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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角部一柱佛殿：从类型到原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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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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角部一柱佛殿、敦煌壁画、唐代建筑图像、三开间殿、七世纪金堂、夏见废寺金堂、东亚建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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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words：The Corner-One-Pillar（COP）Buddha Hall，Dunhuang murals，Architectural depictions in Tang dynasty，The 
three-bays hall，Golden halls in the 7th century，The golden hall of Natsumi-Haiji，The east asia architectural history

（接《建筑师》222 期 P13-21，上篇）

本文上篇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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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在此基础上结合图像

与建筑遗存进一步研究其具体特征、时代演变与空

间传播。

四、图像与建筑遗存

1. 图像所反映的角部一柱佛殿建筑特征

1）地盘分隔特征

各阶段建筑图像表现的首要共同特征是在内

圈柱间设墙壁门窗，外圈柱间开敞，最后形成由

一圈开敞外廊围绕封闭殿身的形式㉚，二者又覆

盖在同一个屋顶之下形成一座单檐殿㉛。鉴于在

不同历史时期、使用不同画法描画的不同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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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殿都具有这个特征，至少可以说明这种

地盘分隔是此类建筑常见的主流分隔形

式。这种分隔凸显并强调了由内圈柱限定

的中心部分（图 12）。

2）开间构成特征

首先，在开间数目上，目前所见各时

代所绘殿堂规模都在殿身三开间以下，未

超过三开间。对照遗址，日本发掘的几例

金堂也都是三开间殿。这表明角部一柱平

面可能主要用于中小规模的佛殿。

在这个框架下，画中殿堂的开间数目

随时代变化，反映出该类建筑在平面上有

内在发展过程。唐时期所绘殿堂有殿身

一间或三间、环廊两间或三间；吐蕃往

后则以“殿身三间、环廊三间”为主流形

式。这里面早期形式中的四面双开间构

成（2×2 间）值得注意。我们已知它见于

6—8 世纪数例塔的顶层，比如云冈石窟第

5 窟主室南壁浮雕五重石塔、法隆寺五重

塔、法起寺五重塔、药师寺东塔，还有阿

斯塔纳唐墓出土的木台。如今角部一柱佛

殿图表明，这种开间构成大约在初唐前后

也曾用于单层殿的建筑。

其次，在开间尺度构成上，图像虽不

能提供具体尺寸，唐时期的图像以近似正

投影法画成，能反映比例关系。其中所绘

三开间殿与日本金堂遗址两相对照反映出

该类建筑独特的开间比例与设计逻辑。如

图 13 所示，画中殿堂的典型特征是殿身

次间窄小，往往不到明间面阔的一半，这

种比例与一般三开间殿很不相同。该特征

在日本遗址上体现得更为确切，这些角部

一柱金堂内圈柱列的次间面阔都只有明间

面阔的二分之一弱（表 4 [ 第 3、4、19 号 ]）。

从设计原理上说，这种尺度构成正是

由角部一柱平面独特的柱位排布形式带来

的制约。当内外柱列都是三开间时，由于

环廊次间面阔 = 殿身次间面阔 + 环廊深

度，如果后二者按常规比例设置，会使环

廊次间面阔远远大于明间面阔，而导致建

筑正面的开间比例不合规制。所以要调窄

次间、用浅环廊。在日本诸例金堂中，内

圈柱列的次间面阔之所以降至明间面阔的

一半㉜，很可能是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

图 12：角部一柱佛殿的地盘分隔特征

而有意进行的设计调整。

3）早期构架形制特征

画中殿堂的构架形制通过柱额斗栱、

斗栱与梁架节点关系反映出来，如表 3 所

示，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

唐时期的图像表现了角部一柱殿的早

期构架形制。在环廊部分，有廊柱地栿可

能是其特色之一，因为同时期非角部一柱

妙华宫殿图中都没有画地栿。廊柱上所用

斗栱简率。柱头主要用一斗三升，补间用

人字栱或斗子蜀柱，转角用“十”字形或

“L”形斗栱。

在补间样式中，人字栱已经为我们所

熟悉，斗子蜀柱颇有特色（图 13）。因为

此前所知我国唐前后的建筑实例中罕见只

用斗子蜀柱的做法㉝。它多见于日本同期

实例（反而不用人字栱），还有不少叠用

两重者。如今角部一柱殿的图像中描画的

斗子蜀柱形象为日本古代早期实例补充了

源头。

图 13：初唐莫 321窟北壁宝树观所绘殿身三开间角部一柱殿的立面比例分析

在转角斗栱中，“十”字形斗栱由正

面和侧面的两个完整横栱组成，交角出

头；“L”形斗栱则由正侧两个半栱组成，

合角不出头（图 14）。无论哪种都不出角

缝，与日本学者对角部一柱金堂的转角斗

栱应与法隆寺金堂一样只出角缝的推断恰

好相反。该特点反映出早期角部一柱殿宇

的外围构架重在围合成圈而不在于向外出

跳。“L”形斗栱的这种意味尤其强烈，它

见于多处北朝仿木构建筑石刻，还有隋代

壁画和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木台。从这些

实例可以清楚看到“L”形斗栱用于闭合

环形斗栱带的四角㉞，其柱头斗栱也都没

有再向外伸出。

在殿身部分，大多数图像没有表现木构

细节，可理解为通间墙壁。它与环廊的衔接

关系一般通过梁与斗栱交接的节点体现，但

是由于该时期图像描画简略，看不出具体细

节，只能参考相近时期使用相同斗栱的仿木

构石刻窟檐等实例来推测其节点做法。

a ≥ b+c

a ≥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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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5 所示，对于不出跳的三斗式

