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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短佛寺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遮镇曼短村。据傣族史料记载，曼短佛寺始建于

傣历 312 年（公元 950 年），现存大殿建于明末清初。佛寺占地面积 2149 平方米，建筑面

积 655.95 平方米，包括大殿、僧舍、鼓房、戒堂、佛塔和四个门亭。曼短佛寺是曼短村及

周边傣族群众进行佛寺活动的中心，也是其传播和普及傣族传统文化、进行傣族语言文字传

授的重要场所，2006 年 5 月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殿居于佛寺东西、南北轴线相交的中点处，大殿为原状建筑，单层重檐歇山四面坡顶建筑，

面阔 8 间，22.39 米，进深 3 间，14.4 米。抬梁式构架，有 14 棵金柱及 2 棵山柱支承梁架，

柱子及墙体支砌在 1.3 米高的须弥座上。屋面为红色挂瓦，屋面从面阔中心向两山面依次降

低高度，在正身方向形成两面坡的三层重叠屋面。建筑高约 12 米。大殿南侧布置僧房及鼓

房，单檐歇山顶，抬梁式构架，墙内无柱，仅在山面布置中柱支承梁架，屋面为青灰色挂瓦。

带围廊，西侧进深大于东侧，且廊间有外墙围合。戒堂及佛塔分别位于大殿南北轴线两边，

围墙东西南北面各建门亭一座。北侧有门廊 2 间。

因年久失修，曼短佛寺出现一系列安全隐患：大殿屋面大面积漏雨，须弥座抹灰及粉刷层大

面积起壳剥落、粉化，木构架及小木作地仗油水、漏水金印图案长期被尘垢、蛛网覆盖；僧

舍及鼓房与大殿过于靠近，屋面相交连接不利于屋面排水，屋面及木基层残损严重，多处漏

雨，木构架因雨水侵蚀糟朽严重，天棚板大面积断裂脱落，部分木构件虫蛀严重，墙体抹灰

及粉刷层脱落；北门屋面及梁架完全坍塌损毁，墙体抹灰及粉刷层脱落。亟待全面修缮。受

勐海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旅游局委托，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担了该项目的勘察设计和维

修方案的编制工作，于 2013 年 10 月完成维修方案并通过国家文物局审批。本次修缮主要对

大殿、僧舍及鼓房进行揭顶修缮，更换部分构件，对外墙须弥座抹灰及粉刷层剥落进行处理；

对北门进行拆除残损墙体，重新制安承重木柱及梁架，复原原状瓦屋面，修复砌筑外墙等。

大殿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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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入口

大殿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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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外墙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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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殿漏水金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