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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寺位于甘肃省兰州市东北80公里永登县的红城镇，是建于明代时期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据寺

内所立碑铭，该寺由鲁土司家族修建于弘治8年（1495）。鲁土司为元朝皇室后裔，入明归附后被明朝

皇帝封为土司并赐此姓。据载，历代鲁土司尤其笃信佛道二教，先后修建了6座佛寺和1座道观。其中，

显教寺（建于1411年）、妙因寺（建于1427年）、感恩寺和雷坛（建于1555年）等4座寺观保存至今。

从现存建筑、壁画和雕塑状况和艺术风格来看，感恩寺保存最为完整，融汉藏两种风格于一体，是研究

甘肃和青海地区明代藏传佛教寺院艺术汉藏文化融合的又一座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其特征具体体现在

建筑、绘画和雕塑等三方面： 

    一、建筑 

    感恩寺现存建筑由碑亭、东西厢房、金刚殿、天王殿、东西配殿、护法殿、菩萨殿和大雄宝殿等建

筑单元组成，均为斜山顶建筑。从布局来看，按传统的中轴线分布，纵深五进，对称配置，具有明显的

明官式建筑特征。从建筑布局、装饰和风格来看，尽管是一片汉风，但在大雄宝殿内部结构的处理上，

融合了藏式建筑集会大殿的转经道特征。众所周知，藏传佛教寺院集会大殿通常用墙体在大殿内格有一

条内转经道（回廊），供信徒绕拜。在此，墙体巧妙地被雕塑替代，同样形成了一个内转经道布局。除

大门一侧外，三方靠墙都立塑有三层泥塑；与此同时，在大殿中央塑有巨大的三世佛像，佛像背光直达

藻井，同时在三世佛两侧配置大型的菩萨、护法造型，从而形成一条内转经道。 

    二、绘画 

    从壁画来看，汉藏艺术的融合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风格为典型的汉式风格，如西配殿中

的佛传故事壁画、天王殿外的拱眼壁画；第二种为典型的藏式风格，如大雄宝殿的藻井坛城和诸佛菩

萨、护法等彩绘。第三种为汉藏风格融合于一体，天王殿中的轮回图壁画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整个

轮回图的布局、色彩和无常大鬼的刻画都是典型的藏式风格，但六道轮回中的人物刻画和堆金沥粉等技

法则是典型的汉式风格，二者在此有机地融合于一体。有趣的是，据题记，此幅壁画是1493年按照北京

皇家寺院流行的“京板印图画录”创作而成，从而表明这种样式在明代内地非常流行。 

    三、雕塑 

    感恩寺的雕塑作品同样也体现出与壁画相同的特点。天王殿的天王和大雄宝殿中的善财童子为典型

的汉式风格造像，而大雄宝殿的绝大多数造像则呈现出一片藏风。十分有趣的是，在大雄宝殿中同时出

现了佛教以外的世俗题材，即完整的西游记人物故事雕塑。尽管其创作年代难以定论，不过它显而易见



是汉藏文化融合一体的又一例证。 

    从感恩寺的艺术结合同一时期青海的瞿昙寺、北京的法海寺和云南的大宝积宫等藏传佛教寺院来

看，汉藏艺术文化的融合是明代内地或汉藏边界藏传佛教寺院艺术流行的一大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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