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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实物的缺乏，我们对中唐以前的木构佛

殿了解得不多。东亚现存最古的木构佛殿是日本

的法隆寺金堂①，它建成于 7 世纪后半叶②，是可

借以想象 7 世纪佛殿面貌的重要实例。法隆寺金

堂有屋身两重，殿身部分由内外两圈柱按格网线

对齐，排成“回”字形平面，已经为学界所熟知。

然而，考古发掘表明，同时期日本还存在另一种

“回”字形平面的金堂，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柱位特

征—它的两圈柱子不按格网对位，而呈放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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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梳理了唐至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中角部一柱佛殿图的图像谱系与画法演变，指出其中描画的建筑

与日本考古发掘确认的角部一柱金堂具有相同的建筑性质和柱位特征。继而结合图像与建筑遗存、仿木构石刻

等关联材料弄清了角部一柱佛殿在地盘分隔、开间构成、构架形制上的典型特征，建立起对角部一柱佛殿的类型

化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探讨了日本角部一柱金堂上部结构的可能性。最后总结了角部一柱佛殿在东亚北方地

区的时空分布，指出它在 7 世纪前后的木构佛殿建筑形制和结构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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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epictions of the Corner-One-Pillar（COP）Buddha Hall in Dunhuang murals 
from the Tang period to the Cao Military Regime period，and points out that the halls depicted here show the 
same function and plan as the COP Golden Halls excavated in Japan.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rner-One-Pillar Bud-
dha Hall by clarifying its distinguished features on plan，space，and structure，basing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epictions in Dunhuang Murals，remains of the Golden Halls in Japan，and relative materials such as cave 
galleries，stone stupas，and stone house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Golden Hall of Natsumi-Haiji might have the same 
space and structure as the Corner-One-Pillar Buddha Halls depicted in the Trees of Paradise in Dunhuang Murals 
which was painted in the 7th Century. Furthermore，this paper locates the sites of the Corner-One-Pillar Buddha 
Halls and the sites of its depictions under a context of the space-structure developing history around the 7th Cen-
tury in East Asia，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of its unique space and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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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角部一柱佛殿：从类型到原型（上）
The Corner-One-Pillar Buddha Hall in East Asia: 
Form, Structure, and Dissemination（PartⅠ）

唐聪    TANG Cong

排列。目前确认的最早实例山田寺金堂，建造年

代比法隆寺金堂尚早数十年。这种特殊平面的金

堂如今在日本只剩遗址、难知其详，却在我国唐

代敦煌壁画中频频现身。本文在东亚木构建筑史

的视野下结合中日两方面的材料，通过建筑图像

与建筑遗存的互校互证，重新发现、确认了 7 世

纪前后一种过去我们未予充分关注的佛殿建筑类

型—角部一柱佛殿。

由于其中所涉图像资料庞杂且性质特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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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分为上下两篇论述。上篇梳理图像谱

