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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将

馆藏样式雷图样申报“中国档案文

献遗产”，获得顺利通过。2005 年，

“清代样式雷图档”将申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为

配合这一申报工作，8 月 13 日，“清

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展”在中国国家

图书馆开展。
“样式雷”，是对清代 200 多

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世

家的誉称。雷家七代人供职于皇家

建筑设计机构“样式房”，设计出了

大量的精美绝伦的作品，“样式雷”
的建筑作品，涵盖了都城、宫殿、园
林、坛庙、陵寝、府邸、工厂、学堂等

皇家建筑，如被誉为“万园之园”的
圆明园，世界文化遗产地承德避暑

山庄与外八庙、北京故宫、天坛、颐
和园、清东陵与西陵、沈阳故宫与

承陵、福陵、昭陵；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北海以及中南海、恭王府等

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被列入“世

界文化遗产”的古代建筑，其中有

1/5 是“样式雷”的心血，这在古今

中外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成就。
此外，与建筑遗存相对应，国

家图书馆、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等

单位珍藏有逾万件样式雷建筑工

程图档，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

翔实、最直观的珍贵资料，对于揭

示清代历史，尤其是古代建筑史上

有关设计思想、理论和方法，建筑

图学、建筑施工技术和工官制度等

方面的奥秘，均具有其他历史文献

和图籍无以替代的巨大价值，堪称

华夏建筑意匠的传世绝响。
一、雷氏家族的兴衰

雷氏家族的兴衰是清王朝从

鼎盛走向衰败乃至灭亡的 200 多

年历史的缩影，随着近年来有关

“样式雷”研究的深入，这个家族鲜

为人知的故事也渐渐浮出水面。
据张宝章先生在《样式雷家

世诸考》一文中考证，雷氏家庭原

籍江西，从第一代样式雷—————雷

发达（1619－1693）在康熙年间由江

宁来到北京时就居住在海淀镇，雷

家共有七代在长达 200 多年的时

间内作为清朝样式房的掌案头目，

中间分别为第二代雷金玉，第三代

雷声澄，第四代雷家玮、雷家玺、雷
家瑞三兄弟，第五代雷景修，第六

代雷思起，第七代雷廷昌。
在已有的文献记载中，最早

到北京从事皇家建筑工程的是康

熙二十二年（1683 年）的雷发达和

雷发宣堂兄弟二人，雷发达最初的

“发达史”颇为传奇。据说，雷发达

来到京城之时，正赶上重修皇宫正

殿太和殿的大工程，康熙皇帝对这

项工程极为重视，选择一个吉日，

亲自前来主持上梁典礼，由于上梁

的官员木工技术不好，脊檩竟合不

上榫，落不了位，典礼眼看就要流

产。这可是要杀头的事情，工部官

员一个个惊慌失措，这时，雷发达

自告奋勇上去装梁，但他只是一个

普通工匠，上去干这个活起码要有

七品官职，于是，工部官员给他换

上七品官服，要他设法挽救危局。
雷发达艺高胆大，在官袖中暗藏一

把斧头爬上屋顶，斧落榫合，圆满

解决了问题。
典礼之后，康熙皇帝对雷发

达大为赞誉，敕封他为工部营造所

“长班”，其职位相当于今天国家建

筑部门的总建筑师。从此，宫廷内

外流传开来“上有鲁班，下有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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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微照命，金殿封官”的传说。但是

