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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教通过三条传播路径传播到我国后,经过发展及演变,建筑形式受到当地文化的同化,先后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建筑类型,三条传播路径上

的佛教建筑有了明显差别。建筑的使用功能和布置形式也与最早古印度佛教建筑大相径庭,发展成为了一种更具有历史特征与民族特色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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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佛教主要在亚洲国家发展。传播路线有三条,其中一条是由古印度(尼

泊尔)传入东南亚,这条路线为南传佛教,属小乘佛教。另一条线路,由古印

度传入中亚,再到中国,由中国传向朝鲜和日本,这条线路被称为北传佛教,

还有一条路线是从古印度传入西藏,为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北传佛教都

称为大乘佛教(见图1)。据记载秦始皇时期佛教已确实传入中国,而至唐朝,

佛教达到极盛状态。在佛教盛行之下,佛教建筑也如春笋般相继出现。 

 

图1  佛教传播路径 

(图片来源：作者整理自绘) 

1 北传佛教建筑形式发展 

1.1北传佛教传播途径 

 

 

图2  山西佛宫寺释迦塔 

(图片来源：http://www.sohu.com/a/25647575_135435) 

佛教传播路径其中之一由古印度传入中亚,再到中国,由中国传向朝

鲜、日本和越南等地(见图1),这条线路被称为北传佛教,属大乘佛教。佛

教于公元一世纪才开始传入中国,北传佛教多与传承地的固有文化相融合,

形成重义重理、仁慈仁心的理念。而北传佛教建筑在中国,主要形式有佛

寺、塔和石窟。 

1.2北传佛教建筑发展 

历史发展长河中,佛殿和塔比石窟常见。早期与古印度一样,布局以塔为

中心,多为舍利塔,唐代后塔的位置渐不如大殿,而后“塔”越来越小,位置越

来越偏,甚至独设塔院。由于建造巨像风气的兴起,殿堂形式逐渐向阁楼形式

发展,出现了木塔、石塔、砖塔、铜塔、琉璃塔、铁塔等。塔的功用和形式

发生了改变,置放偶像的阁楼式塔(见图2)在组群中的地位逐渐升高。 

佛寺建筑在中国主要受中国传统建筑和文化的影响,再加上贵族豪绅

“舍宅为寺”时期形成大批的寺庙建筑。 

除此之外,由于印度潮湿多雨,而天然洞穴中冬暖夏凉,逐渐人们开始

在岩穴中打坐锤炼身心。而石窟在印度是作为纪念释迦摩尼的场所,通过

进入石窟修行来学习释迦摩尼的苦修。传至中国后发扬光大,如在汉族形

式居室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纵长盉顶式窟形。 

1.3北传佛教建筑形式 

围合庭院的院落式布局是中国寺庙建筑的主要形式,外形也较为华

丽。以佛像为主的佛殿位于主要位置和中轴线上,与山门等多进庭院串联,

突出轴线(见图3)。而佛寺建筑形式与常见的中国古建筑形式相同,符合当

时的建筑等级制度,由坡檐、斗拱、木构架等构成。 

 

 

图3  少林寺平面布局 

(图片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石窟在中国出现时期较为接近,仿古印度石窟制度而进行开凿设计,

外围的柱廊和屋檐则是继承了中国古建筑的传统。中国四大石窟为龙门石

窟、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石窟三面凿墙,一面柱廊

围合的方厅为主的佛教建筑。内部除雕刻佛像外,还有佛教典籍传说为主

题的壁画,生动形象。 

2 南传佛教建筑特色 

2.1南传佛教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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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古印度(尼泊尔)传入东南亚,这条路线为南传佛教(见图1),属小乘

