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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文化和相城人的生命精神

苏舟子

金砖是相城区的一个文化品牌，古金砖的消亡和金

砖制作技艺的沉寂，已经整整一百年。然而，一旦再次被

人们提起，一旦再次开始被人们了解，金砖，这方朴实无

华的坚土，很快就再次大放异彩，很快就再次引起了世

人浓厚的兴趣，其间，自然藏有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内涵。

一、简易又神奇：土窑出金砖

金砖在明清时期，只能铺墁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皇

家至要宫殿的室内；明清五百多年的历史上，生产金砖

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江南苏州府（明长洲县、清元和

县、陆墓镇）。

更出人意料、令人困惑，也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金

砖这种以土为料却以“金”相称的砖，烧造时所用的原料

只是陆墓镇御窑村村边田头下埋藏着的常见的黏土（虽

然土质坚细而“异他处”，但终究不像瓷器或紫砂原料那

样属于矿土）；烧造出这种不同寻常的、高标准严要求的

坚实细腻的砖所用的器具，也只是江南农村千百年来随

处可见的土窑；制作出这种进入古代社会最高殿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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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细料方砖的工匠艺人，更是喝着江南河网中的水长

大的、御窑村普普通通的村民土著；而且，在五百多年的

烧造史上，金砖的制作始终不见有任何文人的染指或参

与。也就是说，是江南普通的土窑烧出了皇家专用的金

砖，是苏州地道的土著把土变成了金，是土气十足的靠

天吃饭的农民成就并留下了和昆曲、园林等以“雅”著称

的文化遗产一样厚重且又当之无愧的一种生命大智慧

的证据，和一份人类文明的珍馐。

二、命名依据：阴阳五行学说

紫禁城等皇家宫殿里铺陈的方砖为什么叫“金

砖”，有三种说法流传较为普遍：第一，敲起来有金石声。

比如，蒋博光在《金砖墁地》中说，“因为这种砖是专为皇

家烧制的细料方砖，颗粒细腻、质地密实，敲起来有金石

之声，所以叫‘金砖’”。第二，运往“京仓”。《金砖墁地》中

是这样说的：“也有一种说法是：这种砖只能运到北京的

‘京仓’，供皇家专用，所以叫‘京砖’，而逐步演化为‘金

砖’。”第三，一两黄金一块砖。因为专供皇家的细料方砖

的制作工艺极为精细，花费成本巨大，一块金砖的价格相

当于一两黄金。

以上三种说法听起来很在理，把铺在皇家要殿中的

做工精细的砖称作“金砖”，大众也多能理解并接受。但

倘若仔细推敲，对于一种专供皇家的方砖，为何要以

“金”而名，并且在皇家档案以及所有的行政公文中都直

接称呼为“金砖”，仅仅以上的三种解释是不够的———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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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建筑中，还有许多以“金”相称而材质并非黄金或金属

的构件或部位，比如：支撑三大殿等紫禁城要殿核心部

位的木质柱子叫“金柱”；皇家陵寝地宫中安放棺椁的地

穴叫“金井”。所以，要理解铺陈在皇家建筑至要部位的

砖为什么叫“金砖”，还需要结合金砖命名的历史背景，

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来理解。

紫禁城等皇家宫殿建筑的设计和建造主要依据的

就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学说的核心思想是认为世界万

物都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阴阳两面。阴阳互动、相推

相济是中国最古老的一种哲学思想，不仅贯穿了道家等

诸子百家，也是《易经》思想的核心。《老子》有万物负阴

抱阳、以气为和的叙述，《周易·系传》有刚柔相推而生变

化的说法，《皇帝内经》则说阴阳为天地之道，是万物之

纲。所谓刚柔，也就是事物的两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阴阳。刚是阳，柔是阴，阳刚和阴柔，看似矛盾对立，实际

上，正是这两股看似矛盾对立的力量，相互推动，相互激

荡，引起了世界万物的生息和变化。

紫禁城的总体布局就基于这种阴阳理论，比如整个

建筑群分为外朝内廷两大部分。外朝主阳，布局疏朗，气

势雄伟，体现阳刚之美；内廷主阴，布局严谨，装饰精美，

富有生活气息。外朝除大明门、承天门、端门等形成的中

轴线外，两边还有辅助轴线，主要凸显出其阳刚气势；而

内廷则不用三条轴线，而是以乾清、坤宁两宫为主，以及

十二宫、十所象征星辰的拱卫，有较多的阴柔之美。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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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朝内廷这两大部分中，又遵循古代阴阳学说所谓的