据王其亨先生考证：“雷发达太和

殿上梁”的传闻是张冠李戴，把他

儿子雷金玉畅春园九经三事殿上

梁的真实业绩，传讹为他的功绩

了，所以，雷发达在很长时间内被

认为是样式雷的鼻祖。但朱启钤先

生在《样式雷考》一文中指出，在样

式雷家族中，声誉最好，名气最大，

最受朝廷赏识的应该是第二代样

式雷，即雷金玉。雷金玉在逾花甲

之年因圆明园的修建而开始执掌

样式房的工作，凭借其炉火纯青的

建筑技艺，赢得了雍正的赏识，并

在他七十大寿时，得赐“古稀”二字

匾额。雍正七年（1729）末，雷金玉

寿终，雍正除恩赏金银外，还下旨

令皇家驿站沿途照料运送灵柩返

回南京安葬，皇帝所赐匾额供奉在

雷氏故宅大堂。作为雷家世代执掌

样式房、主持皇家建筑设计事务的

创始人，在后来的雷氏宗谱世录

中，雷金玉被尊奉为雷氏家族迁居

北京的支祖。作为雷家第一位担任

这个职务的，“样式房一业，终清之

世最有声于匠家，系自雷发达之子

雷金玉为始”，执掌样式房 200 年。
雷金玉去世后，其妻张氏并

没有随家族南迁，而是带着三个月

大的幼子雷声澄独自留在了京城。
作为母亲，养育幼子是义不容辞的

责任，但还有一个更大的使命指引

着她在困境中锲而不舍地前行，那

便是让雷家后人重振样式房。她不

顾礼教束缚，怀抱幼子在工部泣

诉，据理力争，为雷声澄争得成年

后重掌样式房的资格。为此，雷氏

后人在同治年间为张氏撰写碑志，

褒扬了她在家族史中不可磨灭的

功德。
随着乾隆盛世的到来，皇家

营造业也空前兴盛起来。乾隆仿效

祖父康熙的举措，六下江南，不仅

修建了大量行宫，而且对江南园林

情有独钟的他要将精巧别致的江

南园林移植到皇城内外。于是乎扩

建圆明园和营造清漪园的设想接

踵而至。雷声澄的三个儿子、样式

雷的第四代传人雷家玮、雷家玺和

雷家瑞，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得

以施展才华，在乾隆与嘉庆年间将

祖业发扬光大。
在三兄弟中，雷家玺又堪称佼

佼者，他不仅设计了万寿山、玉泉

山、香山、热河避暑山庄、昌陵和圆

明园东路等皇家工程，还在乾隆 80
大寿时承办了灯彩与焰火，并设计

建造了圆明园中的同乐园大戏台。
嘉庆二十四年（1819），转眼

间雷家玺的三子雷景修已年满十

六，开始秉承衣钵在圆明园样式房

学习“世传差务”。雷景修历经嘉

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代，一生遭

遇坎坷，他继任样式房掌班的道路

也是充满曲折。道光五年（1825），

重病中的雷家玺觉得儿子尚难承

担重任，因此立下遗嘱，将样式房

掌班职位让给外姓同行接管。雷氏

执掌样式房的历史眼看就要终结。
而此时的雷景修并没有放弃延续家

族荣耀的信念，经过 20 多年的奋

斗，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夺

回了样式房掌案的职位，成为样式

雷家族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然而，此时雷景修面对的已

是一个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的清政

府。他不仅无法挽回样式房差务奉

旨停止的厄运，还经历了海淀故宅

被劫以及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的

惨剧，眼睁睁地看着样式雷家族几

代人心血营造的万园之园被付之

一炬。从此，雷景修苦心经营家业，

置办新宅，续修谱录，规划祖茔。在

庆幸样式雷图档未被圆明园大火

殃及之时，他偷偷地将原本存放在

圆明园附近样式房中的画样、烫样

运到了城内，并专门修建了三间房

屋予以珍藏。由此，原本属于皇家

的绝密建筑档案就在乱世中流到

宫外。
雷景修的长子雷思起出生于

道光六年（1826）。从小在父亲那里

接受的严格训练，使他谙熟皇家营

造工程的每一个环节，从建筑设

计、施工技术到组织管理，从会计

业务到工程地质、生态乃至风水。
他曾随父亲参与昌西陵、慕东陵等

工程，之后又主持了定陵、定东陵、
惠陵和西苑及许多王公贵胄的府

邸、园林、陵寝等建筑设计。
为庆祝慈禧 40 大寿，同治十

二年（1873），同治皇帝决定为慈禧

太后重修圆明园。雷思起与长子雷

廷昌奉命担纲设计，夜以继日地赶

制了数千件画样和烫样。然而由于

当时国力虚弱，这项耗资巨大的工

程终于在反对声中夭折，最后留下

的只有数千件样式雷图档。
光绪二年（1876）末，劳累过

度的雷思起从定东陵、惠陵工地扶

病返京后，不久便离开人世。这时，

第七代传人雷廷昌已在众多皇家

工程中经受历练，顺利接过了样式

房掌班的重任，主持重建了天坛祈

年殿、紫禁城太和门以及慈禧太后

万寿庆典的点景楼台等。第二年，

他因惠陵金券合拢和隆恩殿上梁

有功被朝廷赐为二品，样式雷家族

的荣耀至此达到了巅峰。
光绪二十三年（1897），慈禧

太后再度启动圆明园重修工程时，

雷廷昌的长子、未满二十岁的雷献

彩，就担任起圆明园样式房掌班。
此后，他又同父亲一道承担了普陀

峪定东陵重建和被八国联军损毁

的京城宫苑、坛庙、府邸等皇家建

筑的重建与修缮，以及“新政”期间

各类新式洋房的设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

联军入侵，北京城和城内外各类皇

家建筑再度罹劫。雷廷昌及长子雷

献彩主持了大规模修复、重建工

程，如北京正阳门及箭楼等城楼、
大高玄殿、中南海以及颐和园的重

建等。
雷廷昌去世后，清末的崇陵、

摄政王府等重大工程设计，均由雷

献彩主持完成。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退出历

史舞台，皇家建筑设计和样式房差

务也随之消失。

·冲 击 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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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雷氏族谱记载及雷家后裔