斗栱，与梁头的交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

已经为我们所熟知，是殿身与外廊间的联

系梁直接与泥道栱相交，从栌斗口内伸

出（图 15a~f）。第二种此前未予充分关

注，它是从横栱正中再伸出一个小栱头，

将梁往上抬高了一层，使其叠压在柱头斗

栱之上，与撩檐枋相交（图 15g~i）。这

种方式反映在吐蕃时期的一例角部一柱

佛殿图中（图 15g）㉟。如果看木构实例，

这两种方式在日本都有留存，分别被称

为“平三斗”和“出三斗”。它们到了角

部都不出角缝，各有数例古代木构殿堂可

资参考。从这些实例结合我国仿木构窟檐

石棺等实例来看，不论是哪种交接，在构

图 14：唐时期所绘角部一柱堂殿的转角斗栱形制：“十”字形与“L”形

架关系上内圈柱比外圈柱高是它们的共同 

特点㊱（图 15）。由此推测敦煌壁画中表

现的这些使用三斗式斗栱的早期角部一柱

殿宇很可能具有相似的结构形式，即殿身

柱略高于环廊柱，它们搭在外檐柱头横栱

上的梁身后尾是直接插入殿身柱上端的。

4）后期构架形制特征

吐蕃—曹氏时期的图像表现了角部一

柱殿的后期构架形制。

该时期的斗栱较前期发展明显，柱头

斗栱出一至数跳，补间用“蟇股”㊲或叠

用蟇股与出跳斗栱，转角两向或三向出

跳（表 3）。由于描画精度大幅提高，可以

直接从斗栱节点中读出内外梁架的搭接方

式。在几幅由角部一柱佛殿图拼贴而成的

“楼阁图”中尤其清晰，可以看到，从殿

身伸往外檐的梁已经与华栱或者华头子连

做、嵌入铺作层中（图 16a、图 16b）。

通过这些斗栱样式及梁头交接方式可

以推测后期角部一柱殿宇的结构形式。举

曹氏时期榆林 16 窟（约 936—940 年㊳） 

南壁药师经变的“楼阁图”下层所表现的

角部一柱殿㊴为例作复原模型。它的结构

形式可以以浙江景宁时思寺钟楼（约 1368

年㊵）第三层为参考，因为二者具有相同

的外檐斗栱形制—都是特殊的重栱单昂

再加一栱一昂，并且都是角部一柱平面。

双重对应使二者在角部面临的结构情况相

同，后者是对前者这一二维图像的绝佳立

体诠释。时思寺钟楼第三层内外柱柱头等

高，在内外檐斗栱之间用数道联系梁互相

拉结。在外檐平柱柱缝上的梁依次往外出

为第三层和第五层华头子；在角缝上的梁

依次往外出为第二层华栱、第三层和第五

层华头子。这种将梁与外檐斗栱连做的处

理方式也与前述曹氏时期的图像表现相一

致（图 16c）。

基于这组图像和建筑实例推测，在普

遍使用多级出跳斗栱的后期角部一柱殿宇

中，内外柱间联系梁已经整合进斗栱层，

其内圈柱与外圈柱很可能同高。

这种结构形式除了柱位布置以外，实

际上已经与我们熟知的格网式平面佛殿

的结构形式全面趋同。在该时期的图像

中，唯一能反映角部一柱殿构架形制上独

特之处的在于这些图像对殿身柱和环廊柱

的外观描绘有所区别，暗示了它们原本在

结构上或有不同地位。可视为对早期形式

的遥远呼应。如表 3“柱身细部”一栏所

示，在吐蕃及其后时期的角部一柱佛殿图

中，有超过半数的图像通过涂不同的颜色

或者叠加不同的彩画对环廊柱和殿身柱作

出区分。而在同时期的格网式平面佛殿图

中就看不到这种区分，虽然外围都是透空

