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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寺建筑  

  中国佛教寺庙建筑的一种。在开凿的洞窟中陈示佛 
教雕刻、彩塑或壁画。石窟本身及窟外的建筑处理和石 
窟中的艺术品所表现的古代建筑都是中国历史上各时代 
建筑艺术面貌的反映。 
  石窟寺概况 佛教石窟寺首见于印度，随着佛教的 
传入，中国也进行建造。中国最早凿建石窟寺的是今新 
疆地区，有可能始于东汉，十六国和南北朝时经由甘肃 
到达中原，形成高潮，唐宋时除在原有的某些石窟群中 
续有凿建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窟群，元明以后凿窟之 
风才逐渐停息下来。现存石窟寺的分布范围西至新疆西 
部、甘肃、宁夏，北至辽宁,东至江苏、浙江、山东,南 
达云南、四川。其最重要者为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 
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 
等。此外，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 
河南巩县石窟、河北峰峰南北响堂山石窟、山西太原天 
龙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和云南剑川石窟等也是比较重 
要的几处。 
  敦煌是古代中国对外交通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 
莫高窟在今敦煌县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的悬岩上。据唐代 
碑记,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自十六国历北魏、西 
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至元，延绵千年不 
断。现存有艺术品的共492窟，其中唐代的占一半以上。 
莫高窟石质为砂砾岩，不便于雕刻，其艺术品均为彩塑 
和壁画，现存彩塑2000余身，壁画约4.5万平方米,此外 
还有4座完整的北宋木构窟檐和窟群附近的2座宋塔。 
  云冈石窟在大同西武周山的南向悬岩上，现存主要 
洞窟53座，大部是北魏文成帝和平(460～465)年间到孝 
文帝太和十八年 (494)之前的约30年间开凿的。云冈石 
窟艺术品都是石雕，现存造像有5.1万余尊,大者高达17 
米。 
  龙门石窟在洛阳南伊水东西两岸，始凿年代约在北 
魏太和十八年迁都来洛的前几年，迁都后到孝明帝时的 
35年间是凿窟的第1个高潮。从唐太宗到玄宗的100多年， 
是凿窟的第2个高潮。现存石窟1352座，造像均为石刻， 
约达10万躯。 
      麦积山石窟全景 
  麦积山石窟在天水东南形如麦垛的山峰悬岩上，大 
约与云冈的始凿期相近，自北魏历西魏、北周而至隋、 
唐和宋。现存195窟,有造像7000余尊，绝大部分是彩塑， 
壁画约2000平方米。 
  石窟寺的窟室形制 早期包括北朝的窟形以中心塔 
柱式为典型，类似于印度的支提窟。此外还有覆斗式方 
窟、平顶方窟和毗诃罗窟及穹窿式窟。支提是塔的一种 
称呼，塔是信徒们尊崇的对象，认为绕塔回行是对佛的 
无尚恭敬。印度的支提窟平面纵长，前部凿筒拱顶，后 
部平面半圆，圆心处凿刻支提。中国的中心塔柱式窟保 
留了绕塔回行的礼仪，但形制已向着民族化的方向发生 
变化，而且由西向东，变化的趋势越发加强。早期克孜 
尔石窟前部也是筒拱顶，后部平面为方形，中心为一方 
墩代表塔,绕墩三面凿通道。敦煌的前部为横长方形,上 
凿仿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双坡顶，后部中心方墩凿成1或2 



