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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近百年来的佛寺建筑美学问题，在型塑当代台湾新佛教文化的表现内涵时，极为重

要。但因笔者并非专研佛寺建筑的专家，故有关太技术上的专业问题，笔者实无发言资

格。底下的这篇讲稿，则是笔者应邀担任1998年国际佛寺建筑展作品讲评的发言稿再补充

者，由于当时笔者是以台湾佛教史的研究者来发言，故所侧重的在于佛教历史、佛教思

想、佛教文化和佛教美学的认知视野，及其据以评鉴的基准为何。至于所言是否有当？则

唯有诉诸高明的读者来指教了。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以西方建筑美以西方建筑美以西方建筑美以西方建筑美学学学学为论为论为论为论述坐述坐述坐述坐标标标标的近代中的近代中的近代中的近代中国国国国建建建建

筑筑筑筑概概概概念念念念 
  

在此新旧世纪之交，能担任如此重要的国际佛寺建筑作品展讲评，至感荣幸。 

但在正式评论此次──当代台湾国际佛寺建筑展──的四件作品之前，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若

要进行实际评论参展佛寺建筑作品的好坏时，作为评论者本身，所据以评论的概念和标准，究竟是

甚么？否则，一旦概念不清、标准不明，则接续所谈的，也只能是个别的主观意见，对真正区别作

品本身的作用，是不大的。 

其次，必须先说明的是，目前虽然大家都在谈「佛寺建筑」，以为是很容易理解的东西，其实

不然。因这当中其实涉及所谓「建筑美学」的内涵，要如何理解的复杂问题。 

众所皆知，目前一般所谈的「建筑美学」，其认知的内涵，可以说，几全是由西方的观念和标

准来理解的。因此，像这样的「建筑美学」 观念，是近代才引进的，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佛寺建

筑是没有这些的。因而，此次的批评基准，在很大的比例上，是借用这些流行的西方建筑概念来进

行的。 

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传统中国佛寺建筑没有自己的风格或标准。但是，中国建筑史的奠基

人是近代闻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从他所写的《中国建筑史》开始，才可说真正确立了以近代建

筑美学论述传统中国建筑史的概念和术语。总之，底下所要藉以讨论的佛教建筑概念和术语，是都

是源自西方的，并非中国传统原有的。这是第一点想先提醒大家的。 

一一一一、、、、            佛寺建筑佛寺建筑佛寺建筑佛寺建筑」」」」与与与与「「「「佛寺土木工程佛寺土木工程佛寺土木工程佛寺土木工程」」」」之之之之别别别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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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已了解上述的涵义，接着就可以问：甚么是「佛寺建筑」？因一般人很容易混淆「佛寺建

筑」和「佛寺土木工程」这两个概念，以为不论好坏美丑，盖成了一间佛寺，就叫做「佛寺建

筑」。这在建筑美学上是讲不通的。因为所谓「建筑」就是先要具备有“艺术性”的条件，用通俗

一点（据台湾大学城乡与建筑研究所夏铸九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要有那种“盖得很好又很美的房

子”才叫「建筑」，否则就叫做「土木工程」。这一区分是很要紧的，不然的话，就会浪费很多时

间，在非主题的「佛寺土木工程」上面，反而忽略了真正要讨论的「佛寺建筑」。 

二二二二、、、、            评鉴评鉴评鉴评鉴当当当当代佛寺建筑基准的四要件代佛寺建筑基准的四要件代佛寺建筑基准的四要件代佛寺建筑基准的四要件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底下可分为几个方面来谈：

 

一、评鉴评鉴评鉴评鉴佛寺建筑佛寺建筑佛寺建筑佛寺建筑，，，，首先必首先必首先必首先必须须须须注意到有注意到有注意到有注意到有无无无无技巧性的突破技巧性的突破技巧性的突破技巧性的突破。亦即作品的好坏，有无建筑技巧的突

