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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建筑研究评述及研究方法再思考
A	Review	Study	of	Tibetan-rite	Buddhist	Architecture	Researches	
and	Conclusion	of	Its	Research	Methods

陈未    CHEN	Wei

摘要：本文归纳和总结了20世纪以来藏传佛教传播区域内寺院建筑的主要研究情况。提出了以人为主线及建筑空间

性为原型的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应用研究方法和从广域文化视角研究藏传佛教建筑的方法，以期学术界可以更有

机地和深入系统地研究藏传佛教建筑，推动藏传佛教建筑的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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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es of Tibetan-rite monasteries and building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then comes up with three new possible methods on Tibetan-rite Buddhist 
architecture study: applying human-centered research methods and building spatial correlation research methods 
to establish organic links, making use of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ibetan Bud-
dhist architecture, and studying Tibetan-rite Buddhist archite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roader view. This 
paper hopes to contribute to the Tibetan-rite architecture study into a systematic system with breadth and depth 
perspectives of trans-region, cross-discipline, and cross-ethnic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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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作为我国分布甚广且跨境的宗教，分布范

围从西藏、青海、四川等藏族聚居区，到新疆、内蒙古

等蒙古族聚居区，再到北京、五台山、承德等汉族聚居区。

同时在今蒙古国、俄罗斯蒙古族聚居区，拉达克、不丹、

尼泊尔等地也有传播。藏传佛教在元、明、清三朝一直

扮演着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积极作用，藏传佛教

建筑作为藏传佛教的重要物质载体更是我国多民族团结

和文化交融的象征和支撑。

藏传佛教建筑孕育于独特的藏族文化，吸收了河西

走廊等地丰富的汉族、蒙古族和其他民族文化。同时由

于分布甚广，其建筑与各地环境和民族文化深度融合，

在建筑形式、结构体系和布局形态上带有明显的地域特

色。藏传佛教建筑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

是当代研究并未有统一的总结和评述。故笔者在对相关

成果归纳和梳理的基础上，作初步总结性评述。

一、藏传佛教建筑研究评述

藏传佛教建筑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

的外国旅行家、探险者以及考察者，早期

相关寺庙的出版物主要是旅行见闻和实景

照片。此时的研究偏向于社会人文调查，

建筑只作为研究的背景，鲜有细致描述建

筑的案例。20 世纪中叶以来，藏传佛教

寺院受到较大的冲击，研究也陷入停滞，

欧美学界的研究也仅限于拉达克等边缘地

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我国藏传佛教

建筑研究开始走向了深化，在欧美学术界，

藏传佛教建筑作为藏学的一部分，也得到

了美、法、英、俄多国学者的重视。自 21

世纪以来，研究更加系统，既有以建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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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形态为研究主体的建筑学研究，也有以

建筑要素为关注点的艺术史研究。笔者在

下文将以不同研究视角为单位对藏传佛教

建筑研究作简单评述 a。

1. 序幕开启 ：旅行家与考察者的贡献

卫藏地区早在 19 世纪英国势力渗透

后就有大量的涉及西藏寺院生产生活以及

藏传佛教建筑的记述性文献，如弗雷德

里克·迈耶斯（Wm. Frederick Mayers）在

1870 年发表的基于驻藏大臣孟保（1838—

1842 年在任）对于西藏的评述 [1]，其中有

西藏寺庙情况的描述，是笔者读到的最早

关于藏传佛教寺院的外文论著。其余的出

版物大部分为旅行游记性质的风土人情描

述，如 19世纪末乔治·利特尔代尔（George 

Littledale）在卫藏以及拉达克地区的游记 [2]、

萨拉特· 钱德拉· 达斯（Sarat Chandra 

Das）在 20 世纪初出版的《拉萨和西藏

中 部 之 旅 》（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图 1）[3] 和伍德维尔·罗克希尔

（Woodville Rockhill）关于蒙古和西藏的游

记 [4] 等。这些著作中多有涉及藏传佛教寺

院的形态、僧侣状况以及与藏族生活关系

等的描述，但未看到有将建筑作为研究对

象的学术论述。

在蒙古地区早期研究也始于旅行

者。布里亚特蒙古学者扎木斯朗·策本

（Жамсрангийн Цэвээн）记录了从大库伦到

归化城的寺院情况，对喇嘛信众如何使用

佛殿有记录性描述 [5]。俄国旅行家波兹涅

夫（A. M. Pozdneev）的《蒙古和蒙古人》

一书较为完整地呈现了 19—20 世纪蒙古

地区寺院情况，是研究包括大库伦在内诸

多蒙古寺院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 [6]。日本

学者长尾雅人的《蒙古学问寺》是少数以

建筑学专业的角度记录五当召、贝子庙以

及归化城寺院的早期学者，其绘制的部分

建筑剖面和平面图成为研究早期蒙古藏传

佛教建筑的重要依据（图 2）[7]。

在北京和承德，最著名的研究如斯文赫定

的《帝王之都——热河》（Jehol Kejsarstaden）[8]

用镜头记录了残破的承德寺院建筑。德国

学者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的《中

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und Landschaft 

in China）[9]，详述了北京至热河一代的藏

传佛教寺院及建筑特点。清末震钧《天咫

偶闻》中也有一些对于北京藏传佛教寺院

的记载和作者的初步探究 b。日本学者逸

见梅荣和关野贞对热河及内蒙古多伦拍摄

了大量图片并将其收录在《热河》一书中 [10]，

其后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对热河及北京地

区的建筑进行了考察 [11]，绘制了大量的平

面图及建筑构件草图。

早期的研究均带有“游记”性质，除

少数日本学者外，大部分的作者并非建筑

学专业，关于藏传佛教建筑的研究仅仅是

寺院活动记述之外的附带描述。其记述基

本是随意性和片段化的，而且大多没有经

过系统的二次归类整理。但是由于 20 世

纪多次冲击，相当一部分寺院已毁或丧失

原有用途，这些早期的游记成为今天建筑

考古和历史研究不得不仰仗的重要图文资

料。更重要的是，彼时的藏传佛教寺院仍

然按照清朝时的旧有方式运作，建筑在

“原始语境”下使用的相关描述则显得无

比珍贵。例如上文提到的扎木斯朗·策本

在 1900 年对于普通信众如何使用额尔德

尼召三殿转经的草图对于研究蒙古寺院转

经廊道具有关键意义。事实上，这类研究

方法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价值与意义，它

们建立了藏传佛教建筑与使用者的紧密

联系，可帮助后世学者理解藏传佛教建

筑所产生的背景和语境。如土登·烈夏

嘉措（Thubten Legshay Gyatsho）的著作

就是以僧人视角诠释佛教建筑空间使用

关系的专著，具有特殊价值并为学界关

注 [12]。保罗·科科特·尼图普斯基（Paul 

Kocot Nietupski）[13] 和安德烈亚斯 . 格鲁什

克（Andreas Gruschke）[14] 有关安多地区，

尤其是拉卜楞寺的研究，是通过早期资料

和实地调查系统地还原和比较寺院的使用

情况及变迁。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对于梅力更召喇嘛的采访还

原了梅力更召从兴建到复兴中建筑使用

方式的改变研究等 [15]。

2. 基于本体的建筑学探微

1950 年代以后，我国藏传佛教建筑

的研究开始启动，如张驭寰、傅熹年、周

维权先生都对藏传佛教建筑有所涉猎，但

未形成系统性论述。北京大学宿白先生

的著作《藏传佛教考古》[16] ③，囊括了中

国境内主要藏传佛教建筑分布地区的典

型建筑，通过建筑构造、建筑特征、佛

像、壁画等的研究对其进行分类分期，奠

定了我国藏传佛教建筑系统研究的基础 

（表 1），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受宿

白先生分类启发，结合当前藏传佛教建筑

研究成果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笔者下文
图1：《拉萨和西藏中部之旅》（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中大