系，总结其画法特征，明确识别要点，在

对比画法之时代演变的基础上解读图像意

义，甄辨史料价值。下篇结合图像与建筑

遗存，讨论角部一柱佛殿在地盘分隔、开

间构成、构架形制上的典型特征，进而考

察它在东亚的分布与传播，指出它在木构

佛殿建筑形制与技术发展史上的意义。前

后共有“一座特别的普光明殿”“日本金

堂遗址”“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佛殿图

及其谱系”“图像与建筑遗存”“角部一柱

佛殿在东亚”5 节内容。

一、一座特别的普光明殿

莫高窟第 231 窟由阴嘉政建于唐开成

四年（839 年）③，东壁门上画着他的父母

供养像，北壁正中有一幅华严经变。这幅经

变下部是莲华藏世界，上部画着三横三纵共

九幅说法图，表现华严经中的“七处九会”。

在这九次说法会中，第一会位于最下正中，

绘画隆重，佛陀端坐在一座装饰华丽的帐亭

之中。其余八会构图相似，都是佛陀居中，

菩萨诸天簇拥，身后矗立一座大殿。仔细对

比这八处大殿，发现左下④的普光明殿（第

二会）与其余 7 座有所不同—那 7 座殿

都是普通三开间殿，唯有这座殿在殿身外还

有一圈环廊，与众不同（图 1）。

它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与另外七殿不

同，还在于它与我们熟悉的中国殿宇平面

之异：从图像可以看到，该殿殿身正面有

三间四柱，环廊也是三间四柱，内外柱子

的数目相同（见图 1）。因为外柱稀疏，内

圈柱子便无遮无拦地显露出来—但这并

非绘图的简化或失误，它代表着一种特别

的平面格局。要理解这种平面，首先得回

溯到 7 世纪的日本金堂遗址。

二、日本金堂遗址

在日本，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展的

考古工作陆续发掘了几例特殊的金堂遗

址—山田寺金堂（643 年⑤）、夏见废寺

金堂（694 年前后⑥）、穴太废寺再建金堂

（690—692 年前后⑦）。它们年代相近、平

面形式相同：在有两圈柱的“回”字形平

面上，外圈柱和内圈柱数目相等、一对一

呈放射状布置，从而在外围角部形成只有

一根立柱的独特面貌（图 2）。这有别于常

见的规整格网状的“回”字形排布，在外

围角部有三根立柱与内角柱围合成间。基

于这种特点，本文将它描述为“角部一柱

平面”，对比之下后者可描述为“格网式

平面”。对应的两种“回”字形平面佛殿

分别可称为“角部一柱佛殿（金堂）”“格

网式平面佛殿（金堂）”（图 3）。

由于柱网布局罕见，角部一柱金堂在

发掘调查阶段就受到日本学界关注，率先

对它们作出系统论述的是上野邦一⑧。上

野认为这种特殊的柱位排布暗示了上部结

构中斗栱的配置方式。角部一对一的柱位

关系说明在外角柱上只有斜出斗栱，没有

正出斗栱，就像法隆寺金堂和玉虫厨子的

转角斗栱那样⑨。可惜的是，由于在日本

除了发掘材料外鲜有其他资料辅助⑩，尤

其缺乏屋身结构形象的参考，在上野之后，

学界对这类建筑的研究没有显著推进。目

前学界对它们的理解仍未超出上野的思路，

无论是对山田寺金堂的形象复原⑪还是对

夏见废寺金堂的讨论⑫，都参考年代相近

的现存实例—法隆寺金堂，认为是两重

屋身的结构、使用云栱，等等。然而，我

们在上文看到的莫高窟第 231 窟华严经变

图 1：莫高窟第 231窟北壁华严经变中的普光明殿

图 2：7 世纪的日本角部一柱金堂遗址

图 3：“回”字形平面佛殿中的角部一柱佛殿与格网式

平面佛殿

山田寺金堂 643年 法隆寺金堂 7世纪后半叶

角部一柱平面 格网式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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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普光明殿图像表明，这些遗址的上部

