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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中塔的形象

孙儒 悯

塔是随佛教传入我国的一种建筑类型
。

古代印度称做
“

率堵婆
”

( st up a) 的建筑
,

原

来是埋藏尸骨的半球状覆钵形的坟丘
,

后来佛教把埋藏佛舍利的
“

率堵婆
”

作为崇拜的

对象
。

另一种称为
“

支提
”

(c ha i t ya ) 的建筑
,

①与
“

率堵婆
”

相似
,

是供奉佛陀或是高僧

大德之用
。 ②塔的建筑形象概念

,

辗转经中亚传入我国以后
,

因为它是一种外来的建筑概

念
,

较少受到传统建筑的约束
,

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和我国传统建筑相融合
,

并衍生出

千姿百态
、

种类繁多的佛塔形象
,

既表达 了我国人 民对佛教的信仰
,

又保持了对传统文

化和审美观念的选择
。

佛塔的基本形象是覆钵及上部塔刹相轮
,

到了中国之后逐渐形成

了一种建筑符号
,

覆钵塔刹与我国传统建筑中的楼阁
、

小殿堂
、

亭阁
、

斗帐相结合
,

成

为楼阁式
、

亭阁式等塔的形象
,

因建筑材料的不同
,

形成了单层砖石塔
、

多层砖石塔
、

密

檐塔
、

砖木混合或木构的楼阁式塔等等
。

千百年来
,

千姿百态的佛塔
,

真如繁花似锦
,

并

放在我国大地上
,

与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
,

它的作用已远远超 出了宗教的范围
。

我国的古代建筑
,

特别是唐以前的建筑幸存的不多
,

而塔却是保存最多的古代建筑类型
,

近代建筑学家们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古代的敦煌是通向西域的门户
,

据 《魏书
.

释老志 》 说
“

村坞相属
,

多有寺塔
” ,

说

明敦煌的佛教信仰相 当广泛
,

成为兴建莫高窟的社会基础
。

莫高窟除石窟外
,

窟前大泉

沟的两岸
,

至今还保存着二十几座晚唐
、

五代
、

宋
、

西夏
、

元各时代多种形式的塔
,

有

的造型优美
,

构造独特
,

是研究佛塔的珍贵实物遗例
。

此外莫高窟各时代壁画上也有大

量塔的形象
。

壁画中的塔
,

根据壁画内容的需要
,

有的高仅几厘米
,

但也反映了塔的基

本形态
; 有的高达两三米

,

把塔的基座
、

踏道
、

栏杆
、

梁
、

柱
、

斗拱
、

山花蕉叶
、

覆钵
、

塔刹
、

相轮
、

宝盖
、

金铎等塔的部件表现得非常具体
;
有的还用沥粉堆金以突出塔的花

纹装饰
,

一方面反映 了当时建筑界画的高超技法
,

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丰富的塔的形象资

料
。

建筑是莫高窟壁画表现的内容之一
,

个别石窟中的建筑图象
.

可能有踵事增华之嫌
,

但多数塔的形象比例恰当
,

造型优美
,

所表现的结构也较为合理
,

所以作为反映古代佛

塔的形象资料
,

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
。

见于壁画上的塔
.

可以归纳为六种类型
:

1
.

率堵婆式
,

2
.

单层木塔
,

3
.

楼阁式木塔
.

4
.

单层砖石塔
,

5
.

多层砖石塔
,

6
.

砖木混

合塔
。 ③现分别介绍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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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堵婆式塔