昭寺的绘制图

图2：《蒙古学问寺》中的贝子庙延福寺

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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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藏族、蒙古族和汉族三个聚居区分

类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1）藏族聚居区藏传佛教建筑研究

在综述性、系统性研究成果上，中

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陈耀

东研究员的《中国藏族建筑》一书是一

部全面系统的藏族建筑研究成果，虽非

是藏传佛教建筑的专著，但在藏族建筑

这一大背景下阐述藏传佛教建筑的风格、

特征和传播，对全面系统认识藏区藏传

佛教建筑演化发展的环境、文化、历史、

技术等要素具有重要价值 [17]。与该成果

相伯仲的西藏建筑设计院米雅·曲吉建

才的《神居之所 ：西藏建筑艺术》，对西

藏各地古建筑的形制、性能、特色等方

面作了较全面和准确的介绍，这其中包

括藏传佛教建筑 [18]。

在藏传佛教建筑专论方面，两位藏

族学者阿旺罗丹 [19] 和龙珠多杰 [20] 对卫

藏地区藏传佛教建筑的形成、结构特征、

文化传承以及工艺特点的系统论述，填

补了相关研究深入性和系统性不足的空

白。南京工业大学汪永平教授主编，牛婷

婷、戚瀚文等参编的《西藏藏式传统建

筑研究系列丛书》④ [21] [22] 用大量基础调

研资料，厘清了拉萨藏传佛教及苯教寺

院建筑的建寺历史、布局形式及建筑特

点。此外，汪教授及其团队的新书《西藏

藏传佛教建筑史》作为专业史著作沿用了

我国建筑历史编著的常用体例，在编年叙

述的基础上，加入分类、分地区和典型

案例论述，是西藏藏传佛教建筑研究领

域第一部以“史”为集成的高水平研究 

成果 [23]。

国外学术界，有法国学者安妮·查

特（Anne Chayet）的《西藏艺术与考古》

（Art Et Archéologie Du Tibet）[24] 是较为全

面介绍藏传佛教艺术和建筑的专著，但较

为基础。桑田坚赞（Samten Gyaltsen）编

纂的关于西藏苯教寺庙的研究，是少数

研究苯教寺院佛教化的论著 [25]。《拉萨地

图集：藏族传统建筑与城市景观》（The 

Lhasa atlas ：traditional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ownscape）是一部难得完全站在建筑

学角度去解读藏式建筑与城市景观关系的

系统性英文论述，其书中还含有了大量的

平面图纸 [26]。卡罗琳·希尔兹（Carolyn 

Shields）的博士论文对卫藏地区城堡式寺

院的研究也颇有价值，其叙述了城堡寺院

与平地寺院的演化关系 [27]。《西藏中部早

期寺庙》（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利

用西方通用艺术史视角（建筑、塑像、壁画）

对藏地寺院进行全面性介绍 [28]。在不丹和

尼泊尔，今枝由郎梳理了不丹与西藏藏传

佛教建筑的联系和各自特色 [29]。斯内尔格

罗夫（Snellgrove）是少数研究尼泊尔境内

佛教建筑的学者，但是其主要重心仍是以

尼泊尔为本位，探讨其国内印度教寺院和

佛教寺院的关系 [30]。上述论著虽然综合全

面，但多为介绍性文献，很难企及国内研

究成果的学术地位。

在个案研究成果上，参与了布达拉宫、

大昭寺等诸多重要建筑修缮的姜怀英先生

为藏传佛教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和

测绘图纸（图 3）[31][32]。休伯特·费格斯

托弗（Hubert Feiglstorfer）的研究详细比较

了印度与早期西藏寺院建筑平面的联系与

异同 [33]，其关于科迦寺以及古格王朝建筑

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少有的跨境关注古格

王朝建筑遗存的研究成果 [34]。安德烈·亚

历山德（Andre Alexande）的博士论文关注

了拉萨的寺庙建筑对于八廓街的形成与大

昭寺的关系 [35]，其与法国藏学泰斗希瑟·斯

托达德（Heather Stoddard）合作的《大昭寺：

西藏最神圣的佛寺》（Jokhang ：Tibet’s 

Most Sacred Buddhist Temple）[36] 一书，是

非中文文献中少数较为深入研究藏式建筑

的论著。书中将大昭寺一层东廊柱列的纹

饰、尺度以及立面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那烂

陀寺进行了深入对比分析（图 4），填补了

宿白先生研究的空白。玛吉·惠（Maggie 

Hui）通过口述历史以及文史资料梳理了拉

萨城市发展脉络 [37]，探讨了寺院作为城市

景观的作用。艾米·海勒（Amy Heller）对

藏式木构生产加工有深入研究 [38]，是藏传

佛教建筑木构专项研究的开拓者，其本人

还是早期藏传佛教艺术领域的专家，其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大昭寺木构建筑的雕刻

工艺和风格。

在安多地区，天津大学吴葱教授及其

团队对瞿昙寺、鲁土司诸寺作了大量的调

研测绘以及空间结构分析 [39][40][41]。吴葱提

出河湟谷地的佛殿形式似乎不是来源于西

藏，认为源头有待进一步研究。王其亨教

授的新作梳理了隆国殿梁架上木构件的题

记名称，并列表与宋代清代名称对比 [42]。

清华大学刘畅教授对瞿昙寺隆国殿进行三

维激光扫描后，总结了隆国殿的用材特点，

并且揭示了 316.5mm 营造尺在明代官式

建筑的使用规律 [43]。

此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拉达克

地区的寺院得到了国际学者的较多关注，

如斯卡桑·多杰（Skalzang Dorjey）对拉达

克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与印度和卫藏地区的

联系做了系统整理 [44]。在罗杰·戈珀（Roger 

Goepper）对拉达克阿济（Alchi）地方的

覆钵塔的研究中，有与印度覆钵塔对比

整理的内容 [45]。昆汀·德弗斯（Quentin 

Devers）关于列城提克西寺以及宫殿建筑

的研究，在此其将该寺与布达拉宫进行比

较了比较研究 [46]。整体而言，英法语出版

的学术中，拉达克地区的研究深度远超其

他藏区。此外还有少量藏文学术论著，在

此不一一列举。

 《藏传佛教考古》中宿白对卫藏地区建筑的分期（笔者摘录） 表 1

分期与年代 案例

第一期 7—10 世纪 吐蕃 大昭寺、托林寺

第二期 10 世纪末—13 世纪前半 吐蕃分裂时期 纳塘寺、建叶寺

第三期 13 世纪后半—14 世纪 元（萨迦） 萨迦南寺、夏鲁寺

第四期 15—17 世纪 40 年代 明（帕木竹巴） 白居寺、扎什伦布寺

第五期
17 世纪 50 年代—18 世纪 清（甘丹颇章） 布达拉宫、敏珠林寺

18 世纪后半—20 世纪 清 - 民国（甘丹颇章） 雍布拉康、罗布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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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蒙古族聚居区藏传佛教建筑研究