环廊，但是在所有格网式佛殿图中，两圈

柱子永远都作相同的描画。

基于以上讨论，结合典型图像分别对

早期和后期角部一柱殿宇做出结构复原。

如图 17 所示，二者在开间构成、构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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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一斗三升斗栱与梁头交接的两种方式及其内部结构

图 16：使用多级出跳斗栱的角部一柱殿宇中梁与斗栱的交接方式

很强而横架意识尚弱。从图像年代来看，

这种形式应当主要在初唐前后流行。它往

后期形式发展的本质是纵架退化、横架加

强，内外结构整合度进一步提高。这种结

果使得它在斗栱形制、结构形式上都与格

网式平面佛殿全面趋同、并最终被后者全

面取代。

2. 日本金堂再论

至此我们建立起对角部一柱佛殿的基

本认识。接下来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日本

诸例金堂遗址，探讨它们上部结构的可能

性。日本的角部一柱金堂遗址的遗存部分

主要是台基和础石，还有砖佛、瓦件等出

土品。在极为有限的信息中，山田寺金堂

和夏见废寺金堂表现出不同倾向。

1）山田寺金堂的可能性

山田寺金堂遗址情况复杂，并不完全

符合敦煌建筑图像表现的特征。

第一点是台基遗存所反映的地盘分隔

特征。根据《山田寺发掘调查报告》，在

金堂台基东面的外圈础石坑连线上发现有

两个条形坑，又从台基西南角和东侧土中

一共出土了三段条形基石，报告中认为前

两个条形坑是安置条形墙基石的痕迹㊶。

若按其所述，则山田寺金堂的外圈柱间可

能装有隔墙，不是开放环廊。至于内圈柱

间是否也装有隔墙，则无从得知。

第二点是记载山田寺金堂规模的文献

与遗址信息互相矛盾。传抄自中世时期的

文献记载山田寺“金堂，一间四面，二

阶”㊷。意思是“金堂，中心部分一间，

外围周匝一圈，两层”㊸。但是发掘出的

山田寺金堂实际是中心部分三间，按当时

记法应为“三间四面”。由此怀疑文献记

载的准确性，或者其所指另有对象，并非

始建金堂。不过在缺乏其他资料的情况

下，此前的研究者仍多以此文献为据㊹。

基于这些特点，山田寺金堂可能并不

是敦煌壁画中描绘的那种典型的角部一柱

佛殿。考虑到初唐敦煌壁画中也有角部一

柱楼阁图像㊺，并不能完全排除它是一座

重层楼阁建筑的可能性。

制，以及外观样式细部上的发展变化都显

而易见。

这其中，更能反映角部一柱殿构架形

制特色的是早期形式。四面双开间环廊的

开间构成、“L”形斗栱不出角缝、殿身柱

可能高于环廊柱、通间墙壁为主，还没有

流行木骨泥墙等特征反映出殿身与环廊之

间相对松散的结构与空间秩序，纵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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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见废寺金堂复原方案