破，应列为观察的重点之一。因为技巧的突破，是代表一种新发展，具有文化和历史里程碑的重大

意义，所以不可忽略。就像艾菲尔铁塔在法国巴黎竖了起来，就是技巧上一大突破，所以具有开创

新建筑美学的里程碑的意义。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论技巧上的突破或者材料方面的特殊效果，都

只是条件之一，是所有建筑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也就是说，「佛寺建筑」除了“建筑的”

必要条件之外，还须“佛寺的”相关条件才行。这也就是下面一点要谈的。 

二二二二、、、、必必必必须须须须注意是否符合佛寺建筑美注意是否符合佛寺建筑美注意是否符合佛寺建筑美注意是否符合佛寺建筑美学学学学。因为「佛寺建筑」不只是一个建筑而已，它是作为宗教

信仰的活动场所，所以应该有其特有的宗教象征，它的外貌造型和内部装饰，不但要符合本身的教

义思想，还要具备艺术美的条件，能为信徒强烈认同和衷心鉴赏才是成功的作品，否则就是失败的

作品。比方说，过去禅寺的建筑、戒律寺的建筑、华严思想的建筑，都有本宗新的思想在指导，才

形成新的风貌和新的功能结构。 

三三三三、、、、但更重要的是但更重要的是但更重要的是但更重要的是，，，，应应应应具具具具备备备备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当当当当地佛地佛地佛地佛教教教教信仰特色的主体性信仰特色的主体性信仰特色的主体性信仰特色的主体性。为什么要具备地方色彩的主体性

呢 ？这是基于佛教信仰是具有发展性和地域性的特质，因此将佛教文化的特定时空因素带入佛寺

建筑的美学要素，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这只要翻开任何一本佛教艺术史的书来看，就

马上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台湾地区的佛教信仰文化，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边陲的佛教文化，所谓

边陲佛教文化，是指非传播中心，只是传播末端的接受者，缺乏本身的原创性和主体性。这在过去

的情况可能如此，但当代的台湾佛教已高度发展，并影响到世界各地，本身已具有中心文化的特色

和对外发展的实力，所以也应有相应于这一新发展的新佛寺建筑。 

四四四四、、、、必必必必须须须须和和和和当当当当地的自然景地的自然景地的自然景地的自然景观观观观和和和和谐谐谐谐而非而非而非而非冲冲冲冲突突突突。 佛寺建筑的主体不能带有侵略性，以致于过度扩

张而和周围的自然景观不谐调，假如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则不论建筑本身如何优雅和杰出，都非理

想的佛寺建筑。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如果坐汽车循中山高速公路北上，接近台北时，就会发现

不远的山丘上出现一座宫殿式的庞大建筑─著名的圆山大饭店，饭店的建筑古色古香，非常雅致，

但因太庞大了和坐落所在的山丘极为不协调，仿佛过重的东西压在上面，快要喘不过来似的。反

之，原址在日据时期是建神社的，和周遭的景观非常协调。所以本人认为是否和周围的自然景观协

调，是评鉴佛寺建筑的重要指标之一，绝对不可缺少。 

三三三三、、、、            台台台台湾湾湾湾近百年近百年近百年近百年来来来来佛寺建筑的佛寺建筑的佛寺建筑的佛寺建筑的发发发发展展展展与与与与类类类类型型型型
 

以上所谈的佛寺建筑观念和评鉴的标准，假如都能理解的话，接着将台湾近百年来的发展状

况，稍作介绍和分类。 

毕竟所站的地点是台湾，批评的角度也不得不受此一立场的影响。 

不过，为什么介绍和分类，不从台湾最早有佛寺建筑的“明郑时期”开始？反而要从“近百年

来”﹝即日本于一八九五年据台并传入日式佛寺建筑﹞的发展状况开始介绍？本人的回答是： 

早期的台湾佛寺建筑受限于建筑材料和此地多雨潮湿的气候影响，几乎不到五十年就要改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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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所以无法保留至今。比较起来，近一百年来的佛寺建筑，不但时代近，保存的东西多，而