在综述性、系统性研究成果上，蒙古

族聚居区藏传佛教建筑的研究先驱是张驭

寰先生，其在 20 世纪 50 年代，深入内

蒙地区开展古建筑调查，在建筑界最早

总结了“汉藏混合式”“藏式”和“汉式”

三种蒙古族藏传佛教建筑类型 [47]。进入

新世纪，内蒙古工业大学张鹏举教授提出

用“植入”概念来解释蒙古地区藏传佛教

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48]，其理论同样适用

于如新疆或者康区等卫藏以外的藏传佛教

传播区，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其主

编的《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含有大量

一手测绘图，成为研究内蒙藏传佛教建

筑的重要基础资料（图 5）[49]。其团队成

员高旭从建筑剖面出发，用类型分析的

方法比较了内蒙的措钦大殿经堂与中心

垂拔的空间关系，再按地域进行比较分

析 [50]、韩瑛从建筑的平面和剖面关系入

手，将内蒙与藏区的措钦大殿比较，将佛

殿与经堂关系分为汉藏三段式、藏式三段

式、独立和汉式 4 种，并阐述了每种空

间的特点 [51]。外国学术论著中，沙怡然

（Isabelle Charleux）的法文著作《内蒙古

寺 院 》（temples et monastères de mongolie 

intérieure）是另一部深入研究漠南蒙古建

筑的著作，其用建筑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分

析了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建筑的成因和形

态类型 [52]，她还先后发表了对蒙古地区佛

像、壁画和建筑的系统性介绍 [53]。阿迪亚

（Б. Адьяа）以手绘图的方式全面挖掘和梳

理了藏传佛教装饰构件（图 6）[54]，是在

装饰细节上的重要研究成果。

在个案研究成果中，与西藏地区不同

的是蒙古地区存在不少大型游牧型寺院，

称为“库伦”。针对这一寺院形式，尤其

是乌兰巴托的前身大库伦，学者多有研究。

查尔斯·鲍登（Charles Bawden）是较早基

于文献对大库伦系统研究的学者 [55]，之后

克里斯蒂娜·泰勒基（Krisztina Teleki）[56]

以及思茅谈（Uranchimeg Tsultem）[57] 分

析了大库伦寺院的产生、游牧与定居时的

形态差异，以及运作模式。沙怡然对扎雅

葛根库伦的复原和保护研究，是少数国外

学者关注藏传佛教建筑保护的专著 [58]。其

对美岱召的综述在总结了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还添加了部分口述历史的内容 [59]。除

此之外，旅日蒙古族学者包慕萍从东亚视

角出发，对哈拉和林额尔德尼召进行了溯

源研究 [60]，提到了额尔德尼召与呼和浩特

寺院和朝鲜寺庙的关联论点。包教授从城

市层面出发，将呼和浩特与游牧城市库伦

比较，解析了呼和浩特城市发展中的寺庙

因素 [61]，包教授的研究融合了国内传统建

筑学方法和西方艺术史研究思想，其成果

极具借鉴意义。杜恩·敖云毕力格（Зундуйн 

Оюунбилэг）是蒙古国少数接受过汉式木

构建筑教育的学者，其著作中含有大量庆

宁寺的测绘图纸（图 7）[62]。俄罗斯学术

界对蒙古藏传佛教研究也很活跃，如阿尔

泰国立师范大学奥尔加·特列夫采娃（Olga 

Truevtseva）[63] 对蒙古中部杭盖省额尔德尼

召、扎雅葛根库伦和温度尔汗寺院的调研

和建筑比较研究成果。

3）汉族聚居区藏传佛教建筑研究

天津大学和承德文物局主持测绘并出

版的《承德古建筑》是研究承德藏传佛教

图3：《布达拉宫修缮报告》中白宫七层达赖喇嘛住所东西日光殿的平面图 图4：《大昭寺：西藏最神圣的佛寺》（Jokhang：Tibet’s Most 
Sacred Buddhist Temple）中阿旃陀石窟与大昭寺柱廊对比

图5：《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中的测绘图纸

图6：《蒙古建筑构件装饰》（Монголын Архитектурын 
чимэг）中帐篷型寺院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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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重要基础资料 [64]，阎学仁先生是较

早介绍承德外八庙历史以及建筑遗存的学

者 [65]，荆其敏从建筑师的角度衡量建筑

与园林造景的直接关系，以此揭示外八庙

建筑的特色 [66]。杨煦（Xu Yang）对普陀

宗乘之庙的解读 [67]，使用了历史发展的眼

光，通过现今遗留的蛛丝马迹和历史文献

的研究，推测普庙建造之初的形体。盖蒂

中心（Getty Center）资助的《殊像寺干预

史》是中美学者合作的以寺院为本位的“病

历”及保护策略研究成果（图 8）。在北京

地区，夏南悉（Nancy Steinhardt）是英语

学界较早关注自元大都以来北京藏传佛教

建筑的形态、工艺传播和建造的学者 [68]。

刘畅对西黄寺建筑布局与历史建筑调查及

其近代改建的研究 [69]，是北京藏传佛教

建筑个案研究中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成果之

一。此外，王其亨教授团队完成的须弥灵

境大殿、北海万佛楼、阐福寺的遗址调研

与复原研究 [70]，厘清了皇家园林内藏传

佛教建筑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脉络。

3. 内涵与外延下的多维解读

除了以建筑结构及形态为本体的研究

外，国外学者基于艺术史理论方法，逐渐

发展出通过建筑分析而对当时的历史及社

会进行解读性研究。近年来该研究方法逐

渐与传统建筑史方法融合，形成了藏传佛

教建筑研究的独特思路。

前文提及的安妮 . 查特是外国学者中

系统研究承德寺院与西藏渊源关系的先

驱，其法文著作率先注意到了藏传佛教建

筑帮助清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积

极作用 [71]，其关注点从建筑结构本身转

移到了建筑样本的复制和其背后要传达

的政治信息。奥蕾莉亚 . 坎贝尔（Aurelia 

Campbell）的博士论文论述了瞿昙寺及鲁

土司诸寺的平面空间构成 [72]，其新书《皇

帝所建：明初的建筑与帝国》（What the 

Emperor Built ：Architectur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ing）用全新的角度重阐释了瞿

昙寺和明朝中央的关系 [73]，笔者认为其研

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建设意义，此点在第二

部分展开论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刘大平

教授和杜鹃以蒙古族现存最早的木构——

大召措钦大殿为例，分析了内蒙寺院范式

是由于自然环境、地理气候以及政治权利

三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74]。此外，蒙

古国学者尼日莫所·提桑田（Niamosoryn 

Tsultem）[75] 提到了蒙古族建筑的起源，以

及帐篷型佛殿对于蒙古族特色建筑形成的

重要意义。蒙古学者达佳瓦（D. Daajav）[76]