与山田寺金堂遗址相比，夏见废寺金

堂遗址的情况简单明快，有特征表明它很

可能就是一座带开放环廊的单檐小殿。

首先，在夏见废寺遗址中以金堂为中

心出土了大量砖佛。这些砖佛有大型砖

佛、三尊、单尊、单尊连坐等数种类型，

前后两次发掘调查所得可辨识者多达五百

余件㊻。如同略约同时代的屋形佛龛玉虫

厨子（7 世纪后半叶㊼）所展示的那样，

这些砖佛一般镶嵌于殿身墙壁内侧，用以

庄严佛殿的内部空间，是为了表现佛国的

庄严净土世界所作的建筑整体设计之一部

分㊽。有大量砖佛出土说明夏见废寺金堂

中有用以镶嵌这些砖佛的墙体，围合起相

对封闭的空间㊾。

那么，这些墙体是安置在外圈柱间还

是内圈柱间的呢？在夏见废寺金堂中，台

阶的线索表明镶嵌砖佛的墙壁很可能是安

装在内圈柱列上的。夏见废寺寺址处在一

处坡地上，金堂位于高处，殿前筑有一段

长长的台阶通向基台。发掘结果表明，这

条台阶的宽度与金堂内圈柱正面的总面阔

相等，极为特别㊿。在日本古代金堂中，

通常殿前台阶宽度会取殿身明间之广，也

就是台阶边缘对齐明间的两根立柱；而这

里的台阶边缘却对齐了内圈柱列的边柱。

笔者认为，除非这两根边柱暴露在外，可

以直接看到，否则这种对齐就没有意义�。

基于上述线索笔者认为，夏见废寺金堂应

是内圈柱间封闭、外圈柱间开敞。它的那

些镶嵌砖佛的封闭墙体是装设在内圈柱间

的，就像七世纪敦煌壁画中的角部一柱殿

所表现的那样（图 18）。

五、角部一柱佛殿在东亚

综上所述，日本金堂遗址与敦煌壁画

共同展示了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佛殿

建筑类型。图像和建筑遗存表现的建筑特

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证互洽，两者出现

的时期也基本重合，促使我们在东亚视野

图 18：夏见废寺金堂的平面复原提案

图 17：角部一柱佛殿构架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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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综合考察角部一柱佛殿的分布、传播与