且类型也多元而具代表性，所以要从近百年来开始介绍。。。。 

四四四四、、、、台台台台湾湾湾湾传统传统传统传统佛寺的五佛寺的五佛寺的五佛寺的五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及其特色型及其特色型及其特色型及其特色
 

台湾的佛寺建筑，以近一百年的发展状况来看，大致可分为五种传统的类型。兹扼要分述

下：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是是是是闽闽闽闽南的南的南的南的禅禅禅禅寺建筑寺建筑寺建筑寺建筑。这一类型，以台南「开开开开元寺元寺元寺元寺」为代表，是移殖闽南禅寺的建

筑式样，初期连工匠和材料都来自对岸。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是是是是斋斋斋斋教教教教的的的的斋斋斋斋堂建筑堂建筑堂建筑堂建筑。这一类型，可以台南的「慎慎慎慎德堂德堂德堂德堂」和台中的「慎斋堂」为代

表。这也是移殖大陆南方民间传统的宗教建筑式样。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是日本佛寺移殖的新建筑是日本佛寺移殖的新建筑是日本佛寺移殖的新建筑是日本佛寺移殖的新建筑。这一类型，是日本佛教在台各派的本宗佛寺，像净土

真宗的东、西本愿寺，曹洞宗的台北别院等，都是这一类型建筑的代表。建筑非常典雅、美丽，是

极出色的作品。惜今大多不存。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是民俗佛寺的建筑是民俗佛寺的建筑是民俗佛寺的建筑是民俗佛寺的建筑。这一类型可以台北万华龙山寺为代表，它也是福建泉州安海

龙山寺的移殖，但雕工细腻繁复，所以成了这一类型的典范。台北县三峡镇的「清水祖师庙」，就

是以它作为模仿的对象，只是艺术家李梅树又重新设计了许多精致生动的装饰雕刻，才名气大噪起

来。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是是是是仿仿仿仿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教教教教教教教教堂但又溶入日本佛寺色彩的新佛寺建筑堂但又溶入日本佛寺色彩的新佛寺建筑堂但又溶入日本佛寺色彩的新佛寺建筑堂但又溶入日本佛寺色彩的新佛寺建筑。这一类型，是台湾佛教在

日据时期，新佛教运动出现之后的转型作品，可以林德林在台中市新建的「台中佛台中佛台中佛台中佛教教教教会会会会馆为馆为馆为馆为代代代代

表表表表」。从外形看，是非宫殿式的屋顶，除了未按十字架之外，即类似基督教堂的外表；建成之后，

不称“佛寺”而叫“会馆”，即可知道是有别于传统的佛寺建筑。 

以上是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的五种佛寺类型，前四种分别移殖大陆和日本的佛寺造型，最后一种

则是西洋教堂和日本佛寺的混合体。 

可见日据时期台湾佛寺建筑主要的造型，以从外地移入者居多。本土的新造型则处于转型的实

验阶段，因此本土佛寺的新主体性格，仍待确立。 

当然，台湾传统佛寺建筑的师父和工匠，主要是来自对岸。这也是跟移民者大多来自对岸的闽

粤两省有关，而一旦来台定居、长期建寺庙后，基于工匠的保守性﹝由于师徒制的传承和缺乏新技

术的切磋所形成﹞，沿袭既有的造型和作法也是不得不然的趋势，台湾早期佛寺的建筑难以创新的

基本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五五五五、、、、战战战战后台后台后台后台湾湾湾湾现现现现代佛寺的四代佛寺的四代佛寺的四代佛寺的四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及其特色型及其特色型及其特色型及其特色
 

战后，日本佛教退出台湾，国民政府来台，一九四九年因内战失败，更带来大量的新移民和一

批逃难的大陆僧侣。 

此一历史变局，即构成战后台湾佛寺建筑转型的主因。 

战后，台湾佛寺的类型，大致上也可分为四种：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是是是是仿仿仿仿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教教教教堂造型的堂造型的堂造型的堂造型的。这一类型，可以「高雄佛高雄佛高雄佛高雄佛教教教教堂堂堂堂」和大陆来台的逃难僧侣释东