佛教。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是我国南传佛教主要发展地区。其建筑形式多受

越南、泰国、缅甸等地建筑形式影响。据《新新纂云南通志》记载,西双

版纳的每一村寨均有一所寺庙,而宣慰及土司驻地则有官缅,更是多达一

百五十所之多,虽然大多没有记录在案形成文字而流传下来,但兴建寺庙

鼎盛时期多不胜数
[1]
。由此可见,南传佛教在西双版纳地区的极为兴盛。 

2.2南传佛教建筑发展 

南传佛教进入中国境内后,傣族人民吸纳北方中原汉族的建筑艺术,

与传播中缅甸、泰国佛教建筑艺术风格相融合,结合当地自然气候、人文

特点,在选用结构、材质、形式、装饰、颜色等时,展现出傣族地区独特的

地域性、民族性。除西双版纳部分地区佛寺建筑受中原文化影响供奉观音

外,其他地区佛教建筑大殿只供奉释迦摩尼像。 

2.3南传佛教建筑形式 

南传佛教佛寺同样有经堂、佛殿、塔院、僧舍等组合而成,但整体规

模较小,此外德宏州佛寺设置了一个特殊功能建筑,被称作“泼水亭”。建

筑布局没有明显的庭院和轴线,依照地形而建,分散布置。南传佛教建筑有

三个等级组织系统：基层、中心和总佛寺,总佛寺规模最大,功能较全,而

在一些基层和中心佛寺偶尔也不设佛塔等建筑。 

屋顶为南传佛教最突出特色,轮廓变化丰富、大而陡,采用分段举折重

叠递升的歇山式屋顶,曲线优美、装饰华丽、色彩绚丽(见图4)。西双版纳

佛教建筑结合各地佛教建筑与当地传统建筑的优点,形成落地式和干栏式

两种建筑类型,落地式包含临沧型、瑞丽型和版纳型。而德州瑞丽地区名

为“樊房”的建筑类型则是干栏式
[2]
。 

 

图4  西双版纳佛教建筑 

(st Architecture in Xishuangbanna 

图片来源：http://yn.naic.org.cn/2018/0102/188548.html) 

南传佛教文化、宗教和建筑相辅相成,经历原始宗教与佛教斗争融合,

以当地建筑为基础,容纳了各地区各民族建筑文化而逐渐形成的独具特色

的南传佛教风格建筑。 

3 藏传佛教建筑特色 

3.1藏传佛教传播途径 

从古印度传入西藏再到蒙古的路线为藏传佛教(见图1),又称喇嘛教,

为大乘佛教。如今,虽然藏传佛教传播至世界各地,但我国内藏传佛教建筑

主要出现在西藏地区。称为喇嘛庙,主要在中国,始建于唐代,松赞干布修建

的法王洞、超凡佛殿是布达拉宫最早期形式,经过后期修建,逐渐形成布达

拉宫的建筑形式,由于传入途径不同,使佛教建筑在形式上有了一定差异。 

3.2藏传佛教建筑发展 

藏传佛教结合当地苯教与古印度佛教,最终两者相互融合,两种类型

的宗教融合后,其基本观点有所改变。但保留下来了当地人对“轮回”的

信仰,从手中的转经筒再到建筑形式周边环境布置和建筑装饰布置,都体

现出“轮回”的含义。通过将空间聚集在环境周围的手法,来表现“轮回”。

所以西藏寺庙不像基督教堂那样试图建立排斥周围环境的内部场所
[3]
。于

是形成注重空间序列和环境相统一建筑形式。藏传佛教不同于北传佛教,

与政治连接紧密,如布达拉宫等建筑既是宗教建筑,也是政府所在地。 

3.3藏传佛教建筑形式 

藏传佛教建筑佛寺与宫殿建筑相结合,形式多为碉楼房式建筑,如布

达拉宫(见图5)和外八庙的主建筑。主要构架为木构架,密檐平顶,形体由

下向上收分呈梯形,立面上开窗面积较小的音窗。整体既没有中轴线,也没

有围合的四合院,依山建造,顺应地形。 

 

图5  西藏布达拉宫 

(图片来源：http://www.j9pic.com/xemh/zhongshi/2018/1017/14526.html) 

主要位置设置佛殿,其他功能环绕布置,因地形而建设,内部有楼梯联

通各个楼层。以布达拉宫建筑颜色来说,白色、红色两相配合,与建筑形式

相结合宏伟壮丽。藏式建筑尤其是佛教类藏式建筑,留存百年依旧完好,

并非是钢筋混凝土造就,而是使用天然的石块、木材和泥土修建,且用手量

的方法来确定测量尺寸
[4]
。 

4 结论 

佛教的起源与传播,其性质决定了建筑型制有别于其他建筑类型,在

不同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不同形式风格的建筑。佛教建筑强调偶像,

我国主要在主殿供奉佛像,除了僧侣外,也有普通的信众在佛殿内进行祈

祷。其他偏殿或偏院作为储藏经史典籍、僧侣居住、佛塔安置等功能使用,

佛教建筑的发展和我国传统建筑建造模式相关。 

宗教信仰和主张形成了建筑的形式和规模,迎合不同功能,逐步发展

形成今天的佛教建筑,而不同的建筑氛围反过来加深各地信众对佛教的信

仰。佛教建筑的发展和我国传统建筑相关,也和当时生活习惯、政治统治

因素相关,归根结底是“人”这一因素导致的结果,与“以人为本”思想相

关联。强烈的宗教文化蕴含在建筑形式、装饰、色彩、结构之中,成为文

化体现最深刻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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