层的中国佛塔形状，但只是大致模仿。云冈的为方形平 
面，中心塔忠实模仿木结构楼阁式佛塔，有的可达5层。 
这个时期的佛寺，出于同样的宗教礼仪概念，也广泛采 
用中心塔式布局，所以中心塔石窟也是对于此式佛寺的 
模仿。云冈第6窟于此尤其明显，窟内绕中心塔柱在左、 
右、前3壁下部都浮雕出1圈廊庑，后壁为1佛龛,是佛寺 
周廊和塔后佛殿的表征。 
      云冈石窟内的中心塔柱 
  覆斗式方窟和平顶方窟平面都是方形,3壁或仅正面 
1壁开龛,前者在莫高窟、麦积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都 
有,其覆斗顶是对于用于尊贵场所的“斗帐”的模仿;后 
者主要见于云冈石窟、南北响堂山石窟等。它们的总体 
是当时不建中心塔的佛寺的表征。 
  毗诃罗窟也源自印度，其典型者是在一较大的方窟 
左右壁凿一排小龛室供僧人静修，后壁凿佛龛。中国的 
典型毗诃罗窟很少，仅见于莫高窟，顶仍为覆斗形。 
  穹窿式窟平面椭圆，穹窿顶，内雕大佛，是对于僧 
徒山野静修的草庐的模仿，典型者可见于云冈最早开凿 
的昙曜五窟。 
  隋唐的洞窟以莫高窟最多，其典型者是北朝已出现 
的覆斗窟。大都只在正壁开1龛,隋及初、盛唐为梯型龛， 
可认为全窟仍是对于整座佛寺的象征。中唐后改为□顶 
形佛帐式龛顶。佛帐一般是放在佛殿内部的，所以可认 
为全窟只是一座佛殿的象征。覆斗窟中心高起，没有平 
顶的压抑感，各壁都没有中心柱的遮挡，适应了大型经 
变画大量出现的要求。唐代莫高窟还有个别的大佛窟和 
涅□窟，前者内造高达30米的弥勒佛，大佛窟窟内下大 
上小，强调了仰视时的透视错觉，窟的上部前面开设明 
窗，加强了大佛头部的采光。后者平面横长，安置佛涅 
□卧像。隋唐时在莫高窟和炳灵寺、天龙山等石窟还有 
个别的中心塔柱式窟，是这一时期中心塔式寺院仍有建 
造的反映。中心塔柱式窟在宋代也还极个别地出现过， 
如大足石窟毗卢道场窟。 
      敦煌莫高窟三种基本窟形 
  五代和北宋的代表窟形是莫高窟广泛凿建的背屏式 
窟。覆斗顶，四壁不再开龛而在窟内中心靠后凿大佛坛， 
坛四周为通道，坛后留出直通至顶的背屏石壁，应即佛 
殿扇面墙的仿造。塑像置于坛上，和人处于同一空间。 
  石窟寺的窟檐 早期包括北朝的石窟在石质稍好的 
地方，窟外都凿有许多石质窟檐，如云冈、麦积山、天 
龙山和南北响堂山等。一般都是前沿敞开，3间4柱，平 
面横长，凿入岩内，后壁正中开甬道与主室相连。窟檐 
都模仿木结构建筑，刻出柱、枋、斗拱、檐口、瓦垅和 
屋脊及鸱尾，是建筑史的重要资料，也表明了中国石窟 
民族化的过程。麦积山上七佛阁窟檐最大，面阔7间,通 
长达31.5米，列柱高可达9米,上部就岩壁凿出庑殿屋顶 
形。在石质不宜雕刻的地方，如克孜尔和莫高窟则建造 
木构密檐，岩面上留下了许多木构件插入岩壁的孔眼。 
窟檐是从外部空间进入到窟内佛的空间之间的必要过渡， 
同时也大大改善了石窟正立面的形象。 
  莫高窟还保存有5座唐末宋初的木结构窟檐实物,其 
中4座北宋窟檐仍相当完好。斗拱雄大,出檐深远，通过 
定量比较研究，可以证明它们都保留有很强的唐代风格。 
它们都没有角翘，和当时敦煌壁画里的建筑形象一致。 
在中国唐代木构建筑实例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是建筑史 
的重要资料。 
    麦积山石窟北魏七佛阁仿土殿石凿窟檐 
  石窟中的壁画和石刻表现的建筑 在石窟中宗教题 



  

材的壁画和浮雕中保存的建筑形象资料非常丰富，时代 
从十六国晚期下迄于宋和西夏，延续800年之久,建筑类 
型包括有城市、宫殿、宫阙、佛寺、佛塔、住宅、坟墓 
等许多建筑组群和亭、台、楼、殿、廊、墙以及桥梁等 
许多单体，还表现了如台基、栏杆、梁、枋、门窗、斗 
拱、屋顶和脊饰等各种部件、装饰及色彩。它们和窟形、 
窟檐一起，在许多方面都填补了建筑艺术史研究的空白， 
尤其对于从魏晋到盛唐之间建筑实例十分稀少的约 400 
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石窟中的建筑资料以敦煌壁画 
为最重要，它的延续时代最长，资料最多，类型最丰富。 
此外，在云冈、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大足和其他一 
些石窟的壁画或石刻中也都有所表现。 
      敦煌莫高窟北宋木构窟檐 
  建筑的院落式群体组合方式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 
重要特征。现存建筑只有晚到辽金时代才有一些院落不 
完整地保存下来，但在敦煌壁画里从隋代开始就已画出 
了成组群的建筑，唐宋画出了大型院落的壁画数以百计， 
表现了丰富的组合方式和高度的建筑艺术水平。其中盛 
唐以前以凹字形平面组合为中心，前有水池，池中建平 
台的构图方式在日本古代建筑中还有许多实例。大足和 
四川的其他石窟也有唐宋时期的大型组群石刻浮雕。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建筑图像 
  敦煌石窟从十六国晚期至唐的许多阙形龛和宫阙， 
明确地反映了从汉代到隋唐以后又延至明清阙的发展过 
程。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有几百座塔，表明了在实例 
中十分罕见的楼阁式木塔实际是古代佛塔的主流，反映 
了印度的□堵波塔和中国重楼融合过程中的中间状态， 
还提供了在北朝时中国已建造过金刚宝座式塔的例证。 
敦煌壁画里的几百座城垣对古代城形、城墙、城门、城 
楼、角楼、马面以及里坊制和古代新疆地区的城垣情况 
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敦煌壁画还画出了多座唐宋住 
宅，其典型者分前后两院，与北京现存的明清四合院住 
宅相当一致。 
     敦煌莫高窟西魏壁画宫室图 
  建筑部件和装饰、色彩资料也以敦煌壁画最丰富， 
其中斗拱可达万朵，细致地反映了由北朝至西夏斗拱的 
发展史。壁画里的建筑绝大多数都没有角翘，结合也没 
有角翘的窟檐，可以为研究中国建筑重要的形象特征角 
翘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提供直接的材料。 
  壁画和石刻里的建筑形象还为界画史尤其是唐以前 
的界画史提供了大量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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