结构或与法隆寺金堂有所不同。

在本文中，我们将对照敦煌壁画与日

本实例，来讨论这一类建筑的形成与传播。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分布在遥远地

理两端的案例联系到一起，并非仅仅由于

形象的相似，更是因为技术上的关联：一

方面，这些日本遗址都是寺院建筑，使用

柱础、有瓦片出土，与当时日本本土盛行

的竖掘立柱、铺草屋顶的方式不同，说明

它们是使用外来的大陆建筑技术建造的⑬；

另一方面，在敦煌壁画中，莫高窟第 231

窟的普光明殿并非孤例。事实上，在它前

后还有一系列相关图像形成连续的图像序

列，反映出画中建筑独特的空间与结构特

征。这些图像为研究角部一柱金堂上部结

构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素材和新思路。

三、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佛殿图

及其谱系

敦煌壁画及藏经洞出土资料中的角部

一柱佛殿关联图像⑭目前找到 49 幅壁画

和 1 幅绢画，共计 57 例⑮。这些图像的绘

制年代在 7 世纪中叶到 11 世纪上半叶之

间，此时敦煌地区依次经历了唐（619—

781 年 ） ⑯、 吐 蕃（781—848 年 ） ⑰、 

张氏归义军政权（848—914 年，包括

西汉金山国时期）⑱、曹氏归义军政权

（914—1036 年）⑲的统治。随着时代变

迁，图像的题材、单体建筑的画法、描画

精度亦有所改变，以盛唐为界，大致有两

个发展阶段、三种图像类别。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图像所表达的建

筑柱位格局在以前的研究中多被忽视，除

了格局本身不同寻常，还与三维的柱网关

系表达为二维绘图后呈现为复杂难懂的状

态有关。接下来所举例子不光阐述时代与

类型，还将针对读图方法作典型说明。

1. 唐：佛陀所居妙华宫殿

如表 1 所示，唐时期描画角部一柱殿

的图像有 7 例，都是以近似正投影法绘制

的小尺度“正立面图”。表现这种特殊殿宇

的题材有两个：一是宝树观；一是说法图。

莫高窟第 321 窟北壁的宝树观描画

尤为精细（图 4）。这是无量寿经变的一

个局部，画着两位佛陀带领众菩萨前来

赴会。在他们身后各有一丛宝树，基本按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所述“宝树观”情景

描绘⑳：“観宝树者、……妙真珠网弥覆树

上、一一树上有七重网、一一网间有五百

亿妙华宫殿、如梵王宫。……是宝盖中。

映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亦

于中现。㉑”如这段佛经所述画中宝树上

浮起“妙珍珠网”，有五重，每层网间各

画两座小殿，是为了表现“五百亿妙华

宫殿”，或者象征十方佛国㉒。独特的是，

这些小殿每一座都是角部一柱殿。

以右边宝树观最左上角一座（图 4，b

甲）为例说明。这座小殿以粗线条简单勾

画而成，从檐口往下依次是斗栱、柱额门

扇和地栿。它有 7 根柱，乍看很杂乱，其

实是前后两重立面叠合在一起形成的效

果。根据柱头斗栱的位置，首先可以辨识

出最左、最右、正中的柱子是第一重立

面。它们之间有阑额连接，阑额上有人字

栱。从阑额往下还有 4 根柱，止于阑额没

有画出上端，是退在后面的第二重立面。

在这排柱子之间还有门扇，门扇叠压在前

排中柱背后，表达出它们的前后关系。区

分出这两重立面之后就不难看出这座殿是

三间殿身、两间外廊。由于图上前后两排

柱脚落点完全齐平，没有退进也不见地

面，判断它是使用正投影法画的环廊而

非前廊㉓，进而将其平面推定为殿身 3×3

间、环廊 2×2 间的形式。

双开间环廊的推断似乎超出了今天的

常规认识，但这种形式可以在同时期的楼

阁图中得到佐证。莫高窟第 71 窟南壁初

唐的弥勒经变在“兜率天宫”中画有呈

“品”字形矗立的 3 座楼阁。两侧楼阁立

体描画的柱网格局清晰可见，正是内圈方

一间、外围双开间环廊。这幅图像最重要

的意义是它是一套图，图中 3 座楼阁的

柱网格局相同，可以理解为对同种平面的

建筑从不同观察角度所作的摹写。它的

中间楼阁是正面绘图，柱位细节与第 321

窟妙华宫殿图的描画（图 4，c1）很相似。

它们为解读后者所绘建筑所对应的平面形

式提供了参考依据（图 5）。

图 4：莫高窟第 321窟北壁无量寿经变宝树观所绘角部一柱殿及其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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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图方法同此，根据立面柱位排列不

同，莫高窟第 321 窟北壁宝树观中的妙华

宫殿图一共反映有五种平面形式（见图 4、

表 1）㉔，全部是角部一柱殿。

除妙华宫殿以外，唐时期的角部一柱

殿还被描绘为单元式说法图中的主殿，见

于莫高窟第 321 窟南壁十轮经变。在这幅

壁画上缘右起第五幅说法图中，角部一柱

殿矗立在佛陀身后，两侧接以连廊。它不

再像妙华宫殿图那样表现为游离的独栋建

筑，而俨然是一处正殿金堂（图 6）。角部

一柱殿在建筑群中的这种布局位置在下一

阶段的图像中有更明确的表达。

2. 吐蕃 - 曹氏时期（一）：中轴线上的主

要佛殿

吐蕃时期的角部一柱殿图像在主题和

画法上有新进展。一方面延续有前一阶段

的单元式说法图形式，比如开篇所述华严

第二会中的普光明殿；另一方面出现一种

新形式，是将角部一柱殿描画为净土变相

中宝池楼阁段的正殿（见表 1，序号 8、9、

11~17）。

该时期的宝池楼阁段已采用纵向构

图，建筑群都集中画在宝池后部㉕。角部

一柱殿在每幅图中只画一座，处在建筑群

中轴线上、位于佛陀身后。这与其他平面

形式的殿宇在画中的表现不同—其他

形式的殿宇不只在中央，也常常出现在侧

面、前端等其他位置。而角部一柱殿只出

现在中央，这种布局特征明确地传达出它

的建筑性质—它不是普通殿宇，它是寺

院中轴线上的主要佛殿㉖。

在画法上，该时期的图像全部采用向

内会聚的平行法㉗绘制，对环廊的空间结

构以及角部柱位特征有清晰表达。比如

莫高窟第 44 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的主殿

图。这是一座三开间殿，外圈柱间完全开

敞。廊柱柱头有斗栱，正面 4 根，侧面也

是 4 根，柱间以重楣拉结。内圈的殿身柱

只露出最边上两根，柱脚有地栿，往上是

白墙。内外两圈柱之间的地面画满玛瑙地

图案。在角部，内角柱与外围三根立柱的

图 5：莫高窟第 71窟南壁弥勒经变中的角部一柱楼阁图

图 6：莫高窟第 321窟南壁十轮经变中处于主殿位置的角部一柱殿

柱脚清楚排列成三角形。莫高窟第 154 窟

北壁报恩经变主殿图对柱位的表现与此类

似，并少遮挡。可以看到殿身明间门洞开

放，两次间装有直棂窗。根据上述特征画

出这两座主殿的平面图，都是内外方三间

的角部一柱平面（图 7）。

吐蕃往后的图像主要延续上述形式和

画法，未有大的改变。

图 7：吐蕃至曹氏时期净土变中的角部一柱殿：中轴线上的主要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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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至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殿图像	 表 1