“善补阳者，当从阴中求阳；善补阴者，当从阳中求阴”的

原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然而，单是阴阳为万物纲纪的理论还不足以理解事

物现象间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过程，古人逐渐发展出了一

种朴素的观念，即用金、木、水、火、土五种构成宇宙万物

的基础物质属性来推演并解释事物的相生相息和万千

变化。

所谓金是指物质的坚固性，凡是坚硬、凝固的事物

都有金的属性；木则代表事物的生长力，事物像草木一

样具有强力的生命功能，被称作具有木的属性；水，指的

是物质的流动性；火，指热能；土，指承载万物于其上生

息变化，而自身也参与生息变化的土地。金、木、水、火、

土，事物的五种不同特性和功能，相生相克，相对相成，

使得世界得以生生不息，使得宇宙依道而行。

紫禁城作为皇家建筑在设计建造时对五行的生克

非常注意。比如皇家象征中央，为土，黄色，所以，紫禁城

的屋顶大面积地使用黄色的琉璃瓦，而墙壁和油饰则大

量地做成红色。那便是因为在五行学说中，火生土，火为

土之母，属木为赤，这样的设计能够使得紫禁城中央的

“土”化生循环，依天行道。因为北方为水，水生木，所以，

紫禁城在乾清宫和坤宁宫北面的宫后苑和万岁山种植

了大量的花木，而除此之外，中轴线南端，三殿、两宫，以

及御街等，都没有花草树木，那是因为五行理论中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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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说法。明朝末年，为了不让百官朝议时立于风露之

下，曾经在午门左右用松叶搭建起了简易的棚屋，但到了

清代初年，又全部拆除了。紫禁城的后苑因为种植了大

量的树木，木生火，所以，进入后苑，建了一扇门，叫“天一

阁”，因为“天一生水”，水克火。可见，明清帝王对于皇家

建筑中各种材料物件的采用、种植或摆布，都十分遵循

阴阳五行学说。

和普通的砖一样，细料方砖原来也只是泥土一方，

但土经过火的焙烧，加入水，水火相济相感，最终变成了

坚固程度足以持续千年之久的砖。因此，砖是坚固之物，

在五行中当属“金”。

细料方砖和所有的砖一样，原属“土”，但这种土在

经过了四五个月的糠草、片柴、枝柴等“木”属之物转化

而成的“火”能的焙烧之后，再逐渐与“水”相遇；在水火

既济之后，成了皇家宫殿中的“金”。因此，铺陈于紫禁城

主要宫殿室内的细料方砖，属土，属中，在皇家建筑里当

是“重中之重”，是皇家的基础和根本；又属金，因为它是

坚硬和江山永固的象征。

所以，金砖一直都是封建王朝基业安稳、江山永固

的一种象征，它和支撑起皇家宫殿核心架构的、被称为

“金柱”的硕大的圆木一起，历来就是受到最高程度关注

的两大建筑要件。

三、工艺真谛：工到水磨土成金

苏州工艺历来以精工细作著称，尤其到明清，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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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繁荣，百工云集。加上苏州属江南水乡，土质特

别，而陆墓一带，据记载自五代以来就因土质有异他处

而窑烟瘴天。

金砖烧造的主要流程有八个，而基本的工序则有二

十九道之多。

取土。“七转而得土”。选取苏州城东北陆墓特有的

黄色粉沙型黏土，经过掘、运、晒、椎、舂、磨、筛等七道工

序的处理，初步去除杂物，并使土块变小变细。

练泥。“六转而成泥”。在这个过程中，要澄浆沥泥。

“复澄以三级之池，滤以三重之罗，筑地以晾之，布瓦以

之，勒以铁弦，踏以人足”，还要经过澄、滤、晾、 、勒、

踏六道工序，练就可以用来制坯的泥料。等晒到泥料练

到半湿半干时，再进行无数次的翻、捣、摔、揉。这个过程

被称作“醒泥”，目的是要让泥中粘性和砂性达到最融

合、最滋润的程度。练泥是金砖制作的关键工序之一，也

是其与普通砖瓦烧造的主要差别所在，工艺的繁复使得

仅是练泥就得持续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土和练泥的过

程中，挖掘地点的选择，取用季候的确定，翻捣摔揉的次

数、时间和时机等，都需要由具有丰富经验的工匠来把

握，把握不好，就会直接影响到出窑后金砖的质量。

制坯。泥练就后，要装入木制的模具，做成平整的砖

坯。“揉以手，承以托版，砑以石轮，椎以木掌”，“以板装

之，以范以两人共擦之，以石轴碾之，以槌平之端正”。制

坯，需要将泥用手搓揉，然后盛入托版，两人合作，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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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石轮碾轧，用木掌捶击，使坯面平整。