以蒙古民居空间为本位，对蒙古藏传佛教

建筑空间性和起源作了解读与阐述。笔者

虽然认为其民族性的结论有待商榷，但是

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和参考。菲利普·福

莱（Philippe Forêt）的《测绘承德：清代园

林的企图》（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77] 虽然关注重点不

在建筑上，但是对清朝皇室在北京承德的

藏传佛教建筑进行了政治性解读，也为学

术界一亮点。陈捷和张昕 [78][79] 使用艺术史

图像学的方法对智化寺、大钟寺、真觉寺

等北京带有藏传佛教图案的建筑以及器物

（图 9）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涵方

面均有突破。

在建筑图像学研究上，徐平（音，

Ping Xu）介绍了从曼陀罗图形到玛尼堆、

佛塔以及寺院布局的演化 [80]。玛莎·魏

德纳（Marsha Weidner）以唐卡为研究对

象，阐述了明代在京寺院与西藏的关联和

差异，方法上有一定价值 [81]。斯蒂芬·泰

瑟（Stephen F. Teser）通过六道轮回图的布

置分析了从印度阿旃陀到敦煌再到卫藏寺

院的空间布局 [82]。简 - 阿曼达·让（Jane-

Amanda Jean）的博士论文讨论了印尼婆

罗浮屠和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门塔在建构时

图7：《庆宁寺建筑》（Амарбаясгалантын Архитэктур）中一世哲布尊丹巴陵塔殿平面图 图8：《殊像寺干预史》中殊像寺干预情况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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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宗教仪轨的相似性，也颇具新意 [83]。

沙怡然的论文中也关注了西黄寺达赖楼以

及其与蒙古寺院的联系，试图对藏传佛教

建筑进行跨地域的解读 [84]。上述几位学者

的研究均具国际视野，并用艺术史图像学

的手法来探究藏传佛教建筑的演变，具有

一定的借鉴价值。

4. 成果与不足

综上，当今藏传佛教建筑研究，在各

自地理板块内已经相对系统化，绝大部分

文物建筑都得到了测绘和断代。笔者认为

上文提及的宿白、阿旺罗丹、张鹏举、汪

永平和沙怡然等学者的著作均可代表当前

藏传佛教建筑研究的最高水平。中文学术

主要关注建筑的空间结构以及平面形态的

比较，而英法文学术侧重于历史对于建筑

塑造的阐述。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研究观

点可以互补。

从总体而言，相关研究表现出极大的

不均衡，无论是中文还是外文研究，其关

注点均集中在某几个重要的寺院上。例如

在外蒙古地区，一半以上的研究是关于大

库伦的，对于其他普通寺院缺乏深入研究；

建筑研究缺乏地域性统筹，蒙古、西藏等

地理板块上建筑研究相对独立，虽然已有

文史学者（如冉光荣的《中国藏传佛教寺

院》[85]）系统地关注了所有地理单元的藏

传佛教建筑，但尚无学者系统性地作出跨

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空间特性以及演化过程

溯源研究；此外，由于现有中文研究大部

分仅关注建筑本体，导致研究无法更深入

地在当初历史背景下阐述藏传佛教建筑的

多维含义，深入探析其演化发展脉络，也

是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基于上文的综述以及问题，笔者在此

野人献曝，提出三点藏传佛教研究思路，

还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二、藏传佛教建筑研究的新思路

1. 建构藏传佛教建筑研究的有机联系

体系

现有的藏传佛教建筑研究主要是基

于地域研究（如西藏、内蒙古地区），鲜

有将各地藏传佛教建筑联系的系统性研

究。而事实上，藏传佛教建筑由于和政

治的特殊关系，存在许多超远距离、跨

区域的工匠流动以及风格传承。如日喀

则地区夏鲁寺的木构佛殿是安多地区工

匠完成的，其门楼封闭的转经廊道（副

阶作法）与河湟地区的佛殿（如瞿昙殿）

作法极为相近（图 10）。北京的妙应寺白

塔是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建造，其还影

响了五台山白塔以及北海永安寺白塔。可

见各地藏传佛教建筑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

的联系，有必要通过深入思考，建构藏传

佛教建筑研究的有机联系体系，推进该领

域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1）以人为关联的藏传佛教建筑研究

基于上文所述的问题，笔者提出以藏

传佛教建筑建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人”为主线，进行研究，如资助者、使

用者和工匠等，这样可不受地理或者行政

区划的制约。如通过藏传佛教中的“供施

关系”作为研究切入点，即以“供”方（世

俗贵族）和“施”方（佛教僧侣）探索藏

传佛教建筑的联系 [86]。例如蒙古早期的

明代建筑可以通过“供”方俺答汗家族的

血缘关联在一起，这些寺院建筑最远相距

1000km，但是在寺院形态、建筑结构，甚

至是功能（除了宗教功能外还兼具政治军

事功能以及家族墓地属性）上展现出极大

的一致性。从另一方面，上述寺院还可以

通过“施”方，即三世达赖喇嘛以及其弟

子将其串联在一起，其措钦大殿的平面布

置也极为相似，说明了在营建寺院时宗教

活动是统一的。由于蒙古和西藏具有游牧

社会形态特征，以及藏传佛教本身紧密的

组织，藏传佛教建筑与所在地域的关系远

小于人（供施双方）对于建筑空间结构以

及形态的影响⑤。

图10：夏鲁寺门楼殿（左），二层斗栱（中）以及三层回廊作法（右）

图9：《外域形制的本土表达——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的图像秩序与意义塑造》中真觉寺塔的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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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清代五世达赖等喇嘛、活佛与几个主要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的关系

藏传佛教在清朝作为皇家扶持的宗教

后，人的影响因素则更加明显，如内蒙古

的善因寺和外蒙古的庆宁寺均是因为雍正

皇帝的谕旨以北京的西黄寺达赖楼为蓝本

建造的，承德寺庙均是模仿西藏或厄鲁特

蒙古地区寺院建造，而北京地区的藏传佛

教寺院营建与清代三次藏族高僧（五世达

赖、六世班禅及十三世达赖）进京活动有

着或多或少的联系⑥。另外，常驻北京的

章嘉活佛，其在北京的寺院嵩祝寺与内蒙

古和安多的属寺之间也有紧密的关联。故

笔者认为在原有地域研究的基础上辅以

“人”为主线的研究可以在结构和建筑形

式之外，更好地挖掘藏传佛教建筑的内在

关联（图 11）。

2）以“空间性”为关联的藏传佛教

建筑研究

由于藏传佛教的分布区域极为广泛，

其建筑结构、形式、材料均很难做到统一，

这也是当前少有研究将各地藏传佛教建

筑系统性分析的原因。故笔者认为可以

借鉴外国学者研究教堂“空间性”的方

式探讨藏传佛教建筑的关联。“空间性”