意义。

1. 类型与传播：敦煌、长安与奈良

目前确认的角部一柱佛殿关联资料一

是敦煌壁画，一是日本金堂，二者相隔遥

远难以直接关联。在时间上，二者同时出

现于 7 世纪中叶，很可能在中间共有一个

传播点。从历史文化路线看，敦煌据守丝

路要道，奈良位于佛教东传路线末端，7

世纪时共有的重要节点就是当时整个东亚

的经济文化中心—唐王朝首都长安。沿

此思路搜寻，最后在长安周边找到另外两

处描绘角部一柱殿宇的壁画。

一处是麦积山石窟第 4 窟（北周，

557—581 年）天花格子中描画的宅院，

其正堂是一座带三开间环廊的三开间殿。

另一处是长安近郊懿德太子墓（706 年）

墓道两壁所绘数座城门楼，都是三开间殿

身、三开间环廊的单檐殿（图 19）。尽管

这些画例并非佛殿，却足以说明角部一柱

单檐殿的建筑很可能在当时的长安及其周

边地区存在过。这两处壁画分别绘制于 6

世纪后半叶和 7 世纪初，早于目前确认到

的任何敦煌图像和日本遗址。它们在时间

线上位置靠前，表明这片地区有可能是角

部一柱佛殿的祖源地。

在长安和奈良之间，朝鲜半岛是另一

处可能的中转传播地，不过目前朝鲜半岛

尚未发掘出这样的古代实例�。如今 49 幅

敦煌壁画、2 处长安周边画例和 3 处日本

遗址为我们大致勾勒出角部一柱佛殿在东

亚北方地区曾经存在过的痕迹：

这是一种平面独特的中小规模单檐佛

殿，由内圈柱围合殿身，外圈柱形成敞

廊。外圈敞廊或许有一些宗教仪轨或文化

上的重要涵义�，因为这种形制的殿宇虽

然规模不大，建造寺院时却总是作为寺院

中轴线上的主要佛殿出现。这种佛殿很可

能沿丝绸之路和日唐主要交通路线传播。

向东，它在 7 世纪中叶传到日本；向西，

7 世纪中叶到 10 世纪中叶的敦煌壁画持续

地记录下它变化的形象。在两者之间，6

图 19：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两例角部一柱殿宇图像

图 20：角部一柱佛殿关联遗迹在北方东亚地区的分布

世纪后半叶到 7 世纪初的长安及周边地区

有可能是它最初发展成型的区域（图 20）。

2. 原型线索：技术史上的意义

根据现有材料反映的信息，角部一柱

佛殿的主要存续时期应当在 7、8 世纪，

其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除了自身的独特

形制以外，它还透露出几条重要的基本线

索。这些线索辐射到角部一柱殿以外的范

围，对于理解当时的中小规模佛殿具有普

适意义，并可进一步作为理解当时基础木

构技术发展情况的线索。

1）两种基本开间构成形式

在角部一柱佛殿的平面格局中，最有

特色的是两个放射形布局—内外两圈柱

都是 3×2 间、或 3×3 间的平面。这提示

出 7、8 世纪的中小规模佛殿建筑中有两

个常用的基本开间构成：3×2 间无内柱和

3×3 间无内柱构成。它们用于围合佛殿

中供养佛像的神圣空间，作为佛殿的核心

空间在佛殿平面发展过程中具有初始原型

意义。

如图 21 所示，在简单的小型佛殿中，

神圣空间 = 佛殿本身，这两种构成所围

合的部分就是佛殿本身。在此基础上如果

在外围添设一圈从属空间，就形成“回”

字形平面，角部一柱佛殿和格网式佛殿都

由此而来。在该阶段早期，神圣空间 =

殿身的基本意义仍然保持，角部一柱佛殿

和格网式平面佛殿都具备开敞外廊。后者

在日本已发掘有川原寺中金堂（7 世纪中

叶）、药师寺金堂（8 世纪前半）和新治

废寺金堂（8 世纪）等例�。从实例年代

看，该阶段格网式平面佛殿出现的时间总

体晚于角部一柱佛殿。到后来墙壁外移，

从属空间纳入殿身而形成“五开间殿”。

在这些实例中有的佛坛填满整个核心部

分，尚能反映出其三开间构成的初始原型

意义。在法隆寺金堂（7 世纪末）、东大

寺法华堂本堂（749 年以前）中都是如此

（图 21）。在这个过程中，角部一柱佛殿

中出现的放射形平面是对其核心部分基本

开间构成形式的重复强调，也是从普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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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8 世纪中小规模佛殿的平面发展过程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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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1
0.

70

13
日
本

萨
摩
国
分
寺
创
建
金
堂

8
世
纪
后
半

遗
址

3.
6

3.
6

3.
6

10
.8

3.
5

/
3.

5
7

5×
4
间

2.
2

2.
7

15
.2

12
.4

1
0.

61

14
日
本

川
原
寺
中
金
堂

7
世
纪
中
期

遗
址

3.
59

3.
59

3.
59

10
.7

7
2.

99
/

2.
99

5.
98

5×
4
间

2.
99

2.
99

16
.7

5
11

.9
6

1
0.

83

15
后
唐

潞
州

龙
门
寺
西
配
殿

92
3—

92
6
年

现
存

3.
29

3.
29

3.
29

9.
87

3.
4

/
3.

4
6.

8
无
外
圈
柱

同
核
心
部
分

1
/

16
日
本

法
隆
寺
金
堂
（
不
统
计

副
阶
）

7
世
纪
中
后
半

叶

下
层
重

建
3.

24
3.

24
3.

24
9.

72
3.

24
/

3.
24

6.
48

5×
4
间

2.
16

2.
16

14
.0

2
10

.7
9

1
0.

67

17
日
本

崇
福
寺
金
堂

7
世
纪
中

后
期

遗
址

3
3

3
9

3
/

3
6

5×
4
间

3
3

15
12

1
1

18

3m
以
下

（
10

尺

以
下
）

日
本

海
龙
王
寺
西
金
堂

71
0—

79
3
年

现
存

2.
96

2.
96

2.
96

8.
88

2.
96

/
2.

96
5.

