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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塔在建筑史和佛

教美术史中写下辉煌的篇

章 , 它的演变轨迹清晰地现
出华夏文化吸收融合外来文

化的状况及其过程 。
塔是外来建筑 。著名的

桑志一号大塔初建于阿育王

时期 , 后来的巽加等王朝扩

建了塔丘上的覆石 、顶上平
台 、伞盖 、塔周栏楯及四门 ,

其造型成为印度早期佛塔的

一个模式。伴随着大乘佛教
兴起 ,塔的建造始有新变:覆

钵丘下台座或基坛层次增

加 , 侧面有了更多的空间雕

饰佛国图像;覆钵丘上的塔
刹作为神圣崇高的象征 , 成

为重点表现与装饰的对象 。
这种新塔型 , 贵霜时期建造的加腻色伽王大塔

具有代表性。东晋法显和北魏宋云赴西土求法
时曾目睹过它的雄姿 ,初唐玄奘称此塔为“大窣

堵波” ,并记载颇详:“层基五级 ,高 150尺 ,方乃
得覆小窣堵波 。王因喜庆 ,复于其上更起 20层

金铜相轮 。”犍陀罗地区的这种重层式塔身 ,以

及覆钵丘上置高刹的做法 , 对中国古塔中占主
流的楼阁式塔不能说没有影响。

佛教入传东土之初 , 传说汉明帝在洛阳白
马寺中心建造了一座九层四方体楼阁式大塔 ,

塔刹上安置九重相轮。《魏书 ·释老志》说魏晋
以来 “凡宫塔制度 , 犹依天竺旧状重构之”。所

谓 “天竺” 此指北印度和中亚一带的犍陀罗地
区 , “旧状”可能包括台基 、覆钵体和塔刹等构件

的配组及其造型样式 , 而 “重构之”即指在多层
楼阁式的塔身上安置梵式覆钵塔 。这种具有中

国民族气派的佛教建筑样式 , 开始就显示出强

盛的生命活力。
“天竺旧状重构之” 的佛

塔在北魏皇家寺院中得以光

大 。先是平城永宁寺木塔 ,层

七级 , 高 300多尺;后有洛阳
永宁寺木塔 , 层九级 , 高 90

丈 ,塔刹十丈 ,上饰宝瓶和 11

重相轮 , 近年考古发掘证明

此塔中心设置有大型佛龛和

供右旋的礼拜道。北魏的这

些楼阁木塔无存 , 但我们可
依据当时的小石塔 , 如天安
元年(466年)施主曹天度造

楼阁式石塔 , 以及云冈和龙
门石窟中浮雕塔形 , 如云冈

11窟西壁 、 龙门莲花洞外壁
的有关图像 , 从而对北魏营

建的大型楼阁式木塔造型做

出大致推定 。营建楼阁式木塔在隋代甚有壮

举 , 文 、炀父子两代崇佛 , 长安都城中皇家级的
清禅寺 、禅定寺 、大云经寺的多级层楼木塔争相

比高 , 雕饰豪华 , 有的堪称天下之最 。到唐代 ,
这种塔式还远传日本 , 著名的奈良法隆寺五重
塔成为研究者“借来”考察这个时期华夏多层木

塔的一个实物样本。我国现存最古的木塔为山
西应县佛宫寺辽代释迦塔 , 总高 67.3米 , 仅塔

刹高 10米 。塔体平面呈八角形 ,这比过去平面
方形木塔更具有稳定性;外观五层 ,内部加四个

暗层 ,成九层 ,十分有助于与塔身中心内套筒式
结构紧密搭接 , 以增强坚固性 。雄壮华丽的辽

代释迦塔代表着中国楼阁式木塔所取得的重大

成就。

建筑史家将唐宋时期楼阁式砖石塔细分为

三种类型:塔身砖石造 , 外围采用木构;用砖石

砌造 , 外形完全模仿阁式木塔;用砖石砌造 , 但

关于中国古塔造型源流的描述
林通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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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荐福寺小雁塔