阴干。“阅八月而成坯”。砖坯做成后，需“避风避日，

置之阴室”，“日日翻转之，面面梆打之，遮护之，开晾

之”，“阅八月而后成坯”。这一被称作“阴干”的过程，需

要五至八个月。存放砖坯的屋室，什么时候需要开窗，什

么时候必须关门，也必须由技熟艺精的工匠通过不间断

的观察而确定。

装窑。将阴干后的砖坯装窑也大有讲究，砖的堆垛

也是一项专门的技术，须有专人指导和有经验的窑工的

操作。通常，烧造时，金砖堆叠在窑中间，四周配以其他

普通散砖。

烧窑。四月烧窑。而将制成的砖坯入窑烧造，还需五

个月左右。期间，需要“防骤火激烈”。所以，“先以糠草薰

一月，乃以片柴烧一月，又以棵柴烧一月，又以松枝柴烧

四十日，凡百三十日”，“五月而砖始出”。即需要用草糠、

片柴、颗柴、枝柴等各烧上一个多月，还需要防止火势过

于激烈而使砖开裂，也不能让窑室内的温度过低，或熏

烧时间不足而烧出发黄的“嫩火砖”来。因此，焙烧时，火

候的控制和把握，柴草加入的时机和数量，是金砖烧制

技艺的关键，而这些关键的技术，全凭工匠的烧造经验

和一双慧眼。倘若火候少一分，砖就不会呈青灰色；火候

少两三分，出窑后就被称为嫩火砖，呈杂色，一经风吹雨

打，很快就会松散成土。倘若火候多一二分，砖面上就会

出现裂纹；多二三分，烧出的砖就会缩小变形，且多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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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不能使用，有人善于利用这类废砖，就将其当碎料做

墙脚。而烧窑的时候，有陶长时时从窑炉口观察火候，砖

土受火力的作用，会出现如同金银融化时一样的形神摇

荡的样子。

洇水。经过四个多月的熏烧，然后是洇水冷却。洇水

具体的做法是—在窑顶做出一块田一样的平地，四周略

为隆起，以将水灌入其中。通常，三百斤砖瓦需用水四千

八百斤。从窑顶慢慢渗入的适量的水渗入窑座之中，遇

到高温，化为蒸汽，并与其中的火神意相感，相斥相容。

蒸汽的压力使得窑温在逐渐下降的情况下，窑座内不会

出现负压；而此时，窑座外的空气又不能进入窑座，这使

得窑室的还原氛围可以一直持续到砖瓦冷却。于是，砖

瓦就有了独特的青灰之色，也有了它足以久持千秋的坚

硬质地。焙烧和洇水是金砖制作工艺的第二大关键。

出窑。通过持续不断的洇水，窑室内的温度逐渐降

低。等到完全冷却后，便是金砖烧造的最后一个流

程———出窑。

金砖制作从取土练泥、制坯阴干到装窑焙烧、洇水

出窑，最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而且，二十九道工序环

环相扣，一道不到则前功尽弃，以致民间有“一两黄金一

块砖”的说法。有人则把金砖制作这种精细之极的工艺

比作明清时期的苏州昆曲，称其为“水磨工夫”。

与昆曲的唱度和园林的营筑一样，御窑金砖的制作

是一门处理虚实藏露、曲直繁简之矛盾关系的水火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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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水和火，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阴阳相济，刚柔相