序

号

时

代 *
所在石窟 
[ 莫高窟 ]

位置 
[ 主
室 ]

所在

壁画
年代 * 所在场景

所绘建筑
所绘间数 *

（面阔×进深） 环廊开间构

成类型 *

环廊侧

面立柱

的画法

描画

精度 *
位置与性质

画法（全

正面图）
数量 环廊 殿身

1

唐

莫 431 窟 ** 西壁 十六观
高宗 - 武则天时期 
约 650—704 年

宝树观 妙华宫殿

近似正投

影法

32 栋 正面二间 正面一间 A 型

—

〇

2

莫 321 窟

北壁
无量寿

经变

高宗 - 武则天时期 
约 650—704 年

宝树观 妙华宫殿 *

3 栋 正面二间 正面一间 A 型

●
3 10 栋 正面二间 正面三间 A 型

4 4 栋 正面三间 正面一间 C 型

5 1 栋 正面三间 正面三间 B 型或 C 型

6
南壁

十轮

经变 *
武则天时期之后 
约 705—720 年

十方诸佛

说法

山间宝殿精舍 3 栋 正面二间 正面一间 A 型
●

7 佛陀身后主殿 1 栋 正面二间 正面三间 A 型

8

吐

蕃

莫 154 窟 北壁
报恩

经变

吐蕃初期 约
780—800 年

宝池楼阁段 佛陀身后主殿

平行法 [定
向改变、

向内会聚 ]

1 栋 3×3 3×□（3） C 型 Z4 ●

9 莫 237 窟 南壁
观无量

寿经变

吐蕃后期前段 
800—839 年顷

宝池楼阁段 佛陀身后主殿 1 栋 5×□ 3×□ D 型
3 根，

特例
●

10 莫 231 窟 北壁
华严

经变
839 年

华严九会

（左下）
佛陀身后主殿 1 栋 3×□ 3×□ B 型或 C 型 Z2 ●

11

莫 44 窟 **

南壁
观无量

寿经变
具体不详 宝池楼阁段 佛陀身后主殿 1 栋 3×3 □×□ C 型 Z4 ●

12
东壁

门北

观无量

寿经变
具体不详 宝池楼阁段 佛陀身后主殿 1 栋 3×3 3×□（3） C 型 Z4 △

13 莫 112 窟 北壁
药师

经变
具体不详 宝池楼阁段 佛陀身后主殿 * 1 栋 3×□ 3×□ B 型或 C 型 Z2 △

14
张

氏

莫 12 窟 南壁
观无量

寿经变
869 年以前 宝池楼阁段 佛陀身后主殿 1 栋 3×□ 3×□ B 型或 C 型

2 根，

特例
●

15 莫 196 窟 北壁
药师

经变
892—893 年 宝池楼阁段

佛陀身后第二重

主殿
1 栋 3×3 1×□（1） C 型 Z4 〇

16

曹

氏

莫 98 窟

北壁
药师

经变

曹议金期 923—
925 年前后

宝池楼阁段 佛陀身后主殿 1 栋 3×3 3×□（3） C 型 Z4 △

17 南壁
阿弥陀

经变

曹议金期 923—
925 年前后

宝池楼阁段 佛陀身后主殿 1 栋 3×3 3×□（3） C 型 Z4 〇

18 莫 146 窟 北壁
华严

经变
具体不详

华严九会（右

中、正中）
佛陀身后主殿 2 栋 3×2 3×□ B 型

3 根，

特例
〇

*

时代 张氏：张氏归义军及金山国时期；曹氏：曹氏归义军时期  

年代：除另行标注外，壁画名称与年代皆根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研究院，1996）、《敦煌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樊锦诗、刘玉权，2000）、《吐蕃占领

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樊锦诗、赵青兰，2000）、《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贺世哲，1994 年修订版）、《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贺世哲、

孙修身，1982）标注，诸作断代不一致者依最新成果

所绘间数 ：□ 间数未表现 / 没画完 ；3 明间立柱被遮挡，根据两侧画出的直棂窗判断为 3 间 ；（ ）推测间数　　　 

环廊开间构成类型：A 型 2×2 间；B 型 3×2 间；C 型 3×3 间

描画精度：● 精细；〇 简略；△ 有错漏 / 柱脚位置不准确等

十轮经变：该壁画经王惠民研究确认为十轮经变，并将其年代推定为 705—720 年（王惠民《敦煌 321 窟、74 窟十轮经变考释》，2004 ；王惠民《敦煌莫高窟若干经