章堵婆 ( s
t up a )是梵文 的音译

,

原意就 是坟家
。

佛教 崇拜章堵婆
,

盛于释迎 牟尼涅

架之后
,

因埋藏了他的骨灰 (舍利 ) 而受到崇拜
。

传说阿育王为弘扬佛法
,

造八万四千

章堵婆
。

古代印度的率堵婆是一个半 圆球状 (覆钵 ) 的实心建筑物
,

下有基座
,

上有箱

形的平头及塔刹相轮 (图 1 )
。

章堵婆的造形意匠
,

在于它体现一种稳定安详
、

永恒不灭

的涅桨精神
,

成为佛教崇拜 的一种宗教标志
。

当佛教在大月氏的键陀罗地区流行时期
,

翠

堵婆的基座和覆钵逐渐变得较为高耸
,

塔刹部分的比例加大
。

佛教传入我国古代的新疆
,

章堵婆式 的塔也随之在新疆出现
,

库车
、

和闻
、

米兰
、

楼兰等地的佛教遗址中
,

都残存

着土坯建造的率堵婆
,

也许就是我国最早的塔
。

元代喇嘛教的佛塔
、

舍利塔也是由上述

率堵婆式塔发展变化而成的
. 。 ④

莫高窟壁 画中所见章堵婆式塔颇多
,

早期洞窟如北周第 4 2 8
、

3 01 窟 ( 图版 4) 和隋

代第 3 03
、

4 19 等窟壁画中率堵婆式塔 (图 2 )
,

其基本形式为下有单层或双层素平台基
,

上有较高耸的类似钟形的覆钵形塔身
,

正面有圆券门
,

覆钵上部有莲瓣 或忍冬纹饰
,

有

的覆钵上还有二三层叠涩台座
,

上有受花及较为扁平的覆钵
,

其上有塔刹相轮
。

这种双

重覆钵的作法在莫高窟唐代及以后壁画中所画的单层砖石塔上也有反映
,

这类形式 的塔

也是章堵婆式塔的发展
。

《法华经 》 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
。

敦煌以 《法华经 》 为题材的壁画共有 60 多幅
,

其

中绝大多数中都有
“
见宝塔品

” ,

表现多宝佛及释迎佛并坐在多宝塔中
。

初唐第 33 2 窟

(图 3) 顶部的
“
见宝塔品

”

的多宝塔覆钵塔身略为偏平
,

大开 口 内多宝
、

释迎并坐于榻

上
,

下有偏平台座
,

塔身上有两层出檐
;
檐端上有 山花

,

檐上有一扁平 的覆钵
,

其上有

素平须弥座
,

座上再作覆钵
,

上有六重塔刹相轮及宝盖
、

宝珠等为刹顶
。

初唐的第 34 0 窟

(图 4) 佛完顶的多宝塔
,

在两重扁平的基座上
,

有钟形塔身
,

设两个 圆券门
,

内坐多宝

及释迩
,

覆钵上另有扁平覆钵及四重宝幢式相轮 (唐代壁画中以此表示的尚有多处 )
,

并

以伞盖宝珠为刹顶
。

值得注意的是
,

以幢盖作相轮
,

可能是翠堵婆相轮 的原来形态
。

宝

幢是佛教的一种重要供养器具
,

常将它置于佛和菩萨的上方或左右两侧
,

把它置于拿堵

婆的顶上也是表示崇敬的意思
。

⑤后来率堵婆上所见的石雕圆盘
,

可能就是悬挂幢帷的骨

架
。

初唐的第 3 31 窟
、

盛唐的第 46 窟中的多宝塔 (图 5) 都是以覆钵为塔的主体
。

中唐

的第 3 61 窟的多宝塔 (图 6 )
,

造型别致
,

装饰华丽
,

中唐以后宰堵婆式的塔在壁画中随

处可见
.

盛唐第 21 7 窟法华经变中有四座塔
,

三座塔身平面表示为圆形
,

一座为方形
,

塔

身上部略微向内弯曲
,

约略形成覆钵形状
,

实际上 已经过渡为单层砖石塔的造形了
。

五

代第 3 4 0 窟雨道顶部有章堵婆 (图 7 )
,

用较为成 熟的轴侧透视画法
,

表示了塔的两面
,

塔

身两面均有圆券门
,

台基两重
,

上层台基边沿有卧棱栏杆
,

中设踏道
,

塔身上有三层叠

涩出檐
,

檐上有覆钵
,

覆钵顶作三重平台
,

上面再有小覆钵
,

其上才是宝珠
、

伞盖
、

仰

月组成的塔刹
,

伞盖下并垂四链系于塔檐四 角
,

链上并悬金铃
,

此塔稍特殊处是塔檐四

隅各有一小率堵婆
,

形成五塔的格局
,

也许是金刚宝座塔的一种表现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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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层砖石塔

以上所介绍的率堵婆式塔
,

其基本结构是砖石材料的单层塔
,

但其主要部分塔身基

本上作覆钵状
,

较多地保存了外来的影响
,

因此称作率堵婆
。

本节 中所指单层砖石塔
,

塔

身不用覆钵状
,

而作方柱形或圆柱形
,

此种类型的塔始见于初盛唐壁画中
。

第 1 03 窟南

壁法华经变的化城喻品城堡中有一单层塔 (图 8 )
。

壁画中可见塔两面
,

平面为方形
,

方

形砖砌素平台基
,

高约塔身的多半
,

台基下有散水一周
。

塔身各面作矩形
,

高大于面宽
,

正侧两面都有带尖形 的券门
。

塔身有叠涩出檐
,

檐边有山花认 塔顶平面方形
,

唯四棱作

弧线
,

若从各立面看 则成覆钵的轮廓
,

其上再作 小覆钵
,

塔刹相轮四重
,

宝盖两重
,

并

有链系于四角
,

链上悬吊金铎
,

塔刹较高
,

约与塔身相等
。

盛唐第 21 7窟
、

31 窟
、

23 窟

的单层塔大体与此相似
,

有的设台基两重
.