初法师在新北投创建的「中华佛教文化馆」为代表。不过，这一造型，已在日据时代出现过了。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是是是是仿仿仿仿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北方的佛寺造型北方的佛寺造型北方的佛寺造型北方的佛寺造型。这一类型可以道安法师在台北兴建的「松山寺」为代

表。「松山寺」在大殿前，有一天王殿，这是北方佛寺的式样。「松山寺」大殿后的丘陵地上，建

有“印度式”的灵骨塔，是用来安置道安法师的灵骨，这也是新的造型。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是新是新是新是新综综综综合式的巨大造型合式的巨大造型合式的巨大造型合式的巨大造型。这一类型可以高雄县大树乡由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

寺」为代表。它的规划是以“人的一生所需”为范围，格局宏大，但式样驳杂，原因是在构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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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从日本的佛寺方面抄袭一点，或从大陆﹝※主要的取法对象﹞和印度方面的佛寺各抓一点，

再配合自己的需要，加以拼凑而成的。这可以说是百货公司公司形态的新佛寺建筑，但颇能代表了

台湾过去三十多年来的，粗糙的、有活力的、观光化和商业化取向的新兴佛教文化。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种种种种类类类类型型型型，，，，是是是是复复复复古派的古派的古派的古派的仿仿仿仿唐唐唐唐风风风风造型造型造型造型。这大约是七十年代以后才兴起的，可以宽谦法师所设计

的福严佛学院和慧日讲堂为代表。基本上，这样的设计，已考虑到和传统寺庙风格的不同，以及在

神与佛的建筑上作区分，因此在外表的装饰上，尽量不要跟龙山寺一样，亦即减少神道的色彩，以

凸显佛教的色彩。这也是受到印顺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不过，设计者所采取的设计和

装饰风格，是以唐代为正统，因此表面上虽有别于一般的传统寺庙，但仍缺乏当代性的特色。这是

回归早期的佛教，是仿唐风，也是复古的。 

六六六六、、、、国国国国际际际际参参参参展四件佛寺建筑作品展四件佛寺建筑作品展四件佛寺建筑作品展四件佛寺建筑作品讲评讲评讲评讲评
 

假如了解以上的说法，底下就根据这样的思考和标准，来评论此次参展的国际佛寺建筑作品。

 

在此次展出的作品中，具有佛寺建筑美学优点的，其实只有两个，并且所谓优点，也只是局部

性而已。 

  

1.美国「纽约庄严寺」
 

首先，从资料所展示的一个作品，即建在美国的「纽约纽约纽约纽约庄庄庄庄严严严严寺寺寺寺」讲起。此一作品，可以肯定

的，是它的建筑，就整体性来看──将将将将周遭周遭周遭周遭环环环环境和全寺建筑主体合境和全寺建筑主体合境和全寺建筑主体合境和全寺建筑主体合并并并并────────的的的的话话话话，，，，它它它它的景的景的景的景观观观观和和和和环环环环境是境是境是境是

和和和和谐谐谐谐的的的的，，，，这这这这是是是是它它它它的第一的第一的第一的第一个个个个优优优优点点点点。 

可是，除了它的主体建筑的外表，有与周遭环境谐调的优点之外，立刻发现：不论是它的外部

或内容的佛像雕塑，和建筑物以及周遭环境都是不谐调的。例如在佛像的雕塑和壁上的浮雕方面，

即是它的败笔，也是拙劣之作。 

它在这方面的不佳表现，若拿来和香港大屿山上新大佛的造型相比，更加不如了。 

有关香港大屿山上的新大佛像，其实也是新的地标，才完成不久。竖立在大屿山的山顶，位置

很高、很凸出，但佛像既美且庄严，又跟整体环境非常谐调，很值得称道。这是香港佛教界委托大

陆的南京机械厂设计和进行铸造的，佛脸更是一体成型，俊俏极了。像大屿山这样的佛像，严格说

来，是工艺品之类的性质，但因规划得宜，比起「纽约庄严寺」的佛雕，还是更谐调、更符合美学

的要求。 

「纽约庄严寺」的佛雕非常粗糙，和建筑硬体不谐调，不论近看远看都不顺眼。就这一点而

论，它也不如佛光山在美国的西来寺。西来寺还有传统佛寺的壮观，至于「纽约庄严寺」，则唯一

可取的，只有主体建筑和周遭景观相谐调一项而已。 

  