变画辨识》，2010）

妙华宫殿（莫 321 窟北壁）：本表录入可识读柱位的 18 栋

佛陀背后主殿（莫 112 窟）：该图与远处楼阁上层接画在一起，似殿又似楼，本文将其当作单层殿的图像看待

** 莫 431 窟：该窟是北魏窟    莫 44 窟：该窟是盛唐窟 

3. 吐蕃 - 曹氏时期（二）：拼贴而成的 

“楼阁图”

除主殿图外，涉及角部一柱殿宇，吐

蕃至曹氏时期还有另一类特殊的图像—

拼贴而成的“楼阁图”。将两幅角部一柱

殿或者与一幅其他平面形式的殿堂图像上

下垒叠，从纯绘画创作的角度绘制而成的

“楼阁图”。

这种拼贴作品目前已确认 37 例（表

2）。其中最早一幅出现在吐蕃时期莫高窟

第 231 窟南壁。曹氏时期榆林窟第 19 窟

北壁药师经变中的一例则更为典型。这幅

“楼阁图”画在佛陀身后，处于同类经变中

“主殿图”的位置（表 2，27）。表面看起

来，它是一栋两层楼阁，上下两层都采用

角部一柱平面。然而仔细观察就发现，它

的上下两层有诸多雷同的细节。不仅地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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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础一模一样，更可疑的是二者的歇山顶

也全然一致—有“正脊”伸出山面，黑

色瓦件收头，在垂脊外侧还有一小条华废。

这些构造做法都是单檐殿才有的特征。现

实中的楼阁上层不用柱础、下层也一般不

用歇山顶。这些图绘细节使我们判断这幅

“楼阁图”是将两幅单檐殿的图像垒叠、中

间加上平坐部分画成的（图 8）。

像这类图像，创作意图或许是想表现

楼阁，但是绘制方法却是绘画上的拼贴，

并非对真实楼阁的摹写。因此虽然看上去

画的是楼阁，实际上却应该归入单檐殿的

图像谱系。

从数量看，这种拼贴而成的“楼阁

图”在曹氏时期有集中增长。角部一柱殿

的图像常常与其他形式的殿堂图像混合拼

贴，画成仅有上层或下层是角部一柱平面

的“楼阁”，继而被转用到主殿以外的

位置。在莫高窟第 100 窟、第 61 窟、第

146 窟的药师经变中，它被同时用来表现

主殿位置上的“楼阁”和前部的“三门”。

此外还有 1 例拼贴为塔的首层。这些图像

不少都有错漏，仍以前述榆林窟第 19 窟

北壁药师经变举例：它给下层的窗下隔墙

错填上地砖，又将右侧殿身柱和它左前方

檐柱的长度画反。如此种种的现象表明，

到了该时期角部一柱殿的图像已经失去了

它的独特性，画师们显然已经不理解这类

图样的原意了。

4. 谱系与画法演进

如上所述，唐代以来敦煌壁画中的角

部一柱佛殿图分布连续，体现出画法演

进，并伴有拼贴、转用、程式化现象，形

成明确的图像谱系（图 9）。

图 8：榆林窟第 19 窟北壁药师经变：拼贴而成的“楼阁图” 图 9：敦煌壁画中角部一柱佛殿图的图像谱系

	 吐蕃至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壁画及藏经洞资料中使用角部一柱殿图像拼贴创作的“楼阁图”“三门图”“塔图”	 表 2

序号 时代 *
所在

石窟 *
位置 

[ 主室 ]
所在壁画 所绘建筑

描画为转角

一柱平面的

部分

下层屋顶画法

上层楼面画法
侧面立柱

画法
描画

质量 *是否画

出楼面
楼面细部

1 吐蕃 莫 231 窟 南壁 观无量寿经变
佛陀所在帐亭

背后的楼阁

上层

画两个垂脊头 √ 有柱础 Z2 ●

2 曹氏（五代） 莫 100 窟 北壁 思益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画一个垂脊头
√ 颜色已模糊 Z4 〇

4 曹氏（五代） 莫 61 窟 北壁 思益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画一个垂脊头
× / 2 柱，特例 〇

5 曹氏（五代） 莫 61 窟 北壁 药师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被前方建筑遮挡 Z4 〇

6 曹氏（五代） 莫 146 窟 北壁 药师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画一个垂脊头
√ 缺高清资料 Z2 〇

7 曹氏（五代） 莫 146 窟 北壁 思益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画一个垂脊头
√ 缺高清资料 Z4 /