台基中部再设踏道
。

河南安阳林泉寺唐代摩

崖窟完中的塔即与上述诸塔相似
。 ⑥实物中有山东历城神通四 门塔

,

是单层砖石塔的典型

实例
。

莫高窟大泉河东西两岸有五代
、

宋代的方形
、

八方形单层土塔多座 (图 9
、

图版

5)
,

因系土坯砌造
,

塔身各壁有显著收分
,

造形亦颇稳重
。

另外在第 21 7 窟壁画中还有

圆塔
。

唐人段成式 《寺塔记 》 中记长安崇仁坊资圣寺东廊有团塔
,

约略同时的晚唐人张

彦远 《历代名画记 》 中也记资圣寺有
“

北圆砖下
”

等语
,

实物中有山西运城的泛舟禅师

塔
,

是一座砖砌仿木构的圆塔
,

造形和施工技法 已相当成熟
。

壁画中出现圆塔也正是现

实的反映 (图 1 0 )
。

我国各地有大量的高层佛塔保留下来
,

单层佛塔的数量可能更多
,

只

是它不及恢宏雄伟的高层塔的影响那么大而 已
。

3
.

单层木塔

此类塔形最早见于莫高窟盛唐壁画中
,

而以中晚唐时期所 见最多
。

一般多为正方形

三开间
,

塔顶作攒尖或盈顶形的居多
。

而平面作六边形
、

八边形 以及 圆形的单层木塔
,

亦

在盛唐出现
。

壁画中的塔
,

造形 自由
,

以界画的手法表现得比例恰 当
,

构造手法也交待

得相当合理
,

是一批 富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

单层方形木塔
:

以盛唐第 23 窟南壁法华经变中见宝塔品的多宝塔最为典型 ( 图 1 1 )
,

因为此幅壁画是以塔为主题
,

画面较大
,

有条件比较精细具体地描绘塔的整体形象及细

部处理
,

结构合理
,

造型优美
。

此塔身为三间四柱式
,

当心间较宽
,

不设门户
。

塔内多

宝佛及释迩佛对坐于座上
。

左右两次间有直棱窗
,

檐柱四根
,

上各有四铺作斗拱一组
,

三

补间均作人字斗拱
。

塔的基座 比较华丽
,

最下一层作覆莲及须弥座
,

须弥座边上左右各

有栏杆
,

其上再作一 台
,

四周有平座及栏杆
。

在基座与栏杆的中部设踏道直达塔身
。

塔

顶作 四角攒尖
。

屋面坡度平缓
,

檐端平直
,

翼角不起翘
。

塔刹由须弥座
、

山花蕉叶
、

相

轮六重及华盖宝珠等部件组成
,

华盖以下有链系于 四角
。

中晚唐时期壁画中与此相类似

的三开间
、

单层木塔 比比皆是 (图 1 2 )
。

1 9 8 7 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一铜塔模

型
,

形式与此塔极为相似
。

六边形或八边形木塔
:

莫高窟盛唐第 2 17 窟南壁上部
、

中唐第 23 1窟北壁弥勒上生

3



经变上的兜率天宫两侧院中
、

五代第 6 1窟西壁五台山 图中均有单层六边形木塔
,

共同特

点是素平 台基上
,

木构塔身
,

正面正中设门
,

侧面两间设窗
,

塔顶六角攒尖
,

上有宝珠
,

与一般塔刹相轮不同
,

其整体形象颇似 日本奈良法隆寺东院的梦殿
。

中晚唐时期此种塔

形又成为经变画中的钟楼与经楼的形象
,

甚至一些城垣的角楼也作此形象
.

应用 比较普

遍
,

莫高窟园林中一座
“

慈 氏之塔
”

为单层八边形 攒尖顶土心木塔
, ⑦是此类塔形的很好

实例
。

此类塔的出现是唐代社会建筑施工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 ⑧

圆形平面单层木塔
:

最早见于盛唐中晚期的 1 72 窟
,

窟中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上端两

侧各有六柱圆形木塔
,

柱间不设墙壁门窗
,

攒尖塔顶上有塔刹
,

并有链系于檐端
,

塔的造

型轻盈剔透
,

在庄严的佛寺建筑群中
,

调和气氛
,

丰富了建筑群的空间组合
,

使建筑群

的天际轮廓富于变化
,

起到 了很好的装饰作用
。

唐人关于寺院的笔记中多有所谓东塔西

塔的记述
,

壁画上的反映也许正是以现实为根据的
。

中晚唐以后壁画中圆形亭阁式的木

构建筑又多用作钟楼经楼
。

盛唐第 1 48 窟壁画中圆形木塔
,

围塔一周有八柱
,

攒尖顶上弧

形坡面上可以看见四条垂脊
,

圆锥形屋顶上起脊
,

说明圆塔是从多边形发展而来
,

垂脊

把锥形屋顶分隔成若干个扇形屋面
,

可以用相同尺度的瓦件铺葺屋面
,

因为当时也许还

没有像专 门为北京天坛祈年殿生产不同尺度瓦件的条件
。

中晚唐时期此类塔多置于寺院

的回廊屋顶上
。

第 1 48 窟两幅大型壁画上还有几座独立的圆形木塔 (图 1 3 )
,

颇似 山西运

城泛舟禅师塔
, ⑨此为砖砌仿木构圆塔

。

壁画所反映的木圆塔虽是小型建筑
,

但圆形木构

建筑的出现说明唐代建筑造型更趋多样化的事实
。

楼阁式塔

楼阁式塔在壁画中不是塔的主要类型
,

北魏时仅第 25 4 窟有三层塔一例 (图 1 4
,

图

版 2 )
,

初盛唐时期也仅第 3 23 窟有七层塔一例
,

到中唐有二层塔出现
,

五代以后壁画中

有三层
、

四层及七层塔出现
,

而以四层的较多
,

平面形式多为方形
。

第 55 窟宋代壁画中

有三层六边形楼阁塔
。

方形塔则每边三开间
,

有的中间开 门
,

两次间开窗
.

有的仅中间

开窗
; 二层以上的塔有的设平座栏杆

,

有的仅有栏杆
。

塔身每 向上增加一层
,

层高与宽

度逐层减少
,

形成 比较显著的收分
,

塔顶有塔刹
。

这是一般情况
。

特殊的例子如盛唐第

3 2 3 窟北壁的七层木塔 (图 1 5 )
,

其最上层不作 攒尖屋顶
,

而 以歇 山屋顶作塔顶
,

塔顶上

也没有塔刹相轮
。

与此相似的五代第 61 窟五台山图中的四层塔顶作庞殿顶
,

仅正脊中部

置一宝珠
,

以表示其宗教的含意
。

这些均为少见的例子
。

塔顶上不设佛教的标志— 覆

钵及塔刹
、

相轮
,

在唐
、

五代时期的现实社会中不知是否有此种实例
。

榆林窟第 33 窟壁

画中有七层塔
,

第七层塔身作率堵婆式
,

上有简单的塔刹
。

莫高窟五代第 61 窟五台山图

中有
“

大悲阁
”

.

是一座四层佛塔
,

下三层为面阔三间的重楼
,

第四层作覆钵形塔身
,

其

上有三层叠涩出檐及山花蕉叶
,

以上 又作覆钵及塔刹相轮
。
劝五代第 34 0 窟雨道顶的四层

楼阁塔 (图 1 6 )
,

下三层均为三开间
,

中间开门
,

两次 间开窗
,

并逐层收小
,

第二
、

三层

每层外有栏杆
,

第四层收为一间
,

平面转角 4 5
。 ,

使转角面向正面
。

第 9 窟甫道有三层楼

阁塔
.

造型与第 3 40 窟的完全相同
,

中唐第 1 5 9 窟有一座下为六边形
、

上为圆形的二层

塔
,

与此 同时代的第 3 60 窟壁画里有钟楼 及经楼各一座
,

与第 15 9 窟的二层塔相同
,

作



为壁画中的建筑形象
,

画家为丰富建筑形象的变化
.

是否信笔为之
.

不得而知
,

但通过

一些较为特殊的建筑造型
.

不难理解古代匠 师在建筑造型上是煞费苦心的
。

虽然莫高窟壁画中所绘楼阁式塔不 多
.

但所反映的造塔意匠颇有意思
,

一是直接 以

中国传统 的楼阁作为佛塔
,

在佛教传入之初
.

社会上把黄老与佛等同看待
,

认为仙人好

楼居
.

以传统的楼阁来供奉佛 图当然顺理成章
。

再一种是把中亚 一带的辜堵婆缩小
,

置

于传统的楼阁顶上
,

强调了佛教的标志作用
.

也为楼阁增强 f 顶部装饰效果
。

由楼阁变

为佛塔
.

也有我国当时的内部 因素
。

佛教传入我国的东汉时期
.

正值西汉以前盛行的高

台建筑之风渐衰
、

楼阁建筑逐渐兴起的转变时期
。

据 《三国志
.

吴志 》 记载
,

笔融在徐

州大起浮图祠
, 一

下为重楼阁道
.

上累铜盘九重
.

同书公孙攒传
“

为围堑十重
,

于堑里筑

京
.

皆高五丈
,

为楼其上
” .

他的诸将
“

家家作高楼
,

楼以千计
” 。 ·

乙以上两条记载中的楼
,

可能是
“

坞
”

里面作 了望用的高层建筑
。

《世说新语 》 中记
“

凌云台楼观精巧
,

先称平众

木轻重
,

然后造构… … 台虽高峻
.