2.台湾新竹县「十方禅林圆型禅堂」
 

其次，在在在在这这这这次次次次参参参参展作品中展作品中展作品中展作品中，，，，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称称称称道的道的道的道的，，，，是受台是受台是受台是受台湾禅学湾禅学湾禅学湾禅学大大大大师师师师南南南南怀怀怀怀瑾影瑾影瑾影瑾影响响响响的的的的““““十方十方十方十方禅禅禅禅林林林林””””在新竹在新竹在新竹在新竹

峨嵋峨嵋峨嵋峨嵋乡乡乡乡新建的新建的新建的新建的「「「「圆圆圆圆形形形形禅禅禅禅堂堂堂堂」」」」。此一建筑，基本上是以佛教思想三系的真常唯心系的圆融教理为指导

原则，建筑物圆形外表的理念就是出自这样的考量。建筑物的内部，灯光的微调和通风孔巧妙设

计，可以看得出是有禅修经验的指导，可以满足禅坐的需求。 

但是，它的优点，也只有这些罢了。其实，严格来讲，南怀瑾的禅宗系统是不明的──因他儒

道佛三教都要包括在内──所以大大降低佛教禅堂专用的特色和宗教性。我们从图像上可以清楚地

看出，此一禅堂内部，并无特定的摆设，既可作为临时的宗教活动之用，同时也可改为一般休闲之

用，到底使用在哪方面，完全看当时的需要而定。所以空间的装饰，由布幕和道具的摆设来决定。

如此一来，演出爱情剧和进行严格的禅修都有可能，而一旦发生丑闻，此一道场的名声也立刻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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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余。可见，这样的危机是存在的。另外，环境的谐和也不足，例如周遭的树林太少、太小，

是需要改进的。 

  

3.上海「天马宝塔墓园」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个个个个作品作品作品作品，，，，是台是台是台是台湾湾湾湾替上海方面替上海方面替上海方面替上海方面设计设计设计设计的的的的「「「「天天天天马马马马宝宝宝宝塔墓塔墓塔墓塔墓园园园园」」」」。这是本人要严厉批评的设计。基本

上，这样的建筑物，很难被肯定为「佛寺建筑」，为什么呢? 

要知道，佛塔是放佛陀灵骨的地方，以后演变为宗派祖师、寺庙住持、得道僧侣，乃至护法、

功德主等的骨灰存放之所。这在汉传的佛寺建筑结构中，是配合大殿之外的边缘工程，是附属的，

不是主体的。佛教的信仰特色，也藉此呈现出来。 

但是，上海这个塔园，是把「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弄成一群宝塔墓园，这样摆起来，比一般墓

园更难看。硬邦邦的水泥线条，非人性的呈现，供在其内的幽魂，恐怕不得安宁。 

本人很不敢相信，台湾佛教的建筑师，居然会弄出这样的怪物，还外销到中国大陆最大的都市

上海。 

  

4.泰国「法身塔」
 

此次此次此次此次参参参参展的展的展的展的，，，，第四件作品第四件作品第四件作品第四件作品，，，，即即即即来来来来自泰自泰自泰自泰国参国参国参国参展的展的展的展的「「「「法身塔法身塔法身塔法身塔」。」。」。」。此一号称可容纳几十万人活动人的