外形仅象征性地做出斗拱和梁柱 。前者如苏州

极恩寺塔 、杭州六和塔;中者如苏州虎丘云岩寺

塔 、泉州开元寺仁寿塔;后者可举始建于唐后经

宋代改造的西安大雁塔 ,以及开封礻右国寺塔 ,

即俗称的“铁塔” 。楼阁式砖石塔一直延续到明

清不衰 ,它与楼阁工木塔交相辉映 ,一齐构成中

国古塔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

与楼阁式塔造型手法相近的还有一种亭阁

式的 , 它是梵式覆钵塔与华夏传统的亭阁建筑

相融合的产物 。遗存至今且年代早者有隋大业

七年(611年)建造的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石塔

和唐代中期的安阳修定寺砖塔。

有学者认为公元 3世纪印度出现了与婆罗

门天祠相似的密檐塔 ,这就是玄奘在《大唐西域

记》中称之的 “大精舍” 。古代印度的这种新塔

已无可靠遗存作资证 , 但我们则可以从河南登

封嵩岳寺塔上捕捉到异国的这种风韵及其在东

土大地上的影响 。嵩岳寺塔为北魏正光四年

(523年)建造 , 塔高近 40米 , 除台基和塔刹用

石砌雕外 , 塔身全用砖砌构成。在第一层塔身

上段这个区间中 ,四个正面塔门贯通下段 ,其他

八个面上各砌出单层方塔形壁龛 , 龛下隐起基

座 , 并砌有壶门与雕出护法狮子;12面转角处

设置立柱 ,柱础作莲瓣形 ,柱头饰垂莲和火焰宝

珠 ,域外的建筑装饰语言在这里得以尽致发挥;

塔身叠涩出 15层密檐 , 每层渐次向上收分 , 外

轮廓线饱满圆和。据各层残存的石灰面 , 推知

此塔外表原为白色 。风生水起 , 北魏这座砖塔

的建造 , 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式密檐塔后来的发

展方向。

唐长安城皇家荐福寺里的小雁塔遗存至

今。小雁塔平面呈方形 ,底部塔身很少装饰 ,上

部塔檐也只是简单叠涩挑出 , 六层以上收分急

剧 ,从而使得其外轮廓线显得既流畅又分明 ,整

个造型简洁疏朗而富有生气 , 充满了唐人佻达

的风韵。小雁塔这种密檐式塔型 , 后来在中原

地区渐有消歇 , 而在西南滇地以及北方辽金广

漠却得以兴起和发展。前者如昆明东寺塔和西

寺塔 、佛国寺的蛇骨塔 , 它们虽显得有些劲瘦 ,

但基本式样都与长安小雁塔相仿 。后者如赤峰

辽中京大塔 、北京天宁寺塔 、灵丘觉山寺塔等 ,

其平面以八角形居多 ,塔身特高 ,各面都有仿木

构的斗拱 、梁柱 、门窗等 ,还有浮雕佛象 ,装饰异

常繁华复杂 。辽金诸塔充分吸纳了传统木构建

筑中的若干造型要素 ,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从

而也使密檐塔这种样式充满了人间世俗情致。

这种塔式晚至明代仍在延续。

佛教北传东渐 , 经中亚最先影响我国新疆

地区 ,贵霜王朝的覆钵塔也不例外。本世纪初 ,

斯坦因在楼兰古城 、若羌米兰 、和田陇哈什河畔

等处寺院遗址中 , 发现了用土坯砌垒的佛塔位

于丝路北道上的库车 , 还有当时龟兹国的大型

佛塔残迹。这些塔周围大多都设置围墙 , 形成

右旋礼拜的回廊 , 具有早期佛塔的布局特征。

从使用土坯建材 , 并综合考虑当地特殊的自然

环境 ,有理由推定这些佛塔原作覆钵式。

这种异国艺术格调的覆钵塔 , 一直到藏传

佛教兴起并北传以后 , 方才在神州大地上再次

兴起。公元 13世纪 ,一位叫阿尼哥的尼泊尔青

年匠师 ,携带域外建筑蓝本 ,应诏在元大都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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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湟中塔尔寺如意宝塔