8 曹氏（五代） 莫 146 窟 南壁 阿弥陀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画一个垂脊头
× / Z2 〇

9 曹氏（五代） 莫 146 窟 南壁 报恩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画一个垂脊头
√ 有柱础 Z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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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代 *
所在

石窟 *
位置 

[ 主室 ]
所在壁画 所绘建筑

描画为转角

一柱平面的

部分

下层屋顶画法

上层楼面画法
侧面立柱

画法
描画

质量 *是否画

出楼面
楼面细部

10 曹氏（五代） 莫 53 窟
窟顶

北披
华严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上层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画一个垂脊头
× /

缺高清

资料
/

11 曹氏（宋） 莫 55 窟 北壁 天请问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画一个垂脊头
× / Z4 ●

12 曹氏（宋） 莫 55 窟 北壁 药师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缺高清资料 √ 缺高清资料 Z4 /

13 曹氏（宋） 莫 55 窟 北壁 思益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有华废，

画一个垂脊头
√ 缺高清资料 Z4 ●

14 曹氏（宋） 莫 15 窟 南壁 观无量寿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画两个垂脊头
× / Z2 〇

15 曹氏（宋） 莫 118 窟 南壁 观无量寿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画一个垂脊头 × /
1 柱，错

漏的
△

16 张氏 莫 156 窟 东壁 金光明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下层

画两个垂脊头 × / Z4 〇

17 曹氏（五代） 榆 16 窟 南壁 药师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画一个垂脊头
√

铺地砖、有

柱础
Z4 △

18 曹氏（五代） 榆 16 窟 北壁 西方浄土变 佛陀身后楼阁 缺高清资料 √
铺地砖、有

柱础

缺高清

资料
△

19 曹氏（五代） 榆 19 窟 南壁 思益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
铺地砖、有

柱础
Z4 〇

20 曹氏（宋） 莫 55 窟 南壁 弥勒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合乎原理 √ 缺高清资料
左侧 Z4，

右侧画 3 柱
△

21 曹氏（宋） 莫 55 窟 东壁 金光明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画一个垂脊头
× / Z4 〇

22 曹氏（五代） 莫 100 窟 北壁 药师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上层和下层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
√ 缺高清资料 Z4 △

23 曹氏（五代） 莫 61 窟 南壁 阿弥陀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
× / Z4 ●

24 曹氏（五代） 莫 61 窟 南壁 报恩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
√ 铺地砖 Z4 ●

25 曹氏（五代） 榆 12 窟 南壁 药师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缺高清资料 √ 铺地砖
缺高清

资料
/

26 曹氏（五代） 榆 12 窟 北壁 西方浄土变 佛陀身后楼阁 缺高清资料 √ 铺地砖
缺高清

资料
/

27 曹氏（五代） 榆 19 窟 北壁 药师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
√

铺地砖、

有柱础
Z4 △

28 曹氏（宋） 莫 55 窟 东壁 密严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合乎原理 × / Z4 〇

29 曹氏（宋） 莫 7 窟 北壁 观无量寿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 缺高清资料 Z4 〇

30 曹氏（宋） 莫 231 窟
前室西

壁门北
经变画 中央楼阁 被彩云遮挡 × /

上层 1 柱，

下层 3 柱
△

31 曹氏（宋） 榆 6 窟
甬道

南壁
阿弥陀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正脊出头，有华废，

画两个垂脊头
× / Z2 〇

32

曹氏（五代） 莫 100 窟 北壁 药师经变
三门

（一楼二殿）

左右门殿 / 1 柱，特例 △

33
中央门楼 
上下层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
√ 玛瑙地图案

上层 Z2，
下层 1 柱

△

34

曹氏（五代） 莫 61 窟 北壁 药师经变
三门

（三座楼门）

左侧门楼上层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 / Z4 〇

35
中央、右侧

门楼上下层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 / Z4 〇

36

曹氏（五代） 莫 146 窟 北壁 药师经变
三门

（一楼二殿）

左右门殿 / Z2 〇

37 中央门楼下层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
√ 缺高清资料 Z2 〇

38 曹氏（五代）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

煌资料 MG17613 号

（藏经洞出土绢画）

观无量寿经变 佛陀身后楼阁 下层 合乎原理 × / 3 柱，特例 ●

39 曹氏（五代） 榆 33 窟 南壁 佛教圣迹画 七重塔 塔的首层
正脊出头、端头套瓦件，

有华废
/ Z4 〇

*
时代 张氏：张氏归义军及金山国时期；曹氏：曹氏归义军时期；各壁画名称与时代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1996 年版）           

石窟　莫：莫高窟；榆：榆林窟  描画质量：● 优质；〇中等； △较差 / 有错漏  左侧、右侧：左右均指壁画观看者的左右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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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画法演进上，画法变化尤其明显地