是指排除其他外在内容的空间原型。建

筑空间性关联最先由建筑大师理查德 . 克

劳特海默（Richard Krautheimer）提出，

其理论的核心是建筑的继承和关联性是

可以超出建筑的尺度、材质甚至是平面

布局的，而空间的一致则是建筑尤其是

宗教建筑连接的纽带 [87]。其在藏传佛教

建筑研究中同样适用，如在清朝中期形

成的“回廊式都纲”，一层为诵经空间，

二层正中为一高起的正方形天井，作为

采光通风使用，二层四周有环廊围绕。

回廊式都纲的分布极为广泛，从卫藏地

区夏鲁寺到安多地区佑宁寺、到内蒙古

地区的喇嘛洞召、席力图召，再到承德

的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以及北

京香山的昭庙均是采用（或有略微变形）

回廊形式，即中心为方形的佛殿，四周

环绕以裙楼。虽然上述寺院处在不同地

域的文化区内，建筑结构以及材料均有

极大差异，但是藏传佛教建筑（尤其是

在清朝大一统的王权资助下）其措钦大

拉达克及印度北部寺庙入口的门楼相近 [35]，

指出其源头可能是窣堵坡的塔门（如桑奇

大塔）。一斗三升的斗栱是汉式工匠影响

毋庸置疑，但是唐中期以后人字栱在中原

地区已经不再使用，为何出现在 11 世纪

大昭寺并无任何文献支持，另一方面，现

存拉达克的木质建筑都晚于大昭寺，也未

能进一步举证这其中的演化关系。所以仅

从印—藏，或者汉—藏单方面去探讨藏传

佛教建筑的形成都不准确，故应以更为广

域的视角作整体分析研究（图 12）。

此外，藏传佛教建筑的传播的路径未

必是单一的。从现有的藏传佛教建筑研究

来看，有学者认为藏传佛教建筑的发展与

藏传佛教传播是一致的。即早期佛教源于

印度，卫藏地区是源头，河湟谷地是枢纽，

而蒙古、北京、五台山等地是终端。各地

区由于自身环境，在吸收了卫藏地区建筑

形式之下，形成了地域性的藏传佛教建筑。

但是笔者注意到建筑形式的传播与藏传佛

教的传播轨迹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后弘期

的藏传佛教建筑可能同时受到了上路和下

路弘传的影响，部分河西走廊的建筑形式

则回传进入卫藏。再如 15 世纪时格鲁派在

殿的空间均有极大的空间一致性。从建

筑最本质的空间原型入手，可去除因气

候、技术等造成的建筑差异性，帮助研

究者克服藏传佛教建筑“表面”的复杂性，

凝练“一体性”，对建筑之间的关系把握

可更加准确。

2. 以跨区域和文化融合的视角研究藏传

佛教建筑

在解读藏传佛教建筑联系时，学者应

当具有广域视角的意识。藏传佛教建筑的

来源同时受到了东印度和北印度寺院的影

响，在形成过程中又受到了藏族、蒙古族

以及汉族建筑技术、风格和文化传统的影

响。无论是在西藏地区还是在蒙古地区都

是由多民族共同促成的，其建筑形式与结

构均受到了多重文化影响，故需要在多文

化交融的视角下研究和审视现有藏传佛教

建筑的联系。如拉萨大昭寺的觉卧佛仓门

口的人字形栱，宿白认为此人字形栱以及

其上的一斗三升斗栱为后弘期时拉萨受到

汉式建筑影响的证据 [16]，但是安德烈·亚

历山大却指出大昭寺入口处人字形栱门与

图12：大昭寺以及达拉克寺院的人字形栱

宋绍祖墓

大昭寺入口处斗栱（外侧）

大昭寺入口处人字栱（内侧）

桑奇大塔塔门

拉达克万拉寺（Wanla）入口



102 建筑历史与理论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宗喀巴的改革下，其措钦大殿平面出现了

一系列的创新：取消了围绕佛殿的转经廊

道，并将原单一佛殿改为了数个并列的小

型佛殿。在宗喀巴及其弟子在 15 世纪初

建造的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

以及扎什伦布寺的措钦大殿均为此类。取

消围绕佛殿的转经廊道之后一直成为格鲁

派在卫藏地区措钦大殿的标准平面，之后

的卫藏寺院如策墨林寺等多沿用了此做法。

但是 16 世纪三世达赖喇嘛及其弟子建造的

塔尔寺及呼和浩特地区的大召等寺院则沿

用了非格鲁派的单一佛殿以及转经廊道的

建筑形式（图 13）[88]。此外安多地区正方

形回廊式佛殿（以瞿昙寺和妙因寺为代表）

的源头似乎也不是出自西藏 [39]。此类佛殿

虽然在扎塘寺、桑耶寺等卫藏早期寺院的

佛殿中得见，但其空间形式也与河西走廊

的以及高昌的佛寺遗址中的平面类似，同

样在蒙古高原 10 世纪的回鹘寺院中也有相

似案例。故现有研究不足以断言安多地区

的佛殿形式是随着藏传佛教从卫藏地区传

播而来，还是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地区

后，将原有本地区佛教寺院改建而得。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建筑

的形成与藏传佛教本身的传播虽然有极强

的关联性，但是藏传佛教建筑的源头和发

展应是多源的，故其传播路线和发展脉络

还需要进一步厘清。

3. 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解读和重塑藏传佛

教建筑认知

由于当今建筑历史的研究大多关注建

筑的是空间结构和形态的比较，但是对于

建筑的内涵解读并不深刻。故笔者建议应

该融合其他学科（如艺术史、设计学）等

的学科优势，在建筑历史的解读之外，对

于藏传佛教建筑进行多维解读。

1）通过设计的角度解读藏传佛教

建筑

建筑设计中形式与功能的平衡是建筑

学学者的基础训练，也可以用来解读古典

建筑的设计意图。由于藏传佛教建筑的形

态和功能在建成后的使用中会受到宗教发

图14：席力图召护法殿变迁

图15：萨迦寺大藏书廊（左）和佛殿（右）

图13：卫藏、安多和蒙古地区措钦大殿平面比较

15世纪前西藏寺院平面 15世纪后西藏格鲁派

寺院平面

17世纪前安多非格鲁派

寺院平面

17世纪蒙古格鲁派

寺院平面

展以及多种文化的影响而变化，每种变化

必然留下一些印记，所以从现状去反推使

用过程中的变化可以解读出诸多隐藏信

息。如宿白提及呼和浩特席力图召护法殿

怪异的平面布置，以此为基础推断出蒙古

地区内转经廊道的废置和改建（图 14）；

通过萨迦寺大书廊在佛像后的平面布置推

测出其很可能是原先内转经廊道的一部分

（图 15）[16]。后世学者如杨煦通过现状不

合理的平台和相关文献推断普陀宗乘之庙

始建时的形态等 [67]。笔者拙作中也注意到

了呼和浩特大召措钦大殿藏式经堂的女儿

墙的做法与传统藏式做法有异。通过进一

步的建筑结构分析，发现其经堂核心为汉

式结构的回字形柱网。工匠通过增高女儿

墙并增加藏式边玛草装饰等方式使其从外

观上看颇似藏式建筑。这很可能说明在 16

世纪的蒙古还不具备建造藏式建筑结构的

能力，工匠不得已用汉式建筑仿造藏式建

筑（图 16）。

此外，藏传佛教建筑的宗教属性，在

设计时较好地利用了光源的明暗进行宗教神

秘空间的塑造。西方学者多用此研究教堂

建筑，在藏传佛教建筑中该方法也适用 [89]。

例如大部分寺庙的措钦大殿（如西藏和内

蒙古地区）会特意营造昏暗的空间氛围 

（图 17），在前经堂后佛殿的措钦大殿空

间中，设计师着重要营建的是明亮的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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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大召措钦大殿经堂部分结构分析