○建筑艺术

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妙应寺白塔。从元到明清数

百年间 ,这种被俗称喇嘛塔的样式 ,一直受到历

朝皇帝的青睐 ,它们多集中在北京 、宁夏 、青海 、

西藏地区 ,或在京郊的青山绿树怀抱中 ,或在高

原阳光衬映下 , 显得格外圣洁。据一通元代造

塔碑文记述 , 藏传佛塔的此种造型 “取军持之

像” ,即仿自印度僧人常用的一种储水瓶 。另一

种观点则认为这种塔式模拟坐禅修行的穹窿形

洞窟或草庐。

中印度的菩提伽耶大塔创建于公元 2世纪

中叶 , 后经改重建多次 , 其造型也多有不断改

变。佛教美术考古家认为它的早期样式与密檐

式有关 , 而后来的造型则又成为各地金刚宝座

塔的一个样板 。
敦煌莫高窟北周 428窟壁画中 , 有一例中

国早期金刚宝座式塔的珍贵的图像资料 。这种

塔式是密教产物 , 用以尊奉密教金刚界五部

主。壁画中的中央大塔在台基上起三层方形楼

阁 ,再上为顶檐 ,上置的覆钵丘和塔刹占整个塔

高 1/3。四角的四个小塔与中央大塔相仿 。瓦垅

屋檐 、楼台凭栏 、立柱和斗拱等 , 完全是木构楼

阁建筑做法 , 可以说这是一处由五座楼阁式木

塔组构成的金刚宝座式塔组 。从隋唐时期密教

纯密盛行开始 ,直到元代之前 ,关于金刚宝座塔

却无遗迹可寻觅 , 只是到明代以后它才得以流

行 ,恰同喇嘛塔一样 ,亦属于藏传佛教藏密北传

所致 。明清时期的重要

实例可举北京真觉寺 、

碧云寺和西黄寺塔 , 襄

阳广德寺塔 , 呼和浩特

慈灯寺塔等。这些塔组 ,
台座上或为密檐塔 , 或

为覆钵塔 , 或中央大塔

为覆钵式 , 四角小塔为

密檐式 , 总之 ,形制有变

化 ,并无严格规范。尤其

是它们的台座 , 有的像

一座 “微缩”的城郭 , 有

的犹如一座小型台坛 ,

加之斜坡踏阶 、 护栏以

及牌坊装饰 , 完全是中

国化的建筑造型取向与

改作。

佛教流布亚洲 , 遂有北传和南传之分。汉

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均系北传 , 而由印度向南传
播的为南传佛教 。公元前 1世纪 ,南传佛教首先

在斯里兰卡确立了地位 , 后来逐渐扩展到东南
亚一带 , 斯里兰卡至今还保存着一大批早期佛

塔的遗迹。缅甸 、泰国 、 柬埔寨等国的大型佛
塔 , 均为公元 11世纪以来南传佛教浸润后所

为 , 并以蒲甘和仰光的 、曼谷的 、吴哥城的享誉
世界。其中 ,缅 、泰佛塔伴随着南传佛教一起直
接在我国云南傣族地区驻足 , 著名的有景洪曼

飞龙塔 、瑞丽遮勒大金塔 、芒市佛光塔和树色塔
等 。这些塔多在清代时建造 ,规模不大 ,但样式
显得格外清新拔萃。其造型为圆形或复杂亚字
形多层塔座 ,覆钟形的塔体和尖笋状的塔刹 ,或
单体独立 , 或群体组合 , 当地人将之称为 “缅
塔”。云南傣族地区佛塔为中国古塔群列中又
注入了一股域外新风 。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近期出版的 《中国古
塔的艺术历程》(常青著),解析和讲述了古塔造
型艺术在华夏大地上流布与演变的历史 。作为
一本中国美术史专题门类性著作 , 书中列举资
料丰实 , 随文附图 200幅 , 文笔也通俗 , 在介绍
知识中融入学术问题 。有兴趣者不妨一读。

◆附记 《中国古塔的艺术历程》 大 16开(简精装)

定价: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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