体现在对角部柱位排列方式和侧面廊柱数

目的描绘上。初唐时期的图像对屋身的表

达为正投影式画法：不表现地面，侧面廊

柱也只画出最前面1根。内外柱子“压平”

成一排，视觉辨认上颇为费力。

吐蕃时期的图像则表达出外廊与内柱

间的空间进深：画出前廊地面，角部的柱

脚清楚地排列为三角形或箭簇形。还对侧

面廊柱发展出两种主流画法：一种只画两

图 10：角部一柱佛殿图的画法演进

图 11：角部一柱佛殿与格网式平面佛殿的画法对比

根柱，记为 Z2 画法；另一种画出全部 4 根

柱，记为 Z4 画法。Z2 画法有可能是表现

进深两间的环廊，Z4 画法则明确表现了进

深三间的环廊㉘（图 10）。此时对角部一柱

殿的解读也从费力推测转化为一目了然。

从全局来看，这种画法演进是伴随着

敦煌建筑图像中立体表现技法的整体发展

而发生的。敦煌壁画对建筑的描画从扁平

化向立体化演进，对环廊的表达也从缺乏

进深关系发展为成熟的进深关系。晚期的

清晰图像则证明，我们对于早期角部一柱

殿宇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早期画法中图

样的多样性和准确性自身也表明了它不是

错画或简画，亦非单纯地想象创作，而应

当是来自对真实建筑物的摹写表达。

为了证明上述观点，我们还可以对

比角部一柱殿宇与网格式平面殿宇在绘画

表达上的差异。譬如对比吐蕃时期莫高窟

第 44 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的主殿图与盛

唐莫高窟第 172 窟南壁同样主题的主殿图 

（图 11）。它们画的都是带开敞环廊的三开

间殿，但是前者角部的三根外檐柱呈“L”

形围住内角柱，四个柱脚落点呈现三角形；

而后者的柱脚落点是平行四边形。由此造

成二者内角柱在立面上的分位也不同：角

部一柱殿宇的内角柱分位一般往外伸进环

廊尽间大约半间的位置，而格网式平面殿

宇则向内收在环廊次间里面，没有伸到尽

间。以上两点是这两类图像的识别要点：

它们确实是在描画不同平面的主殿㉙。

综上所述，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佛

殿图以其时间跨度和画法特征明确地作为

一种图像类型存在，将其描绘的建筑对象

带入我们的视野。在图像资料中，它们普

遍表现为宫殿或寺院建筑群中的正堂正

殿，与日本考古发掘确认的诸例金堂具有

相同的建筑性质和柱位特征，可结合图像

与建筑遗存对此类建筑做进一步研究。

（未完待续）

注释

a “金堂”是日本对本国“古代”佛殿的惯用称呼。日

本历史分期中的“古代”特指从飞鸟到平安时代这段时

期（593—1184年），本文在指称相应时期的日本佛殿

时沿用这一称呼。

b 建成年代推定为670—693年之间。光谷拓実 .大

河内隆之 .年輪年代法による法隆寺西院伽藍の年代

調査 [R]//参考文献 [1]：219-238. 清水重敦 .部材から

みた法隆寺西院伽藍各建造物の建設年代 [R]//参考

文献 [1]：239-248.

c 贺世哲 .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

代 [M]// 敦煌研究院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6：207-208.

d 本文所述左右皆指面对壁画的观看者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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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山田寺発掘調査報告 [R]. 2002：5-13.

f 名张市教育委员会.夏见废寺 [R].1988：136.

g 仲川靖，神保忠宏 .さざなみの滋賀－穴太遺跡から穴太廃

寺へ－（展览图录）.滋贺县文化财保护协会，滋贺县立安土城

考古博物馆，2000：11-13.

h 上野邦一 .隅一組物の建物について [J].建築史学，1987，第

8号：36-62.上野在论文中将这三例遗址平面称为“同数·平行

型”。此外他还提及另一实例正家废寺金堂遗址，将其平面称为

“同数·扇形”。不过后续推进的发掘工作确认了正家废寺金堂

的外圈柱实际上与内圈柱不同数。尽管如此，日本方面的后续

研究常常将它与前述三例相提并论。本文认为，正家废寺金堂

不宜纳入讨论。一是建筑年代没有明确线索，目前只根据出土

陶器推定为10世纪中叶；二是该建筑虽然使用柱础，但在包括

塔和讲堂在内的整个寺院遗址范围内都没有出土哪怕一片瓦，

难以判断其建筑技术的性质和来源。由于在这些方面与前述三

例有较大差异，未将其列为典型案例。

i 同前注⑧。

j 只山田寺金堂有简略文献记载，将在后文详述。

k 川越俊一，工藤圭章 .山田寺金堂跡の調査 [J].佛教芸術，

1979，122号：11-26.

l 清水重敦，山下秀樹 . 飛鳥白鳳期寺院における二重建物 [J].