常随风动摇… … 魏明帝登台
,

见其势危
,

别以大木扶

持之
,

楼即颓坏 川气 《艺文类聚 》 卷 1。 《幽明录 》 记
“

邺城风阳门五层楼
,

去地二十丈
” 。
珍

高层楼阁建筑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技术上的探索
,

才渐趋完善
,

到北魏洛阳永宁寺建九

层大塔
,

排除记载上的夸大之词
.

九层大塔其高度也是可观的
。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是

现存唯一楼阁式木塔
,

通高 67
.

31 米
。
珍我国现存楼阁寺塔很多

,

但都是砖木或砖石
、

金

属仿 木构的楼阁式塔
,

成为很有影响的一种塔的类型
。

因为它的造型既能满足我国古代

人民信仰佛教的宗教意愿
,

又能适应我国的审美要求
,

所以楼阁式塔遍布于我国大地
。

佛教的翠堵婆作 为一种建筑符号
,

与我国传统的楼阁建筑相结合
,

也不是一个简单

的过程
,

而是长期发展探索的结果
。

《洛阳伽蓝记 》 卷第 5 《道荣传 》 说乾陀罗有雀离浮

图
,

是一座高 13 级的木构建筑
,

金盘 13 重
。
场这座大塔是古代中亚有名的建筑

,

虽然形

式不得而知
,

但与印度原来的以半球形覆钵为主要形态的率堵婆相 比
,

在建筑形态上有

了很大的变化
,

已经把章堵婆的覆钵及相轮作为一种佛教建筑符号置于 另一种高层建筑

物上
,

从印度到键陀罗这种建筑形象的转变
,

对我国的楼阁式塔的产生也许是一种直接

的启迪
。

多层砖石塔

前面已介绍过的楼阁塔
,

系指在传统木构楼阁建筑上安置覆钵塔刹一类塔的形象
.

这

里系指以砖石构成的多层塔
,

它的造形与楼阁塔迥然不同
,

莫高窟 只有第 61 窟五台山图

中有 大致相同的几例
。

此图中部署名为
“

释迎真身塔
”

( 图 1 7 )
,

由砖石砌成四层塔身
.

平

面方形
,

下为砖砌素平台基
,

正中有斜坡馒道
。

第一
、

二
、

三层塔身基本相似
,

塔壁垂

直
.

每层塔身高宽近似
,

略呈方形
,

每层逐步缩小
.

塔身外有朱栏环绕
。

一二层塔身中

部有 圆券门
.

每层塔身上有三层叠涩出檐
,

两侧檐端各悬金铎
.

各层檐边
_

上均有山花蕉

叶
。

第四 层塔身改为覆钵形
.

塔顶覆钵似第四层塔身而比之稍小
.

塔刹有四重相轮
.

两

重伞盖
.

下小上大
.

再以莲蕾作顶
, 一

下层伞盖下有链系于第 四 层下檐端
,

链 匕悬金铎

(图 ] 8 )
。

四层砖石塔
:

亦在五台山图中 灯图 1 8 )
.

塔下砖砌素 平台从
.

高灼第三层塔身之半
,



每层塔身高约阔的四分之三
,

塔身两侧壁体作圆弧形
,

使塔身略具覆钵形
,

塔身正中开

圆券 门
,

门上有尖形三叠门媚
,

每层塔身下有朱栏环绕
,

塔身上重层叠涩出檐
。

二三层

塔身高宽逐层减少
,

第四 层为覆钵
,

塔身上下均有两层叠涩
,

檐端置山花蕉叶
,

塔顶刹

有三重相轮及宝珠
。

整个塔身收分合理
,

形如炮弹
。

这两例四层塔的造型
,

其比例权衡

及结构意 图
,

可能是有现实依据的
。

五台山图中有广明三圣寺重檐塔
,

其造型约相 当于

上述塔的第四层以上的部分
,

仅在塔身下增加须弥座
、

覆莲 以及一些局部变化
。

6
.

几座造型独特的塔 (砖木混合塔 )

壁画 中塔的造型多种多样
,

塔虽然没有生活上的实用性
,

只能供人们瞻仰礼拜
,

又

是从域外传入的建筑概念
,

因此较少受到传统建筑观念的约束
。

在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
,

建寺造塔之风 日盛
,

外来建筑概念融入固有传统
,

有一个接受
、

融合
、

创新和发展的过

程
。

莫高窟北魏
、

北周及隋代的几个塔的造型比较特殊
,

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

第 25 7 窟北魏混合单层塔 (图版 l )
:

在 一幅沙弥守戒 自杀品的故事画中
,

一小沙弥

守持戒律拒绝姑娘的爱情而 自杀
。

国王起塔埋藏小沙弥骨灰
,

但塔的形式不是率堵婆
,

而

是中国传统建筑小殿堂和塞堵婆的结合
。

塔身下有较高叠涩须弥痊
,

正中设踏道直至塔

身
,

塔身中有圆券完
,

中有小沙弥像
,

塔身上有庞殿屋顶
,

屋面上有瓦垅
,

檐端平直
,

并

可见椽头
,

至翼角处卷起作弯勾状
,

正脊两端有向内弯曲的鸥尾
,

正脊中部置率堵婆
,

钟

形覆钵上有锯齿状受花
,

再上有锥体状的塔刹
,

顶上有三花
,

左右分悬很长的可与塔身

等高的大蟠 (图 19 )
。

此洞窟南壁中部还绘有一佛二胁侍的说法场面
,

它的环境则是一座

典型殿网式的建筑
,

清瘦高耸的双网对峙
,

子母网身上有庞殿屋顶
,

檐下有斗拱
,

两网

间有庞殿大屋顶
,

表示为佛殿
。

屋顶显得 比较偏平
,

屋面上有瓦垅
,

檐下有 圆椽
,

椽下

张挂帷慢
。

特殊之处是在屋顶正中上置一翠堵婆
,

半圆覆钵上为受花
,

圆锥形塔刹
,

刹

上有三宝珠
,

左右分悬大蟠 (图 20 )
。

河南唐河县碳窑出土的西汉画像石 (图 2 1 )
, L两高

耸的单体网 (不带子网 ) 之间有庞殿建筑
,

中坐一尊者
,

其整体殿网形象与上图所示的

佛说法的殿网是极其相似的
,

只是殿顶加上了重要的佛教建筑符号
。

四川郸县出土的汉画像似表示一门网
, L 双主 网之 间的殿堂是大量汉画像中常见的

题材
。

殿堂是供神仙
、

王者及官宦人家等居处的场所
。

佛教经 由西域传入内地
,

文化的

建筑形象直接与佛教相结合
,

反映了外来文化的移植过程
,

这种把塔的形象置于建筑上

的意匠也不是突然产生的
。

《洛阳伽蓝记 》 卷 5 城北条中记
“
于闻王更作精舍笼之

,

令覆

瓮 (指翠堵婆的覆钵 ) 之影恒出屋外
。 ”

在图 22 中一直坡屋顶的精舍上置窒堵婆
,

说明

佛教在西域流传的南北两路上
,

已经有了屋顶上作翠堵婆的处理方法了
。

25 7 窟壁画上两

例特殊塔型
,

它的基本建筑概念也是直接源于西域文化和汉文化的一种拼合方式
。

第 4 28 窟西壁北周金刚宝座塔 (图版 3
、

图 2 3 )
,

建塔材料可能是砖木结合
,

形式上

是中西结合的组合式大塔
,

虽然是壁画
,

但描绘得很具体
。

正中一座四层大塔
,

置于重

层基 台上
,

第二层基台表示为砖砌
。

塔身下两层较低
,

第一层正中设圆券门
,

第二层上

下均有突出塔体平板式的檐
。

两檐之间有四个金刚力士
,

下层外设栏杆
。

实际上第一
、

二

层是塔的基座
,

第三层砖石塔身
,

外有三间四柱木檐
,

四柱上有斗拱
。

塔身正 中有大于

6



当心间的圆券门
,

门中有摩耶夫人诞生释迎的场面
。

第四层有一佛二胁侍菩萨的布局
,

表

示释迎的禅定形象
。

三四层塔身之外
,

均有三间四柱的木檐
,

柱上斗拱 之上有纵向类似

析架的结构
,

朽架上有平板式的出檐
。

再上有直坡形的屋顶
,

屋面有瓦垅
,

正 中有一金

翅鸟
,

鸟两侧为受花
,

上有较偏平的并饰以莲瓣 的覆钵
。

覆钵上有高耸巨大的塔刹
,

上

有七重相轮
,

顶端有仰月宝珠
。

仰月两侧分悬四 幅巨大的长蟠
。

这是塔的主体
。

大塔四

角分置四个形状相同的三层楼阁式小塔
,

方形基座上三层较瘦狭的砖石塔身
。

塔身之外

有檐柱两根
。

上有斗拱
,

二三层柱间有栏杆
。

一二层上均有挑出平板式的塔檐
。

塔身上

作受花覆钵
,

上有九重 (或八重 ) 相轮塔刹
,

刹端有双重仰月
,

仰月间作三宝珠刹顶似

火焰宝珠
。

塔的两侧 有四大天王守护
。

天空有飞天翱翔
,

祥云缭绕
,

天花乱坠
,

充分表

现出庄重的宗教气氛
。

建筑史家们均称此塔为金刚宝座塔
。

L

金刚宝座塔源于中印度的布达伽耶
。

中亚地 区
,

古代键陀罗地方的雀离浮图
,

也是

五塔一组
,

而且是
“

上构众木
,

凡十三级
” ,

又于
“
四角起大高楼

” ,

是一座木构的楼阁

式金 刚宝座塔的格局
。 L新疆交河古城遗址内一座土塔 (图 24 ) 亦是五塔布局

。

河西走廊

的张掖市大佛寺内的土塔
,

大约是西夏或元代所建
,

安西榆林窟第三窟西夏壁画有一座

花塔
,

其布局亦是五塔组合
。

此种类形的塔
,

在西北早已流传甚广了
。

印度式塔 (图 25 )
:

第 76 窟宋代壁画中画释迎牟尼一生中发生重大事件的八处地方

所建的宝塔
,

称为
“

八大宝塔
” 。

壁画中的八塔称为
“

八塔变
。 ”

现在八塔仅存半数
,

四

塔的形式完全相同
,

塔下有须弥座
,

座下有覆莲
,

束腰部分设壶门
。

上下杭的表面均作

方形纹饰
,

塔身正中有三叶形完
,

完侧有完柱
,

柱上有护斗
。

塔身的两侧竖矩形的壁面

上
,

画站立的山羊
,

羊又站在一 匹白象上
。

所画的山羊及 白象形象生动
,

但其宗教的含

义至今还不明白
。

塔身上有砖石叠砌成三角锥体的塔刹
,

比例很大
,

下层相轮大于塔身
,

塔顶有宝盖及宝珠
,

宝盖两侧各悬一长蟠
。

塔前的榜题上画一法轮
,

榜题两侧各画一鹿
,

表示释迎牟尼在鹿野苑说法
、

初转法轮的情形
。 L这一 比较特殊的塔形

,

不知有无相类似

的实例
,

它的形式似受印度教天祠建筑的影响
。

上述几座混合结构的塔
,

大都是北魏
、

北周时期壁画中所反映的
,

造形特殊
,

不但

整体是如此
,

塔刹部分也有特殊 的表示
。

其一是塔刹上悬蟠
。

第 2 57 窟前述的两塔均悬

挂一对长蟠
,

第 42 8 窟的金刚宝座则悬两对长蟠
,

悬蟠是为了祈福
。

敦煌卷子 5
.

4 65 4 7

《百缘经略要 》 记一人在塔上悬长蟠而得大福报的故事
,

说明塔上悬蟠最早源于印度
,

键

陀罗地方
、

新疆也沿袭了此种习俗
。

据 《洛阳伽蓝记 》 卷 5 “

宋云记
” ,

在西域捍磨城见

到当地上千的塔
, “

悬蟠盖亦有万计
” ,

蟠上还有北魏的年号
,

甚至还有姚秦时候的蟠
。

宋

云去西域求法
,

携带 了大量宫廷和士宦人家的蟠
,

从 于闻到键陀罗
,

凡有佛 事的地方
“

悉皆流布
” ,

唯留太后百尺蟠一口
,

拟奉尸毗
。

可见当时的确有很长的蟠
。

现在新疆的

克孜尔石窟及库木吐拉石窟壁 画中的辜堵婆上亦悬挂长蟠
。

莫高窟隋唐宋代壁画中塔上

不悬蟠
,

改在经变画中另竖立蟠杆
,

确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
。

第 76 窟八塔变的印度式塔

也悬挂长蟠
。

而从北周经隋唐
、

五代到宋代四百多年的壁画中塔上普遍不悬蟠而只悬铎
。

现在青海塔尔寺大金瓦殿供奉的喇嘛塔上披挂了无数的蟠
。

可见同是佛教信仰
,

但某些

习俗也反映了一定的时代
、

地域和民族特征
。

其次是关于刹顶的处理
,

第 2 54 窟三重塔及第 2 57 窟的两塔
,

均为北魏时期的壁画
。

7



第 肠 4窟的刹顶表示成三叉形状
.

叉下有三宝珠
。

第 25 7窟的塔因壁画 己剥蚀
,

塔刹细

部 已难于辨别清楚
.

但刹顶仍可看出是三宝珠组成
。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二塔 (图

26 ) 与此相似
.

亦有三珠并列
。

敦煌第 42 8 窟的金刚宝座塔主塔之外的四小塔刹顶上亦

有一组三角形的三珠
。

据 《贤者五戒经 》 上说
“

旋塔三匝者
.

表敬三尊
,

一佛
、

二法
、

三

僧
” ,

环是 为三宝
。

塔上的三环
、

三珠或三轮 (图 2 7) 都是用形象表示三宝的意义
。
公礼敬

三宝
,

就要右绕佛塔
,

这种宗教仪轨很早就有了
。

莫高窟隋唐壁画中的塔刹则没有
“

三

宝
”

的表示
,

这反映佛教的可旋仪式改在寺院的佛殿中进行
,

反映了佛塔在寺院建筑群

中已居于较为次要地位的这一事实
。

①
“

支提
”

在印度也是 一种石窟形制之一 其典型的平面形式是纵长的殿堂
,

两侧有柱廊
,

殿堂的

后部有塔
.

