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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太祖朱元璋甫有天下，命儒臣稽古講禮，定官民服舍器用制度，法密且嚴，

用以表彰威嚴與區別等差。明中葉以後，衣食無虞，生活富足，士商階層的引領，

在居室上逐漸打破明初的規範，開始建造高樓華廈，構築園林亭榭，禮制法規幾

乎蕩然無存。有識之士有感於侈靡危國，不斷疾呼「儉德」，並將土木繁興者，喻

為「木妖」。晚明時期，實為崇尚奢華與提倡質樸兩股力量的抗衡與激盪，形成特

有的晚明居室生活文化。 

 
關鍵詞：明代、居室、木妖、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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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居室是人類生活與居住的場所，然而人類生活常受到內外因素的制約，

出遊有時，會友有約，宴樂有限，出處有命，居室始終是生活的主體。生活

文化轉換的時代現象，其根源反映在居室生活之上。
1
早期人類重視居室的實

用性，構木為巢、擇洞而居，其目的僅為棲身避獸與遮風擋雨，美觀並非為

主要的考量要素。有一個安身立命的根基後，人類開始講究居室外在、內部

的整體觀感，如房屋的堅實、處室的擴大與及結構的嚴謹等，居室開始兼具

美感與實用、誇飾等功能。 
「有土斯有財」的傳統觀念，土地與地上建築成為人的恆產，成為突顯

身分尊華、炫耀家產的表徵。因而李栩有感而發：「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

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
2
過

度的居室土木興築，足以破家，但居住於金雕玉琢的深宮豪院內，是貴族豪

商畢生汲汲追尋的 終目的標。明代中後期，是居室僭越無度與華麗浮誇的

時期，部分明人反思居室土木過奢的遺害，提倡返樸歸真，「知恬逸自足者，

為得安樂本；審居室安處者，為得安樂窩。」
3
 

明代中葉，商賈階層崛起，士商相互滲透，形成一股僭奢習尚。晚明時

期的奢靡現象與消費文化，是目前研究明代生活層面的熱門課題。
4
但綜觀明

代生活文化的研究，較側重於服飾意象，對於居室方面的研究則較少論及，

且論述多著重家具擺飾，
5
對房舍外觀結構探研者少。因而本文試圖從此角度

                                                      
1  吳智和，《明人休閒生活文化》（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9 年），頁 135。 
2  明‧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6，〈陸梳山居家制

用〉，頁 261。 
3  明‧高濂，《雅尚齋尊生八牋》（《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書》61 冊，北京，書目文

獻出版社，1988 年，據據明萬曆十九年自刻本縮印），卷 7，〈起居安樂牋上〉，頁

1 下。 
4  如常建華，〈論明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風俗的變遷〉，《南開學報》，1994 年 4 期，頁

60～63；牛建強，《明代中後期社會變遷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 年）；鈔

曉鴻，〈近二十年來有關明清「奢靡」之風氣研究述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
年 10 期，頁 9～20 等期刊論著。 

5  關於家具消費文化，可參見：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台

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物的商品化與特殊性――以家具生

活為例〉，頁 21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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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入，專論明代居室風尚的流變。太祖以來建立的居室規範，明令官民不得

任意增建園林亭榭，然而文人親山樂水、喜築園林的情懷自古皆然，儘管身

居宅第，卻嚮往徜徉於山林水泉間，園林建築文化實與文人居室生活結合，

因此園林生活亦在居室風尚的探討範圍之列。 
明初的居室規定處處節制、層層設限，但隨時間的推衍，恣情僭越而違

反祖制者大有人在，使得華居豪室的生活方式，形成一股流行風潮。自古儒

家官紳士夫深信，恭儉乃為立國基石，因而不斷提出禁奢規約，用以規範人

君，避免其不德以致危國。本文以明代居室方面的律令禮法為準則，比較前

後期明人居室簡樸、華奢的狀況，輔以明人崇儉觀念與生活實踐，試圖從此

一角度觀察明時期的居室流變。 

二、明初的居室規範 

荀子主張王者之制，必須「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

皆有等宜。」
6
其目的在於建立君尊臣卑、階級等差的觀念，俾上位者有效管

理，數千年來歷朝各代的帝王，多依儒家此模式進行統治。朱元璋（1328～
1398）有感於元末失序，乃因「貴賤無等，僭禮敗度」的社會所致，除欽定

房舍規範外，為有效安撫人心與穩固王朝統治，遂從己身儉樸做起。 

（一）太祖的崇儉理念 
房屋居室是人生財貨的一部分，元末群雄逐鹿，透過居室、什器贈與，

成為拉攏民心的 好工具。如張士誠（1321～1367）取才，不問賢與不肖，

皆饋贈輿馬與居室，士民嗜利者趨之若騖。
7
房屋居室同時也是保障人身安全

的 後一道防線，《漢律》明定：「無故入人室宅廬舍，格殺勿論。」因而朱

元璋率軍之初，則以保障人民的居家安全為首要，在征討婺州時，入城後即

命二騎士齎令牌遍告軍伍嚴禁殺人、劫擄婦女與焚燒房屋，違者依軍法論斬。
8
  

                                                      
6  清‧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卷 5，〈王制篇第九〉，頁

158～159。 
7  清‧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 8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年，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民國烏程張氏刻適園叢書本影印），卷 7，〈張士誠〉，

頁 50 下。 
8  明‧鄧士龍，《國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卷 4，〈國初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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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持身謹行，強調節儉的重要性。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江西行

省進獻陳友諒（1320～1363）的鏤金床，朱元璋對侍臣說：「此與孟昶七寶溺

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孟

昶（919～965）為五代十國時期後蜀皇帝，在位後期奢華無度，甚至以珍寶

製成夜壺，稱為「七寶溺器」。過度沈溺於紙醉金迷，而遭北宋滅其國。明初

臣僚論及陳友諒的敗亡之因是「未富而驕，未貴而侈」，因而以陳友諒為借鑑，

「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眾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

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
9
朱元璋不願成為孟昶、陳友諒之流，

即刻命人毀床。太祖日後憶及建國之初，嘗言：「士誠恃富，友諒恃強，朕獨

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
10
這也說明他為

何能從群雄脫穎，終而建國的重要關鍵之一。 
在皇城居室方面，則先從簡省宮殿工事著手。至正二十六年（1366），南

京宮殿開始營建，負責官員拿圖樣請示，朱元璋要求抹除雕琢奇麗的建築裝

飾，並告訴中書省臣僚： 

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昔堯茅茨土堦，采椽不斲，

可謂極陋矣，然千古稱盛德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

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慾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

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

一以樸素，何必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11

 

朱元璋諭令工部，宮殿的營建必須依照三個原則：一以樸素堅固為施工重點，

二則華飾奇巧一概不用，三為臺榭園囿均不建蓋。
12
太祖除本身奉行儉約，也

要求皇親、將領等一併遵守。洪武九年（1376）五月命中書省臣，親王宮室

得飾硃紅大青綠，其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認為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並無過

度之處，太祖則企圖從節儉來培養諸親王心性，「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

                                                                                                                                       
頁 87。 

9  明‧夏原吉等，《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年，據

北京圖書館紅格鈔本微卷影印），卷 14，甲辰三月戊辰條，頁 6 下～7 上。 
10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3，〈太祖本紀〉，頁 55～

56。 
11 明‧余繼登，《典故紀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1，頁 8～9。 
12 《明太祖實錄》，卷 101，洪武八年九月辛酉條，頁 1 上～下；以及卷 106，洪武九

年五月壬戌條，頁 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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