92
无
外
圈
柱

同
核
心
部
分

1
/

19
日
本

夏
见
废
寺
金
堂

69
4
年

遗
址

1.
4

2.
9

1.
4

5.
7

1.
9

/
1.

9
3.

8
3×

2
间

2.
9

3.
4

8.
7

6.
8

0.
48

/
1.

07

20
日
本

桧
隈
寺
金
堂

67
0
年
前
后

遗
址

2.
72

2.
72

2.
72

8.
16

2.
81

/
2.

81
5.

62
5×

4
间

2.
88

2.
88

13
.9

2
11

.3
8

1
1.

06

21
日
本

中
宫
寺
金
堂

7
世
纪
前
半

遗
址

2.
6

2.
6

2.
6

7.
8

2.
6

/
2.

6
5.

2
5×

4
间

2.
6

2.
6

13
10

.4
1

1

22
日
本

野
中
寺
金
堂

7
世
纪
前
半

遗
址

2.
57

2.
42

2.
57

7.
56

2.
12

/
2.

12
4.

24
5×

4
间

2.
51

2.
51

12
.5

8
9.

26
1.

06
0.

98

23
日
本

赏
田
废
寺
金
堂

7
世
纪
中

后
期

遗
址

2.
43

2.
43

2.
43

7.
29

2.
43

/
2.

43
4.

86
5×

4
间

2.
43

2.
43

12
.1

5
9.

72
1

1

24
日
本

杉
崎
废
寺
金
堂

7
世
纪
末

遗
址

1.
5

1.
8

1.
5

4.
8

1.
5

/
1.

5
3

5×
4
间

1.
5

1.
5

7.
8

6
0.

83
1

25

3~
5m

唐
五
台

南
禅
寺
大
殿

78
2
年

现
存

3×
3
间

3.
3

4.
99

3.
3

11
.5

9
3.

3
3.

3
3.

3
9.

9
无
外
圈
柱

同
核
心
部
分

0.
66

/

26
北
汉

汾
州

镇
国
寺
大
殿

96
3
年

现
存

3.
51

4.
55

3.
51

11
.5

7
3.

52
3.

73
3.

52
10

.7
7

无
外
圈
柱

同
核
心
部
分

0.
77

/

27
后
唐

潞
州

天
台
庵
大
殿

93
3
年

现
存

1.
88

3.
14

1.
88

6.
9

1.
88

3.
14

1.
88

6.
9

无
外
圈
柱

同
核
心
部
分

0.
60

/

＊
本
表
统
计
了
目
前
已
公
开
发
表
发
掘
数
据
的
七
世
纪
前
后
北
方
东
亚
核
心
部
分
进
深
一
间
以
上
三
开
间
殿
的
开
间
构
成
情
况
，
核
心
部
分
进
深
仅
一
开
间
的
没
有
统
计
。

数
据

来
源

1-
2、

6、
11

、
14

、
17

、
20

-2
3
据
《
東
ア
ジ
ア
古
代
寺
址
比
較
研
究
Ⅱ
（
东
亚
古
代
寺
院
遗
址
的
比
较
研
究
Ⅱ
）

-金
堂
址
編

-》
（
日
本
奈
良
文
化
財
研
究
所
・
韓
国
国
立
扶
余
文
化
財
研
究
所
编
、

20
15

年
）
；

3
据
《
山
田
寺
発
掘
調
査
報
告
》（

奈
良
文
化
财

研
究
所
、

20
02

年
）
；

4、
7、

12
、

13
、

24
据
《
日
本
か
ら
み
た
韓
半
島
の
古
代
寺
院
金
堂
》（

箱
崎
和
久

·
鈴
木
智
大

·
海
野
聡
、

20
16

年
）
；

5
据
《
唐
青
龙
寺
遗
址
发
掘
简
报
》（

中
国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西
安
工
作
队
、

19
74

年
）
；

8
据
《
国
宝
东
大
寺
法
华
堂
修
理
工
事
报
告

书
》（

奈
良
县
文
化
财
保
存
事
务
所
、

19
82

年
）
；

9-
10

据
《
唐
华
清
宫
》（

陕
西
省
文
物
事
业
管
理
局

·
骆
希
哲
，

19
98

年
）
；

15
据
《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史
第
三
卷

：
宋
、
辽
、
金
、
西
夏
建
筑
》（

郭
黛

姮
、

20
09

）
；

19
据
《
夏
见
废
寺
》（

名
张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

19
88

年
）
；

25
-2

7
据
《
中
国
古
代
建
筑
史
第
二
卷

：
魏
晋
南
北
朝
、
隋
唐
、
五
代
建
筑
》（

傅
熹
年
，

20
0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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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间殿往格网式平面五开间殿发展的中间