模仿了北京紫禁城的奉天殿，而非安多的

正方形带转经廊道平面的佛殿。此殿的形

制和规模是明代皇权在安多地区的显现，

同时也是藏传佛教在为永乐皇位正统性背

书。相似的，俺答汗在仰华寺与索南嘉措

互换称号之后利用安多寺院样本营建呼和

浩特诸寺时，也有增加其正统性的考虑。

在清朝，当藏传佛教作为维护蒙藏地区团

结的工具时，藏传佛教建筑的形式则更具

政治性。例如菲利普·福莱提到的顺治皇

帝请恼木汗在北海琼华岛仿照元代大圣寿

万安寺白塔建立白塔时，其有很强的政治

宣誓性，也从客观促成了五世达赖喇嘛来

京和国家的统一 [77]。在清朝乾隆以后，章

嘉国师参与设计的承德诸寺同样具有政治

宣传意义，例如普陀宗乘之庙虽然外形形

似布达拉宫，但是其内部的空间却是为了

放置章嘉国师的“六品佛楼”而设计 [90]，

之后在北京的昭庙、须弥福寿之庙等寺院

均为此布置形式的复制。笔者猜测这是清

朝皇室希望建造皇家主导的“北京版本”

的藏传佛教建筑。

另外国外藏传佛教建筑的一些研究或

有心或无意，一些观点明显存在偏差或歪

曲，颠倒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外延的地位

和作用，抹杀藏汉建筑文化在藏传佛教建

筑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和我国各民族在藏传

佛教建筑发展中的核心贡献。特别是近年

来藏传佛教建筑的研究被少数分裂势力和

民族主义分子利用，形成了一些错误观点。

例如部分达兰萨拉藏族学者着力渲染印度

文明在藏传佛教建筑中的主导作用，诚然

图17：贡嘎曲德寺佛殿上部的天窗（左）、从佛殿外部天窗看佛殿内部（中）、从佛殿内部看天窗（右）

和昏暗的佛殿⑦。例如曲德寺措钦大殿中，

设计师利用佛殿高出经堂 1m 的高差建造

高窗，将光线引到佛像面部（这一点颇似

早期石窟的做法）。在内蒙古地区寺院也

有类似作法，北京雍和宫法轮殿的殿顶高

窗也是天窗采光的实例。通过研究光线则

可以更好地建构藏传佛教寺院的神域空间

营建，可以在寺院建筑、壁画和塑像以外

的第四维解读建筑。

2）建筑之外的多维解读

由于藏传佛教在很长时间均作为汉、

藏、蒙、满等民族融合的纽带，所以其建

筑形式的意义常常超出建筑本身。故在建

筑史研究之外，笔者建议利用艺术史的方

法去解读藏传佛教建筑当中的文化以及政

治内涵。如上文中提到坎贝尔在研究瞿昙

寺作为永乐皇帝构建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

一环的研究中 [72]，指出瞿昙寺隆国殿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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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寺院如大昭寺、桑耶寺都可以看到那

烂陀寺和欧丹特普里寺（Uddandapura）

的影子。但是自元代以来如夏鲁寺、萨迦

寺和白居寺，无论是佛殿形式，还是细节

构建（如斗栱）均可看到汉藏文化的交融。

再如有蒙古国学者否认清代蒙古寺院建筑

与内地的紧密关系。选择性忽视样式雷仿

照北京西黄寺达赖楼设计的庆宁寺大殿的

历史事实，而论述此类建筑是来源于蒙古

帝国哈拉和林的宫殿。故系统解读藏传佛

教建筑，不但可以为学术界提供新的研究

维度，也助于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并以正

视听。

三、结语

上一部分总结的三点，仅是笔者借助

前人研究，在藏传佛教建筑谱系联系中的

一些新想法。本文的写作并非要否定或者

矮化前人研究，恰恰是希望站在前人的臂

膀之上，尽快推进我国对于藏传佛教建筑

的内在关联以及谱系的研究，系统阐述藏

传佛教建筑的起源以及联系，提升我国藏

传佛教建筑研究的理论水平。批驳和杜绝

别有用心的分裂势力借藏传佛教研究搞国

家分裂之实的图谋。

注释

①鉴于笔者语言能力和文章篇幅所限，本文综述仅涵

盖了大部分的中、英、法、蒙及少量日、俄文献，恐有不全。

②全文见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https：//ctext.org/

wiki.pl?if=gb&res=562932&remap=gb

③《藏传佛教考古》以卫藏地区建筑调研为主，同时

还涵盖少量关于河西走廊，呼和浩特地区藏传佛教建

筑的研究。

④该系列丛书分为四本，包括《拉萨藏传佛教建筑》 

《西藏苯教寺院建筑》《西藏藏东乡土建筑》《西藏

藏式传统建筑》。

⑤笔者拙作曾以人为切入点研究明代蒙古地区藏传

佛教寺院建筑，发现现存所有的蒙古地区明代木构建

筑都与俺答汗家族和三世达赖喇嘛有着直接的关联。

详情参见请参考文献 [86].

⑥五世达赖喇嘛来京时，顺治建造了西黄寺、德寿寺

等寺院。六世班禅来京，乾隆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香

山昭庙等建筑。十三世达赖来京时清朝正值光绪末年，

清廷只是整修了西黄寺，并无新建寺院。

⑦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光环境与设计初建时不同，

由于旅游参观的需要，佛殿内部（尤其是对着佛像面部）

会有大瓦数的灯光照明，反而经堂没有人工光源显得

较为昏暗，使得大部分寺院经堂与佛殿空间的明暗关

系对调（例如拉萨的桑耶寺大殿、内蒙古的席力图召），

虽然传统人工光源（酥油灯等）可以起到照明作用，但

是传统光源的照明是从下而上（由于酥油灯大多放置

于佛前的供桌），而现代光源点大部分要比人高，而

且直射佛像面部，由此的空间感受则与传统不同。

参考文献

[1]  Mayers，Wm. Frederick. “Illustrations of the 

L amais t Sy s tem in T ibet，Drawn f rom Chinese 

Sourc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4，no. 1（1870）：284-308. 

[2]  Littledale，George R. “A Journey across Tibet，

from North to South，and West to Ladak.”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7，no. 5（1896）：453-78. 

[3]  Das，Sarat Chandra，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 . London：J. Murray，1902.

[4]  Rockhill，W. Woodville. “A Journey in Mongolia and 

in Tibe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3，no. 5（1894）：

357-84. 

