道全

图》、《圆明园内围河道泊岸全图准样》、《长春园内围河道全图》均为圆明园内整治水道的

重要图档。《圆明园来水河道全图》绘制了圆明园河道的来水情况和相关桥闸的位置和名称，

一处为来自南部的万泉庄一带的泉水，另一处为来自西侧昆明湖的玉泉山水系之水。《圆明

园内围河道泊岸全图准样》，又题《圆明园河道全图》，为圆明园修整河道驳岸所用的勘察图

纸，以红墨两色标示河水流向，红线注“高水”二字以示高水位的河道，墨线则表示处在低

水位的河道，对研究圆明园理水具有重要意义。《长春园内围河道全图》的建造对象为在圆

明园东侧的长春园。该图上北下南，绘制了长春园的山体和河道，贴签注明各景区名称 20

余处。 

    此外，展览还展出了圆明园内几个独立景区的地盘样。在具体施工前，首先要进行平面

设计，画出建筑草图——地盘样，地盘样上有亭台楼阁、庭院山石等建筑图例，也有桥梁、

水流的布局走向。草图经皇帝认可后，便要将图上的建筑景致用具体的模型表现出来，即雷

氏一族对中国建筑的一大贡献——“烫样”。在他们的妙手之中，平面的设计图样通过纸、

秸杆和木头等材料的组合变成了立体的微缩景观。而生动鲜活的“烫样”制作的前提就是测

量精准、绘制精细的“地盘样”。例如，这次展出的《绮春园地盘样》为道光二十八年四月

二十一日校改的“准底样”。位于圆明园、长春园之南的绮春园的建设活动则以此“准底样”

为底图。又如《九州清晏地盘样》是现存最早的九州清晏景区总平面图。九州清晏位于圆明

园中路，为园中最早的建筑物群之一，圆明园四十景之一。本图图中详细绘出了建筑物平面，

并有黄签标注各处建筑物名称。而《九州清晏添接抱厦地盘画样》则反映了九州清宴扩建

的设计过程，是九州清晏殿添接后抱厦的改建设计图平面。图上红线和红签表示修改的内容。 

 

  

九州清晏添接抱厦地盘画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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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映建筑的基本布局和结构，地盘样还显示了建筑的尺寸、花木山石陈设、水法等建筑

元素。如《勤政殿东书房地盘尺寸底》在其上贴签及贴页详细标注该建筑的尺寸情况。绘制

于嘉庆八年二月的《芳碧丛保合

太和殿地盘样》则用黄签标明各

殿名称及庭院拟安铜、石陈设和

花木种植情况。芳碧丛敞厅位于

勤政殿以东，是清代皇帝夏天办

公用膳的场所，芳碧丛以北则是

保合太和殿。我们熟悉的大水法

图样可以在《长春园远瀛观地盘

样》上找到：远瀛观位于长春园

南北中轴线与西洋楼东西轴线

交会处。该图为远瀛观总平面，

其中包括远瀛观、大水法、围墙、

河道和附属建筑等，图中对大水法（即喷泉）描绘尤详，不仅画出水池平面，且有池中喷水

铜兽样式。 

样式雷家族不仅长于建造规划大型园区，也擅长宫殿楼阁的内部装饰改造。如《九州

清晏院内东面和西面游廊立样》是九州清晏东西面游廊的立面图。图上有黄签，内容为对

游廊及其组成部分，如方窗等尺寸的介绍。组图《九州清晏添接抱厦大木立样》由 6 幅尺

寸不等的图样组成，共同反映了九州清晏添接后抱厦的几版不同的结构设计方案。对于了解

圆明园建筑设计过程具有很高价值。内檐装修是中国古代建筑装修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檐装

修的种类有罩、碧纱橱、隔断、天花、藻井等多种。落地罩是罩的一种，从地面一直到梁（或

枋），沿两侧木柱和梁（枋）的三条边上均有花板装饰。《落地罩未雕刻前立样糙底》则用炭

条描绘法表现了落地罩立样草图，反映了清代设计起样的一般流程。其中每种罩的装饰也变

化多端，如《各式内檐装修天然罩立样》绘制的是梁枋与立柱间带有木雕花板的天然罩，俗

称花罩。在罩上雕刻一些动植物纹饰，赋予这些建筑装修物以吉庆的涵义，是一种对室内空

间作半分隔的装修。展出的四件图样分别画的是竹菊天然罩、喜鹊登梅天然罩、松菊天然罩、

松鹤延年天然罩。 

然而，“样式雷”在第八代传人雷献彩之后就开始没落了。因为辛亥革命后，作为皇家

建筑设计的样式房差务也就随之消失。雷献彩也没能留下子嗣。他在经历着失业的痛苦时，

芳碧丛保合太和殿地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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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忍受无人后继香火的悲哀，双重打击使得这位末代“样式雷”郁郁而终。民国时期，雷

氏家族也承接了一些民事房屋建筑以维持生计，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宛平县绘送县公署添

建办公室房式图说》。民国年间原宛平西路厅改设为宛平县公署，图中标示了需要改建、增

建之处，及各办公科室的具体位置。丈尺标记仍用苏州码子，可见工匠传统在民国的延续情

况。 

   

     

19 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建筑文化的渗透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中国传统建筑逐渐

式微，许多营造技艺后继乏人，濒临消亡的困境，亟待采取措施予以保护。近年来，国家图

书馆与其他单位合作在样式雷图档的数字化和数字再现上不断进行开拓，“样式雷”开始重

新进入世人的视线中。2007 年 9 月 9 日，作为中国获得的第五个世界记忆遗产项目，“样式

雷”建筑图档实物现身中国国家图书馆。展览的是从现存于世的清代样式雷图档中遴选出的

276 件，绝大部分是首次展出。此次展览是样式雷图档作为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又一次

集中展示，我们希望借此展览来推动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促进全国范围内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宛平县绘送县公署添建办公室房式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