塔的后部有半 圆的通道
,

可供佛徒作右旋礼拜之用
,

所以这种
“

支提
”

是作为一种建筑空间

来理解的
。

②为供奉佛图或高僧所建的塔
.

也可称支提
,

如河南安阳灵泉寺塔林 (摩崖雕刻的塔 ) 有
“

大隋开

皇十年岁次… … 道政法师支提塔
” 、 “

故大融法师支提塔
”

等等榜题
。

参见 《文物 》 1 9 9 2 年第 l 期河南

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河南安 阳宝山灵泉寺塔林 》 一 文
。

③ 《梁思成论文集 》 第一册中 《敦煌壁画中所 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 一文中把敦煌壁 画中所 见的佛塔

类型分为 ( 甲 ) 单层 木塔
、

( 乙 ) 多层 木塔
、

(丙 ) 翠堵式塔
、

( 丁 ) 单层砖 石塔
、

(戊 ) 多层砖石塔
,

符

合莫高窟的实际情况
.

本文参照 了上述分类及定名
。

④参见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1 9 9 2 年 10 月出版 《刘敦祯文集 》 卷 4 第 10 页关于 喇嘛塔的论述
。

③同④第 2 页
“

知覆钵之上
,

还有宝匣… … 乃是奉藏舍利之所在
。

再上建刹杆
,

杆上饰以相轮 (梵

语
。
h h at r a

意即伞
,

为印度 人用 以遮蔽日晒者
,

建于塔上
,

表示崇敬者 )
” 。

⑥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塔林 》
,

《文物 》 1 9 9 2 年第 1 期
,

⑦慈氏之塔
,

原在莫高窟对面三危山中
,

距莫高窟约 15 公里
。

根据其结构形制及檐下的塑像
、

壁

画风格的判断
,

建塔的时代约 为宋初
。

为便于保护
,

1 9 8 1 年迁建于莫高窟园林中
。

⑧木构建筑中方形或矩形平面的角柱
,

正侧两面柱头仿形成 9 00 的夹角
,

而六边和八边形的角柱上

的柱头杨和燎檐舫形成 1 2 00 和 1 3 5
“

的尖角
。

要求斗
、

拱
、

仿
、

柱等构件的桦卯角度在施工制作上难度要

大一些
。

⑨参见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1 9 8。 年 10 月出版 《 中国古代建筑史 》 第 139 页图 93
,

山西运城县泛

舟禅师塔
。

(帅宿 白 《敦煌莫高窟中的
“

五台山图
” 》

,

《文物参考资料 》 第 2 卷第 5 期
。

@ 《三国志
·

吴志 》
,

中华书局 1 9 7 5 年 4 月出版
。

交弓 ((世说新语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2 年 n 月出版
。

「

哆 《艺文类聚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2 年 l 月新 1 版
。

心刘敦祯 主编 《中国建筑史 》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 9 8 。 年出版
,

第 2 01 页
。

喧 《洛阳伽蓝记
、

卷 5 城北条 中记
“

道荣传云
: `

悉用文石为阶
,

阶砌护拱
,

上构众木
,

凡十三

级
’ . `

上有铁柱
.

高三百尺
.

金盘十五重
,

合去地七百尺
’ 。 ”

文 中记述矛盾之处甚多
。

据法显及玄类在

北印度的记述
.

土述之迎腻色迎所建的大塔
,

互有出入
,

不过都说是很高的大塔
。

`珍 仗南阳汉代画像石 分
,

文物出版社 工9 8 5 年 10 月出版
。

@ 么四川汉代画像石 分
.

巴蜀书社
.

1 9 8 7 年 2 月出版
.

第 6 8 页
,

图 2 3
。

戈啼罗哲文先 生的
、 、

中国古塔 》 巾有此命名
,

另萧默先生在 《敦煌建筑研究》 第 1 7 5 页作了详细的论

述

吕



《洛 阳伽蓝记 》 城北条 中关 于
“

雀离大塔
”

的记述
。

《中国石窟
.

敦煌莫高窟 》 第 5册
,

文物 出版社
,

1 9 8 7年出版
,

图版第 1 0 6
、

1 0 7及图版说明
。

LL

@ 转引自常青 《西域文 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 矛
,

湖南教育出版社 1 9 9 2 年 10 月出版
。

@ 参见 日本二玄社出版
,

栗 田功编古代佛教美术丛刊 《 G na d hal na A rt 》 1
.

第 154
、

1 55 页
。

图 1 印度山奇大塔 图 2 2一 1第 4 28 窟北周舍利塔

上八翼杀聊朋朋

图 2一 4 第 3 03 窟 隋代舍利塔 图 2一 3 第 4 ” 窟隋代舍利塔
图 2一 2 第 3 01 窟北周舍利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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