泰国新建的佛教「法身塔」，，，，其实是“违反佛教建筑美学要素”的一座庞然大物，不但外表丑陋，

连「塔身」外表的佛像装饰，也极为拙劣，称不上所谓的美感。 

并且，此一「法身塔」的「法身」概念，其实是来自大乘佛教的观念，这与泰国原有南传佛教

上座系的的佛教思想不合。由此可见，连其指导建筑的佛教精神，也是混淆和错误的。 

特别是它对周遭环境的巨大破坏，更是一大污染。 

因此，对此作品，只能算它是一座粗糙的「佛教土木工程」，而不能当做「佛教建筑」来谈。 

七七七七.附附附附带评论带评论带评论带评论和建和建和建和建议议议议
 

在讲评最后一个国际参展作品──泰国的「法身塔」之后，感触甚多，因此本人想藉此机会，

再提一下，有关以上曾谈到的，有关台湾当代佛教建筑美学的一些基本看法，以供需要者参考。 

本人认为，目前，台湾佛教建筑最大的危机，首先是对传统的无知，因此在继承上，形成经验

上的断层。其次，当代要表达甚么新的内涵，台湾佛教界和建筑界，彼此也缺乏应有的共识和共用

的准绳，以致变成各说各话，宛若鸡同鸦讲。 

所以，本人再一次提议：今后，不论台湾的佛寺建筑，要盖多新、多大，首先要考虑的，就是

景观和建筑物的和谐。其次要考虑的，是佛教建筑思想应有的正确内涵。最后则需考虑，所盖的确

为具有精致之美的「佛寺建筑」，而非「佛寺土木工程」。 

虽然如此，由于观念上的沟通，不太容易有共识，所以在此建议：未来的几年内，如果佛教建

筑研究所和其中相关单位有再办类似的研讨会，应同时举行宗教建筑模型的竞赛。这样比较有试验

的弹性，也容易表现出创意。然后再据以讨论出:什么是比较理想的现代佛寺作品?而建筑界对当代

佛寺建筑的共识，便可以藉此讨论而建立起来。 

另一个建议作模型竞赛的理由，是基于当代台湾的佛寺建筑，在土地的取得方面有种种困难及

使用上的法规限制，在都会区的佛寺尤其如此。如果，先以模型竞赛来展现，则不会和现有的规定

起冲突，理想性的创意就比容易出现。这就是它的最大好处。 

在建筑模型的竞赛之外，台湾佛教界的业主和建筑界，应有五到十年的持续对话。理由本人曾

在另外一次的研讨会中表示
[1]

。本人当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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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延续与创新──台湾佛教建筑的现代化问题〉，载DIALOGUE建筑第11号（1998-1/2），页63；

68。 

当代台湾佛寺建筑的现代化取向，正面临者两难：一方面是 

﹝一﹞、当代台湾的佛教发展已进入快速的转型期，台湾佛教建筑不应对此没有反应。讲具体

一点，二十一世纪再过几年就到了，台湾佛教比丘尼当家已是主流的趋势，很多道场会表现出女性

的特质，而建筑安全的问题也必然要受到注意。 

﹝二﹞、人间佛教思想是当代的主流，但要如何深层化并加以实践的问题，也是教界和建筑界

必须加以思考的。换句话说，佛寺建筑的硬体是受到人间佛教思想的软体所指导，同时表达方式的

人性化，也要充分加以考虑。 

举例来说，举办此次活动的「慧日讲堂」，墙壁的大理石就太不人性化了，因为在这样公共活

动的空间，应该要明亮才比较自然，却采取了太暗的大理石石材装饰边墙，使室内气氛变得不自

然，即是败笔和反人性之举。 

﹝三﹞、就建筑的材料和设计理念来考量，日本佛寺的优点，颇值得参考。千年来的日本寺

院，基本有两大类，一大类像著名的金阁寺、银阁寺，所代表艺术的性质胜于实用性质，却是不朽

的佛教文化财。另一 大类像很多的禅堂，基本上比较接近自然。对这些日本寺院，可以用一句话

来形容，就是把宇宙、自然具体而微的在佛寺建筑上表达出来。 

也因为这样，所以不论和景观的配合或宗教机能的要求，都充分照顾到了。这就是它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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