奈良文化財研究所紀要2007：46-47.

m 大陆建筑技术大约在6世纪末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在此

之前日本本土建筑一般采用就地挖洞、埋入柱根的方式立柱建

造，铺草屋顶，与立础竖柱、铺设瓦屋顶的大陆建筑技术留下的

建造痕迹截然不同。这些痕迹如实地反映在发掘结果中。

n 包括描绘宫殿或寺院的图像。由于我国古代建筑中宫殿建

筑和寺院建筑具有同构性，两类图像宜一并讨论。

o 本文根据图像样式计数，将同一幅壁画中依不同样式描绘的

图像各计1例，因此一幅壁画中可能有数例转角一柱殿的图像。

p 敦煌地处西域门户要道，地方政权变动频繁，中央政权统治

的实际控制时期常与我们一般熟知的王朝始末年代有所不同。

本文所述年代皆依敦煌地区的实际统治情况。

q 吐蕃统治敦煌地区的起始年有781年、786年、788年三说，

本文暂从781年之说。

r 848年由张议潮领兵起义推翻吐蕃统治而建立的地方自治

政权。张氏政权奉唐王朝为正朔，851年唐王朝任命张议潮为

归义军节度使。唐亡以后，张氏政权末任继承者张承奉自号“白

衣天子”，建立“西汉金山国”（910—914年）。据参考文献 [6]-[8]。

s 914年曹议金取代张奉承成为敦煌最高统治者，建立曹氏政权。

924年后唐朝廷任命曹议金为归义军节度使。据参考文献 [6]-[8]。

t 李玉珉 .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一窟壁画初探 [J].美術史研究集

刊，2004（16）：49-80/59.

u [刘宋 ]畺良耶舍译 .仏说观无量寿佛经 [M].大正新修大正

藏，1924-1934，12（0365）：340-346.

v 因有十座。

w 在同时期描画前廊的图像中，前排柱脚和后排柱脚之间一般

画有地面。

x 表中3×2间和3×3间的环廊形式也是参照同时期立体描画

的楼阁图提出的。3×2间环廊见于莫高窟第331窟北壁、同窟

南壁、莫高窟第329窟北壁的数座楼阁。3×3间环廊见于莫高

窟第321窟北壁和莫高窟第205窟北壁（仅左侧）的水中楼阁。

y 这些建筑群一般认为是以现实中的寺院建筑为蓝本绘制的，

因为其中多数画有钟楼和经楼对设，是现实中佛寺才有的布局。

萧默 .莫高窟壁画中的佛寺 [M]// 敦煌莫高窟第三卷 .平凡社·文

物出版社共同出版，1981：192-194.

z 该特征与日本诸例金堂遗址的布局特征高度一致。日本学

者已提出这种平面仅用于金堂建筑的观点。因为三例金堂所在

寺院的整体发掘情况表明中门讲堂等建筑都是常规平面，只有

金堂平面有所不同。岛田敏男 .正家廃寺金堂の建築的特徴 [R]//

恵那市教育委員会.正家廃寺跡Ⅱ·寺平遺跡，2000：121.

㉗平行法：先画出一个典型面，再斜向引平行线画出邻接面的立

体表现画法。画正面图时，各个面的边线都向内延伸，造成向内

会聚的效果，却并不会像透视法那样相交到一点。吴葱 .在投影

之外：文化视野下的建筑图学研究 [D].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4：197-200.

㉘此外还有少数画3根柱的特例，画法各不相同，不足以归纳

为类别。

㉙这种差异是体系性和持续性的，格网式平面佛殿图也有连续

的图像谱系，绘有不止一种平面规模，并在晚近时期出现拼贴、

错漏等现象。篇幅所限，不在此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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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敦煌石窟全集16音乐画卷》，b/c3：敦煌研究院提供，

c1/c2：《莫高窟第三二一、三二九、三三五窟（初唐）》

图5底图：《中国敦煌壁画全集5初唐》

图6a：《莫高窟第三二一、三二九、三三五窟（初唐）》，b：敦煌

研究院提供

图7a/b：《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

图8底图：《中国敦煌壁画全集9敦煌五代·宋》

图10a/b：敦煌研究院提供，c：《莫高窟第一五四窟附第二三一

窟（中唐）》，d：《中国敦煌壁画全集7敦煌中唐》

图11左底图：《中国敦煌壁画全集 7敦煌中唐》，右底图：《敦

煌石窟全集21建筑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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