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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宫殿  

  中国古代帝王所居的大型建筑组群，是中国古代最 
重要的建筑类型。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以皇权为 
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得到充分发展，宫殿是封建思想意识 
最集中的体现，在很多方面代表了传统建筑艺术的最高 
水平。 
  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宫殿遗址是现知最早的宫 
殿，以廊庑围成院落，前沿建宽大院门，轴线后端为殿 
堂。殿内划分出开敞的前堂和封闭的后室，屋顶可能是 
四阿重屋（即庑殿重檐）。整个院落建筑在夯土地基上。 
以后，院落组合和前堂后室（对于宫殿又可称为前朝后 
寝）成了长期延续的宫殿布局方式。 
  河南郑州、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河南安阳殷墟有商代 
中期和晚期宫殿遗址。盘龙城的朝、寝已可能分别设置 
在前后相续的2座建筑中，陕西岐山西周宫殿遗址,是一 
座完整的两进四合院，沿中轴线设置了屏（照壁）、门 
屋、前堂和后室，左右廊庑围合。据记载，东周的宫殿 
布局是在宫外立双阙，有5重大门及外朝、治朝和内朝3 
座大殿。战国时期高台建筑盛行，燕国下都和赵国邯郸 
都是在中轴线上串连的一些高台上建筑宫殿。秦国宫殿 
在陕西咸阳北部高原的南沿，1号宫殿遗址居中,依塬作 
基筑台，台上构屋,经复原是二元式的阙形（见咸阳1号 
宫殿）。秦始皇还在咸阳仿建六国宫殿，又在渭河以南 
建阿房宫，规模十分巨大。西汉长安主要有未央、长乐、 
建章诸宫，以未央宫为朝会宫殿，诸宫各有宫墙，主要 
宫门处建双阙，中轴一线布局规整对称，其他地方比较 
自由地布置园林池沼和次要建筑，它们的规模都很宏大。 
汉洛阳（北魏）城内有南北两宫。秦汉的离宫苑囿也很 
多,是中国宫殿建设的第1次高潮。曹魏邺城宫殿集中在 
城内北部，朝会正宫居中，东为寝居的东宫，西为铜雀 
苑。但当时一般宫殿布局多取南北纵深的方式，大致是 
在宫城内设前朝、后寝，宫城北常有苑囿。如南朝建康、 
魏晋和北魏洛阳都是这样。这个时期宫内的朝会部分还 
流行过3座大殿呈品字形布局的方式。唐长安有3座宫殿， 
即西内、东内和南内。西内以太极宫为朝会大宫，以凹 
字形平面的宫阙为正门（承天门），内有太极殿，两仪 
殿两重殿庭，即唐代的大朝、常朝和日朝，相当于周制 
的天子三朝。两仪殿以后还有甘露殿院庭。中轴线左右 
各有对称布置的一串院庭，安置宫内衙署，形成一片井 
然有序的大面积组群。此外，宫内还有其他殿亭馆阁共 
36所。太极宫东连东宫，西连掖庭宫，分居太子和后妃。 
东内即大明宫，在长安城外东北，大部面积已经发掘或 
探测。朝会部分与太极宫相似，在丹凤门内顺置含元、 
宣政和紫宸3座大殿为三朝,左右也各一路。含元殿及左 
右两阁合成凹字形平面宫阙，气势辉煌。大明宫后面是 
太液池园林区，沿湖有许多游观建筑，其中有的是楼阁， 
规模极大，它和含元殿都是中国古代建筑盛期建筑艺术 
最高水平的代表。南内兴庆宫较小，是离宫，宫内有占 
地甚大的湖面。唐东都洛阳宫殿也是在凹字形平面宫阙 
的后面布置两组殿庭，合成三朝，左右也各有一路。武 
则天时在这里建筑两座高楼代替原来的两组殿庭，前为 
明堂，下方上圆共3层，后为天堂5层，规模空前。隋唐 



  

时期在两京之间及其他地方还建造了许多离宫，形成了 
中国宫殿建设的第 2次高潮。北宋汴梁（今河南省开封 
市）和南宋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宫殿都是就旧时州 
衙改建，规模气势已大不如唐。但汴梁由内城正门到宫 
前正门之间所建的丁字形宫前广场则是北宋的卓越创造。 
在凹字形宫阙宣德门内前后建大庆、紫宸两组殿庭，也 
是三朝串连，左右也各一路。寝宫则在此区以外。在常 
朝、日朝之间隔以通向宫城东西门的横街。此外，宋宫 
各殿还常采用工字形平面，这些对金元直至明清的宫殿 
都有很大影响。金中都宫殿大都仿自汴梁，据载宫内正 
中为皇帝正殿，后为皇后正位，仍是前朝后寝的概念。 
元大都宫殿仿自金中都，也是前朝后寝。元代后期可能 
在后寝以北至宫城北门之间建造了御花园。元大都的宫 
前广场自宫城正门穿过皇城正门直达都城正门，串连两 
座，其丁字形广场移至皇城以外，加强了气势。明北京 
宫城称紫禁城，都城南墙和宫城南墙都在元大都的基础 
上南移，但前者南移较多，所以加长了宫前的长度，在 
宫城正门午门和皇城正门承天门之间增加1座端门,宫前 
广场串连为三，气势更大。宫内布局为前朝三大殿、后 
寝三大宫和御花园，朝寝均各由3殿组成,都坐落在工字 
形石台上，仍存有宋金工字殿的遗意。宫城横轴前移至 
前朝之前，使中轴线上的气势更为贯通。中轴左右前部 
是文华、武英两殿，后部是东西六宫和外六宫，它们是 
中轴的衬托。宫城以北的景山也是明代的创造，清代乾 
隆时在山上建五亭，恰当地起到收束轴线的作用。明宫 
为清代所沿用，同时又在北京和承德建造了许多离宫。 
明末时清朝的前身后金政权在沈阳建造过一组宫殿，具 
有地方的和女真族的特色。除清代的离宫以外，北京和 
沈阳宫殿是现仅存的两组宫殿(见北京宫殿、沈阳宫殿)。 
明清时期是中国宫殿建设的第3次高潮。 
    唐代长安大明宫麟德殿复原图 
  山西繁峙岩山寺金代壁画中的金代宫阙(摹本) 
     由北京紫禁城内望景山 
     沈阳故宫凤凰楼 
  中国宫殿传承有序，各代都有所增益。其总的设计 
思想都在于强调秩序和逻辑，以渲染皇权意识，具有鲜 
明的民族的和时代的特色。 
                   （萧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