过渡形态。

将视野放到整个东亚，表 4 统计了这

两种基本构成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到 3×2

间构成在日本古代金堂中广泛使用，在朝

鲜半岛亦有遗存。它的源头在我国，至少

可上溯至北齐义慈惠柱上的石屋。3×3 间

主要在我国使用，日韩少见。

在尺度构成上，在这两种形式构成的

基本型三开间佛殿中，规模较大者通面阔

可达 14~17m。在分间构成上 3×2 间构

成由于实例众多而类型丰富。有逐间等

宽、明间略宽于次间、明间面阔 >2 倍次

间面阔这三种形式。3×3 间由于遗存较

少，目前只见明间略宽于次间者。从全局

来看，角部一柱佛殿约 2 ∶ 1 的殿身明间

次间比明确构成一种新类型。其实例数量

虽少，却有大小之分。从整体规模来看，

山田寺金堂和正家废寺金堂已经跻身大三

间殿的行列、夏见废寺金堂是小三间殿。

在平面以外，这两种开间构成的原型

意义还体现在它们在结构做法上有相应定

式。为了实现核心空间无内柱落地的效

果，它们都在进深方向的前后柱头之间使

用通间大梁，其上叠加叉手、驼峰，或抬

梁承檩。敦煌壁画中的几幅拆屋图表明，

3×3间构架是在大梁上使用驼峰或叉手�。

日本新药师寺本堂（747 年）是其木构实

例，用通三间大梁和大叉手。3×2 间构架

在敦煌壁画中未见梁架露明者，假如根据

日本遗构推测，是在大梁上用叉手或再叠

加一道抬梁�。

从中小规模佛殿往大型佛殿发展，这

两种基本开间构成的意义体现在核心部分

的构架选型是进深两间还是进深三间。进

深两间的有佛光寺大殿、唐昭提寺金堂，

是对 3×2 间的横向扩展；进深三间的有

广仁王庙大殿、新药师寺本堂，是对 3×3

间的横向扩展。

2）一种结构原型

除了基本开间构成以外，角部一柱佛

殿还向我们提示出一种重要的结构原型：

核心筒结构。在这种结构形式中，殿身柱

高于环廊柱，柱身及其上部结构首先构成 图 22：核心筒结构原型：角部一柱佛殿的结构起源推想

环状核心筒，环廊柱在其外围形成另一个

环状结构，两者之间有一定连接。

这种结构形式可能是从土木混合结构

往全木结构发展而来的产物。内圈核心筒

原本是夯土厚墙，外围敞廊来源于附属它

的木构披檐。在敦煌壁画之外有以下两

个例子略约反映了二者逐渐整合的过程 

（图 22）。

第一个实例是河北邯郸北齐南响堂山

第七窟石室及其窟檐所表现的塔殿。傅熹

年先生将其复原为一座覆钵顶的单檐建

筑，殿身夯土、廊檐用木构�。由于内外

承重体系不同，外围檐廊自行分间不受殿

身约束。其平面及外围构架已带有角部一

柱殿的特征，不过屋顶还没有统一为一个

整体。

第二个实例是隋莫高窟第 420 窟西壁

维摩诘经变描绘的维摩诘所在大殿。其核

心部分是夯土厚墙，外围一圈开敞的木柱

环廊，二者已经纳入同一个屋顶之下。推

测其屋盖部分已经使用全木构架，其外围

构架中的重楣、转角“L”形斗栱等细部

特征也已经与初唐时期的角部一柱殿图像

中所绘相同。

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使用木柱、木

结构来建造原来使用夯土墙建造的核心

部分，就发展成初唐时期的角部一柱殿

（图 22）。

由于上述结构起源，核心筒结构既不

是层叠思维，也不是间缝梁架拉结思维，

而是中心环状结构再加外围环状结构的立

体搭建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当时的典型实

例留存�，而使它湮没无闻。在东亚视野

下看，这种“核心筒”结构形式在许多日

本古代佛殿建筑中有所体现。比如荣山寺

八角堂、新药师寺本堂、东大寺法华堂、

唐昭提金堂等，它们的内圈柱普遍略高于