口述，雷献彩曾先后两娶，却皆“无

出”，他在失业的忧愁和没有子嗣

的悲哀中默默地告别了人世。延续

了八代的样式雷传承就此终结。
在接踵而至的乱世中，雷氏

家道迅速败落，家族后人为生活所

迫，开始瓜分和变卖家中的图档收

藏。由于样式雷声名显赫，这些图

档在市面上十分抢手，并开始流至

海外。幸而，样式雷图档在市面上

的流传很快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

意，尤其是以朱启钤先生为首的营

造学社，发动文人及相关机构将大

量图纸和烫样收购回来。
1930 年，样式雷后人以 4500

块银圆的价格将大部分图档卖给

了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使它们进入

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收藏环境。据说

当时拉走的图纸和烫样足足装满

了 10 卡车。然而，此时仍有部分图

档分散在雷氏后人手里，它们的命

运又会如何呢？

三 十 多 年 过 去 ， 时 间 已 是

1964 年底。就在另一场浩劫爆发前

夕，两位雷氏后人出现在北京市文

物局。他们带来了一平板三轮的样

式雷画样。市领导请他们吃了一顿

炖肉烙饼，开了一张收据，随后还

寄出了奖状。“文革”开始后，剩下

的图纸和烫样被雷氏后人偷偷烧

掉，灰烬被抛洒在护城河里。
二、样式雷家族职业活动的

扩展

霍思起在追忆他的祖先时认

为：雷金玉、雷声澄在康熙、雍正、
乾隆三朝承当样式房掌案，负责办

理楠木事务。到了第四代雷家玮、
雷家玺、雷家瑞三兄弟，样式雷的

职业活动得到了扩展，乾隆五十七

（1792）年雷声澄去世后，雷家玮、
雷家玺、雷家瑞三兄弟通力合作，

投身于繁荣的皇家建筑工程。居长

兄雷家玮奉派查办外省各路行宫

及堤工，以及海滩内盐务、私开官

地等事，把为数众多的各地皇家园

林艺术在内的皇家建筑设计和营

造工艺传播开来。二兄雷家玺继任

圆明园掌案，相继承办了万寿山、
玉泉山、香山、避暑山庄等皇家园

林的设计，因技艺高超，所办事务

顺利。乾隆退位为太上皇以后，为

嘉庆帝选定万年吉地即后来的昌

陵，钦派和坤为承修大臣，并特意

委任雷家玺担纲设计并指导施工。
昌陵工程告竣，返回圆明园样式

房，接班嘉庆帝添修圆明园及南苑

等设计，包括陈设装修的设计即楠

木作事。三弟雷家瑞为了给业务繁

忙的兄长解除后顾之忧，在家辛勤

料理家务。尽管如此，雷家瑞同样

精通样式房业务，直至二哥承办园

庭事务略微舒展，雷家瑞亦归样式

房承差。嘉庆初年，雷家玺常年劳

碌在昌陵工地，雷家瑞代管圆明园

样式房事务，不久被添派为掌案。
嗣后，嘉庆帝大修南苑，雷家瑞受

命承办“楠木作内檐硬木装修，至

南京采办紫檀、红木、檀香等料及

开雕于南京。”迄雕工事毕，胸怀磊

落而淡泊的雷家瑞返差归家，继续

为 兄 长 操 办 家 务 ， 直 至 道 光 十

（1830）年逝世。
我们可以把嘉庆元年的昌陵

工程看做是样式雷职业活动的转

折点。在此之前，样式雷供职圆明

园样式房，主要负责属于内廷范围

的行宫园囿建设。自雷家玺主持昌

陵工程开始，样式雷的职业活动扩

大到陵寝大工，自此直至清末，各

代帝王后妃及亲王、公主等的陵寝

设计工作，都由雷氏执掌。在晚清

时陵寝工程已经成为样式雷职业

活动的主要部分。
样式雷的职业活动扩展同样

表现在“非建筑”的设计活动中。雷

家玺在承当样式雷掌案的时候，承

办了乾隆晚期到道光初年京城和

御苑中每年灯节张挂的各式彩灯、
燃放的烟花，甚至同乐园演戏时的

布景与道具。嘉庆皇帝六旬万寿，

从圆明园到西直门的路边各处观

景楼台工程亦由雷家玺承办。这些

工作已经远超出现代意义建筑师

的范畴。
三、样式雷图样的价值

样式雷为世人留下的最宝贵

财产不仅有他们的建筑，还有稀世

珍宝—————图样。大规模的群体建

·冲 击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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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必然需要一种多人能够识别遵