[5]  R up e n，R o b e r t  A .  “Cy b e n  Ž am c a r an o v i č 

Žamcarano（1880-1940）.”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no. 1/2（1956）：126-45.

[6]  Pozdneyev，A lek se i  Mat ve ev ich. Mongo l ia 

and the Mongols . John R ichard K rueger tran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1971.

[7]  長尾雅人 .蒙古喇嘛廟記 モンゴルのラマ寺院 [M].

高桐書院：Tōkyō，1947.

[8]  Hedin，Sven Anders. Jehol Kejsarstaden . New 

York：E.P. Dutton & company，inc，1933.

[9]  Ernst Boerschmann. Baukunstund Landschaft in 

China. Berlin，1926.

[10]  逸見梅榮 .Man Mō no ramakyō bijutsu 滿蒙の

喇嘛教美術，东京都：法藏館，1943—1944.

[11]  伊东忠太 . 手绘天朝：遗失在日本的中国建筑史 

[M].北京：现代出版社，2020.

[12]  Gyatsho，Thubten Legshay. Gateway to the 

Temple：Manual of Tibetan Monastic Customs，Art，

Building and Celebrations . Trans. David Paul Jackson. 

Kathmandu：Ratna Pustak Bhandar，1979.

[13]  Paul Kocot N ie tupsk i .  L abrang：a T ibe tan 

Buddhis t monaster y at the crossroads of four 

c i v i l i z a t i o n s .  I t h a c a，N e w  Yo r k：S n o w  L i o n 

Publications，1999.

[14]  Gruschke，Andreas，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Tibet’s Outer Provinces：Amdo. Bangkok：White 

Lotus Press，2001.

[15]  Humphrey，Caroline，and Ujeed Hu Relbaatar. 

Monaster y In T ime：The Mak ing of Mongolian 

Buddhism [M].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

[16]  宿白 . 藏传佛教考古 [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

[17]  陈耀东 . 中国藏族建筑 [M].北京：建筑书店（原建

筑社），2017.

[18]  木雅·曲吉建才. 神居之所：西藏建筑艺术 [M].北

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2011.

[19]  阿旺罗丹.西藏藏式建筑总览 . [M].成都：四川美

术出版社，2007.

[20]  龙珠多杰 .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文化研究 [D].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2011.

[21]  牛婷婷、宗晓萌、汪永平 .拉萨藏传佛教建筑 [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

[22]  戚瀚文、汪永平 .西藏苯教寺院建筑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

[23]  汪永平 .西藏藏传佛教建筑史 . [M].南京：东南大

学出版社，2021.

[24]  Chayet，Anne. Art Et Archéologie Du Tibet.  

Paris：Picard，1994.

[25]  Karmay，Samten Gyaltsen，Yasuhiko Nagano，

a n d  D o n d r u p  L h a g y a l .  A  s u r v e y  o f  B o n p o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in Tibet and the Himalaya. 

Osaka：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2003.

[26]  Larsen，Knud，and Amund Sinding-Larsen. The 

Lhasa Atlas：Traditional Tibetan Architecture and 

Townscape. Boston：Shambhala，2001.

[27]  Shields，Carolyn Patricia. From fortress to the 

monastery：The revolution of Tibetan temple and 

monastic architecture . Ph.D. Dis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98.

[28]  Vitali，Roberto. Early Temples of Central Tibet. 

London：Serindia，1990.

[29]  Imaeda，Yoshiro，and Françoise Pommaret. “Le 

Monastère De GTam Zhing（Tamshing）Au Bhoutan 

Central.” Arts Asiatiques  42，（1987）：19-30.

[30]  Sne l lgrove，D. L .“Shr ines And Temples Of 

Nepal.” Arts Asiatiques  8，no. 2（1961）：93-120.

[31]  姜怀英 . 西藏布达拉宫修缮工程报告. [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4.

[32]  姜怀英 .从布达拉宫看西藏寺庙建筑演变中的几

个问题 [J].古建园林技术，1994（04）：112-125.

[33]  Feiglstorfer，Hubert. “On the origin of Early 

Tibetan Buddhist Architecture”，Along the Great 

Wall，Vienna：IVA-ICA，2010，107.

[34]  Feiglstorfer，Hubert. “Reconstruction of the 

West Tibetan Temples of Khorchag：The Lhakhang 

Chenmo.” In Interaction in the Himalayas and 

Central Asia：Process of Transfer，Trans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Art，Archaeology，Religion and 

Pol i t y，275-308. V ienna：Austr 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2017.

[35]  A l e x ande r，A ndre，T he Trad i t i ona l  L has a 

House：Typology of an Endangered Species . Ph.D. 

Diss.，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2011.

[36]  André Alexander. The Temples of Lhasa：Tibetan 

Buddhist Architecture from the 7th to the 21st 

Centuries. Chicago：Serindia Publications，2005.

[37]  Hui，Maggie Mei Kei. “Reinterpreting The 

Tibetan Tradition From Rural Home To Apartment 

In Eas te rn T ibe t .”  Tradi t iona l D we l l ings and 



105建筑历史与理论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Settlements Review 26，no. 1（2014）：61.

[38]  Heller，Amy. “The Lhasa Gtsug Lag Khang：

Observations on the Ancient Wood Carvings.” The 

Tibet Journal  29，no. 3（2004）：3-24. 

[39]  吴葱，程静微 .明初安多藏区藏传佛教汉式佛殿

形制初探 [J].甘肃科技，2005（11）：177-184.

[40]  程静微 . 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衙门及妙因寺建筑

研究 [D].天津大学，2007.

[41]  李江，杨菁，吴葱 .青海同仁地区藏传佛教经堂建

筑营造特征及其环境适应性研究 [J].青海民族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2）：18-26.

[42]  王其亨，刘婉琳，吴葱 .青海乐都瞿昙寺隆国殿

梁架题记调查简报 [J].文物，2022（01）：85-97.DOI：

10.13619/j.cnki.cn11-1532/k.2022.01.010.

[43]  李越，刘畅，王时伟，孙闯，雷勇 .青海乐都瞿昙寺

隆国殿大木结构研究补遗 [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

（04）：47-66+160-161.

[44]  Dorjey，Skalzang. “Ladakh Monastic Art and 

Architecture：A Case Study of Its Developmental 

Perspec tive in Relat ion with T ibet.” The T ibet 

Journal  41，no. 2（2016）：21-28.

[45]  Goepper，Roger. “The ‘Great Stūpa’ at 

Alchi.” Artibus Asiae，Vol. 53，no. 1/2（July 1993）：

111-143.

[46]  Devers，Quentin. Les fortifications du Ladakh，

de l’ȃge du bronze à la perte d’independence. 

Ph.D. Diss.，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Paris，

2011.

[47]  张驭寰，林北钟 . 内蒙古古建筑 [M].天津：天津

大学出版社，2009.

[48]  张鹏举 . 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形态研究 [D].

天津大学，2011.

[49]  张鹏举 .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 [M].北京：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 .2012.

[50]  张鹏举，高旭 .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形态的

一般特征 [J].新建筑，2013（01）：152-157.