推，引起了世界万物的生息和变化。易经中的这一核心

思想，到了姑苏相城的民工窑户手中，演绎成了根据四

季气候变化而七转得土、六转成泥、八月成坯和百三十

日而后洇水出窑的有着二十九道工序之多的顺天道又

尽人事的水磨糯米一样的工夫。练泥流程之繁，制坯手

续之细，焙烧技艺之精，用工费力之多，生产周期之长，

标准要求之高，加上成品概率之低，使得这种看似与普

通青砖无异的细料方砖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砖。而这种

以“土”著称的工艺，与细腻绵长、一唱三叹的昆腔的唱

度，以及在舒徐委婉、流丽悠远的园林山水中流连移步，

真有出于同辙同宗、源于同水同土的相似和惊奇。

金砖制作天道人事图

三、生命精神：顺天道尽人事

其实，明清帝王对“金”和金砖如此高度的重视使

36



得金砖的烧造绝不仅仅只是一两黄金一块砖的事。金砖

工艺如此之高的荣耀是陆墓的祖辈们用生命和血汗换

来的。张问之《请增烧造工价疏》中叙述：“此前日烧造之

民，所以产尽人逃，祸及亲邻；而亲邻之祸，又亲邻也。故

臣昨烧造命下，而此等之民皆以望风逃去。”“如每块赔

钱止于七钱，则每家分外已赔银二百十两有余矣。”而四

库全书《造砖图说提要》中更说有“窑户有不胜其累而自

杀者”。

古金砖缘起于明永乐帝的南都北迁，消歇于清宣统

帝的紫禁城退位。金砖的烧造历史与明清北京皇家建筑

的兴建和修缮完全同步。期间，北方的皇家大兴土木，江

南的金砖就窑火兴旺、劳役繁重；北方的皇家因财政空

缺无力兴工，江南的窑户则歇业停产，忙于他计。明清两

朝继承了开国帝王之基业的那些皇帝和大臣，在他们叩

问苍天大地、祈求子孙永保的时候，在他们谈经论法、商

议如何经营百年之基业、如何治理国事和民生的时候，

他们的脚下所踩踏的全都是一方又一方铺陈得严密平

整而又稳重厚实的产自苏州陆墓的金砖。一部金砖的烧

造史就是一部明清王朝的兴亡史。从永乐至宣统，苏州

陆墓的这块细料方砖，含藏的不仅只是江南的温水润土

和精工细作，更是明清王朝和中国历史整整五百年的荣

辱和兴衰，也是陆墓和苏州的工匠百姓们整整五百年的

喜怒哀乐和血汗智慧。

现在，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虽然金砖的烧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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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金砖的概念随着清王朝的逝去都早已成为历史，但

是，封建帝王对永恒不朽的追求却成就了陆墓御窑人、

相城人乃至苏州人的一项骄傲———苏州御窑金砖制作

技艺。

由前面的工序工艺可知，金砖制作的全部奥秘就是

根据土性物理的生克，将练泥、晾坯和烧窑等二十九道

工序的每一道,都与时序气候的转换、空气湿度的变化，

以及火功水能的相济等宇宙事物规律，做最大程度和最

为精细的极致的契合，即所谓“顺天道尽人事，方土窑而

出金砖”。

由于金砖如此精细的工艺，这种本属钦工物料的皇

家专用建材，在清末民初开始现身于达官贵人和鸿儒巨

贾之亭院厅廊时，顿时有了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效

果———只一方，就足以用它看起来并不惹眼的简明和稳

实，给遍地的繁丽和小巧，平添一种截然迥异而又自然适

宜的大气和厚重；只一方，就足以给偏于纤绮的园林和昆

曲，在文化风韵的另一端，加上一个可以将虚实藏露、繁

简曲直乃至世间万物都揽入人心深处的时空砝码。

烧砖制陶是水火相济、变土为金的技艺，看似最为

简易，却极为神奇。金砖制作承继的正是这种源于远古

先祖的初工始艺，却最终登上了古代社会的最高殿堂。

金砖制作是明清苏州精工细作的典型，是变土为金工艺

的巅峰，其间含藏的工到水磨土成金的工艺真谛，和顺

天道、尽人事的生命精神，使它成为我国变土为金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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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巅峰之作，并使得御窑金砖拥有了一方镇万宅、一朴

承万丽的神奇魅力和美学效果。

今天，金砖制作技艺作为相城区的国家级“非遗”，

其传承的主要内涵有二：第一，是精工细作的工艺文化

的传承；第二，是生命精神的传承，即对天道的敬畏和对

生命的真诚。这是比工艺文化更重要的。

（本稿由苏州市社科联推荐）

苏舟子，真名周震麟，文化学者，心理专

家，出版或刊发有《明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苏

州人的自我镜像》《中国教育流行病》《御窑金

砖》《造砖图说》等著编和专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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