循的整体设计图、甚至构造模型，

以表达用语言文字难以表述的情

况。在我国这一过程虽出现很久

了，就目前所知战国时就有了建筑

总平面图，隋代已出现了模型设

计，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技术。
但到建筑设计高手样式雷手中，又

有了更大的改进，当时的建筑师首

先要进行平面布局，这在当时叫做

“样式”（这就是后人称雷家为“样

式雷”的原因）。中式建筑是庭院结

构，空间组合必须有高矮比例，“样

式雷”通过一种叫“烫样”的东西来

表现。
“烫样”其实就是模型，由木

条、纸板等最简单的材料加工而

成。它包括亭台楼阁、庭院山石、树
木花坛、水池船坞以及室内陈设等

几乎所有的建筑构成。这些不同的

建筑细节按比例安排，根据设想而

布局。“烫样”既可以自由拆卸，也

能够灵活组装。今天，“烫样”工艺

已经失传。
“烫样”使建筑布局和空间形

象一目了然，充满了中国式的智

慧，是这个建筑世家独一无二的创

举。“烫样”一方面指导具体的施

工，另一方面供皇帝审查批准。皇

帝批准“烫样”之后，具体的施工才

可以进行。雷家遗留的“烫样”和各

种施工设计图，一部分存于故宫博

物院，一部分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

馆。今天，我们只能从这些两个多

世纪前的图纸，来想象当年皇家园

林的建筑盛况。规模浩大的圆明园

凝聚着雷氏家族的心血，也是大清

帝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峰。现在遗留

下来的实物，充分说明了这一技术

在清代的发展。这批遗物图样大多

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烫样主要

在故宫博物院，少量散见于清华大

学等处。其时代是道光、咸丰、同治

几朝。
皇家工程，需先选好地址，由

算房丈量，内廷提出建筑要求，最

后由样式房总体设计，确定轴线，

绘制地盘样（平面图）以及透视图、
平面透视图、局部平面图、局部放

大图等分图，由粗图到精图，才算

设计图完成。雷氏图样的设计过程

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特点，已与现代

设计十分相似。而在平面图中绘制

个别建筑物的透视图，是雷氏创造

性地运用互相结合之法，更精确地

表现个别情况的手段。当设计精图

确定后，又绘制准确的地盘尺寸

样，以反映复杂关系、谐调空间布

局，估工估料。雷氏在这方面显示

了高度的技巧，或从庭院陈设到山

石、树木、水池、船坞、花坛，或从地

下宫殿的明楼隧道，到地室、石床、
金井，均按比例进行安排，用像硬

纸板一样的东西做成模型，并使部

件能够拆卸，便于观看内部结构。
此外雷氏的设计还注重建筑位置

的科学性与环境的谐调性，既使二

者巧妙配合，又显示中国建筑群的

变化布局艺术。样式雷在清代 200
多年的建筑活动中留下了永存的

纪念。
天 津 大 学 王 其 亨 教 授 在 对

“样式雷”图档的研究中，探寻到了

其所包含的独特的文化韵味———
风水理论。他说：“古人所说的‘风

水’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迷信，而

是一套系统科学的讲究建筑选址、
设计的理论。在它的指导下，清代

陵寝建筑科学地解决了大规模建

筑组群的外部空间布局难题，实现

了建筑人文美同山川自然美的有

机结合。”
后来，这一发现最终也被世

界遗产委员会的专家们所认同：明

清皇陵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

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

于地下。它是人类改变自然的产

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

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了千余年

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200 多年，雷氏家族从显赫到

衰败，期间留下的故事颇具传奇色

彩。随着岁月的流逝，“样式雷”三
个 字 逐 渐 被 人 们 淡 忘……直 到

2004 年 8 月 ， 一 场 名 为“样 式

雷———华夏建筑意匠的传世绝响”
的展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幕。随

之而来的是样式雷图档准备申报

世界记忆遗产以及相关国际研讨

会召开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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