[51]  韩瑛，李新飞，张鹏举 .基于都纲法式演变的内蒙

古藏传佛教殿堂空间分类研究 [J].建筑学报，2016（02）：

95-100.

[52]  Charleux，Isabelle. temples，and monastères in 

Inné Mongolie temples et monastères de Mongolia 

intérieure . Paris：Éditions Du Comit 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2006.

[53]  Charleux，Isabelle.Buddhist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Mongolia . 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4.

[54]  Б.Адьяа. Монголын Архитектурын чимэг. 

Erdne XoT：N.p.，2013.

[55]  B a w d e n，C h a r l e s  R .  T h e  J e b t s u n d a m b a 

Khutukhtus of Urga. Wiesbaden：O. Harrassowitz，

1961.

[56]  Teleki，Krisztina. Monasteries and temples of 

Bogdiin Khüree . Ulaanbaatar：Ulánbátor Mongol 

Tudományos Akadémia，2012.

[57]  Uranchimeg，Tsultemin. A monastery on the 

move：Art and politics in later Buddhist Mongoli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20.

[58]  Charleux，Isabelle. History，Architecture And 

Restoration of Zaya Gegeenii Khüree Monastery 

In  M ongo l i a .  P a r i s：Mus é e D’an th rop o lo g i e 

Préhistorique De Monaco，2016.

[59]  Charleux，Isabelle. “Recent research on the 

Maitreya monastery in Inner Mongolia，” Asiatische 

Studien，no. 1（2014）：1-64.

[60]  包慕萍 .蒙古帝国之后的哈敕和林木构佛寺建筑

[J].中国建筑史论汇刊，2013（02）：172-198.

[61]  包慕萍 .从“游牧都市”、汗城到佛教都市：明清时

期呼和浩特的空间结构转型 [J].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2016（02）：319-340.

[62]  Зундуйн Оюунбилэг. Амарбаясгалантын 

Архитэктур. Ulaanbaatar khot：Admon，2010.

[63]  Truevtseva，Olga.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monasteries of Arkhangai aimag of Mongolia.” 

Muzeológia a kultúrne dedičstvo，vol. 6，no.1（2018）：1-66.

[64]  天津大学建筑系、承德市文物局 .承德古建筑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65]  阎学仁 .承德外八庙与西藏寺庙建筑 [J].西藏研

究，1985（01）：113-115+159.

[66]  荆其敏，张丽安 .建筑师之笔：承德避暑山庄和外

八庙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67]  Yang，Xu. “Reconstructing The Potala Palace：

The Qing Emperor And The Dalai L ama In The 

Temple Of Potaraka Doctrine.”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26，no. 1（2014）：91. 

[68]  S t e i n h a r d t，N a n c y  S h a t z m a n .“ I m p e r i a l 

Architecture along the Mongolian Road to Dadu.” 

Ars Orientalis  18（1988）：59-93. 

[69]  刘畅，杨小鹏 .西黄寺塔院布局与历史建筑调查

解疑 [J].建筑史，2003（03）：114-125+286.

[70]  冯婷婷 . 北海阐福寺大佛殿复原研究 [D].天津大

学，2016.

[71]  Chayet，Anne. Les Temples De Jehol Et Leurs 

Modèles Tibétains . Paris：E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1985.

[72]  Campbell，Aure l ia. The impac t of imper ial 

and local patronage on early Ming temples at the 

Sino-T ibetan Frontier.  Ph.D. diss.，Universit y of 

Pennsylvania，2011.

[73]  Campbell，Aurelia. What the Emperor Built：

Architecture and Empire In the Early Ming.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20.

[74]  杜娟，刘大平，刘冲.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大召范式的

新文化地理学解读 [J].建筑学报，2020（07）：99-104.

[75]  T s u l t e m，N i a m o s o r y n，T  S u g i i a m a，D 

Chuluunbaatar，and D Baiarsaikhan. Mongolian 

Architecture. Ulaanbaatar：Gosizdatel’stvo，1988.

[76]  B . Daajav. Mongolyn uran bar i lgyn tüükh . 

Ulaanbaatar：Mongolian national press，2006.

[77]  Foret，Philippe. Mapping Chengde：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

[78]  张昕，陈捷 . 智化寺曼荼罗的内容设置与布局

重组 [A].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北京工业大

学 .2019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年会暨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上）[C].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北

京工业大学：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2019：9.

[79]  陈捷，张昕.外域形制的本土表达——真觉寺金

刚宝座塔的图像秩序与意义塑造 [J].建筑遗产，2020

（04）：65-77.

[80]  Xu，Ping. “The Mandala As A Cosmic Model 

Used To Sy s temat ica l l y St ruc ture The T ibe tan 

Buddhist Landscape.”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 27，no. 3（2010）：181-203.

[81]  Weidner，Marsha. “Beyond Yongle：Tibeto-

Chinese Thangkas For The Mid-Ming Cour t .” 

Artibus Asiae  69，No. 1（2009）：7-37.

[82]  Teiser，Stephen F.“The Wheel of Rebir th in 

Buddhist Temples.”Arts Asiatiques  63（2008）：139-

153.

[83]  J e a n，J a n e - A m a n d a .  A n  A r c h i t e c t u r a 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orobudur Indonesia and 

the Kumbum，Gyantse，Tibet，Ph.D. Diss.，University 

of Sidney，2009.

[84]  Charleux，Isabelle.“Qing Imperial Mandalic 

architecture for Gelugpa Pontiffs Between Beijing，

Inner Mongolia，and Amdo，”Along the Great Wall. 

Vienna：IVA-ICA，2010.

[85]  冉光荣 . 中国藏传佛教寺院 . [M].北京：中国藏学

出版社出版，1994.

[86]  陈未 .论蒙古族藏传佛教建筑的“模因性”——兼

论以人物为主线的藏传佛教建筑研究方法 [J]，建筑学

报 . 2021（12）：87-93.

[87]  K rauthe imer，R ichard. Ear l y Chr is t ian and 

Byzantine Architecture . Harmondsworth，Eng.：

Penguin Books，1975.

[88]  陈未 .16世纪以来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建筑研究的

再思考 [J].建筑学报，2020（07）：105-112.

[89]  Stewart，Charles Anthony. Domes of Heaven：

the Domed Basilicas of Cyprus. Ph.D. Diss.，Indiana 

University，2008.

[90]  罗文华 .清宫六品佛楼模式的形成 [J].故宫博物

院院刊，2000（04）：64-79+98-99.

图片来源

图1：参考文献3

图2：参考文献7

图3：参考文献31

图4：参考文献36

图5：参考文献49

图6：参考文献54

图7：参考文献62

图8：来自《殊像寺干预史》，盖帝基金会赞助发行

图9：参考文献79

图12：图引自北京交大古建筑公众号，笔者加工整理。

手绘图原图引自参考文献16。万拉寺照片引自参考文

献36。桑奇大塔图片引自参考文献45。宋绍祖墓石棺

引自“宋绍祖墓中出土珍贵石椁，因五个‘特殊’原因，

竟成镇馆之宝”。

图14：根据参考文献16笔者绘制

图16：平面图底图参考文献49，笔者改绘

其他为自绘或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