外圈柱，或可理解为这种“核心筒”结构

形式的余韵。

六、结语

本文结合中日两方面的材料，基于图

像与遗址、仿木构石刻、关联建筑实物等

材料的综合研究，弄清了角部一柱佛殿在

平面形式、空间构成和构架形制上的典型

特征，提出可以将它作为一种独特的佛殿

建筑类型加以认识把握。

这种佛殿成立于 7 世纪前后，它在时

间上承上启下，揭示出从南北朝到盛唐之

间、早期木构佛殿在建筑形制和结构发展

上的重要一环。它拓展了我们对唐初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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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殿建筑的认识，也为理解当时木构技术

发展的基础情况提供了良好的切入点。

另一方面，它在地域上连接东西，作

为一个具体对象为唐代木构建筑技术在东

亚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具体例证。它引出

许多新线索，可以串联解读中日古代寺院

建筑呈现出的纷繁现象，有利于将来对唐

前后东亚建筑史的构建与整合。

注释

㉚张氏时期的莫高窟第 12 窟南壁所绘主殿是唯一例

外，其环廊看上去三面封闭、唯有正面开敞。不过它

仍然在内圈柱间再设墙壁门窗，区隔殿身与环廊。

㉛单檐殿是其重要特征。因在带副阶的重檐殿中，副

阶柱位与殿身柱位形成放射形排布的情况颇为常见，

构架关系也易于理解。单檐殿则较少见。

㉜日本学者已经指出这一现象，不过他们从转角斗栱

只出角缝的推断出发，着重强调调窄次间宽度是为了

使挑檐桁的支点间距尽量均匀的观点。参见上篇注 8

上野邦一、前注 26 岛田敏男等人论文。另外，村田

健一认为次间变窄是明间调宽的结果，而明间调宽与

殿内安置的丈六佛像的尺寸有关。村田健一 . 山田寺

金堂式平面建物の上部構造と柱配置の意味 [J]. 奈文

研纪要，2001：14-15.

㉝一般将它与其他形式叠用，比如下层用人字栱、上

层用斗子蜀柱；或者下层用斗子蜀柱、上面叠加出跳

斗栱。

㉞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唐时期画有“L”形斗栱的妙华

宫殿图表现的是有四面环廊的殿宇，而非仅有前廊。

㉟还有在其下再叠加一跳华栱，将梁头再抬高一层

的做法，如图 15j-l。

㊱宋绍祖石室次间如此，不过其明间墙壁上没有隐出

石柱，该处联系梁后尾倾斜向上插入了对应墙壁的上

端位置。

㊲“蟇股”，Kaerumata，日语古建术语。本意为青

蛙后腿，指形如一双青蛙后腿的两脚式驼峰或镂空式

驼峰。

㊳敦煌研究院编著 . 樊锦诗主编 . 榆林窟艺术 [M]. 南

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44.

㊴这幅 “楼阁图”只有下层描画为角部一柱殿。

㊵喻梦哲 . 是宋元样式还是宋元实物 ?—时思寺大

殿建成年代考察 [J]. 华中建筑，2013，31（02）：157.

㊶三段条形基石均非原位出土，报告书并未详述判断

础石坑间条形坑即为条形基石坑的依据。奈良文化财

研究所 . 山田寺発掘調査報告 [R].2002：133-134.

㊷《诸寺建立次第（菅家本）》“山田寺，苏我大臣建

立。金堂，一间四面，二阶。立像一躯七尺许，左右

金银三尺立像。辰巳方有本愿大臣影。”（校刊美术史

料一，第 25 页）。《诸寺缘起集（护国寺本）》“山田

寺。苏我入鹿大臣作金堂一间四面，二阶，巽方本愿大

臣影，佛立像一躯七尺许，羊皮罗纲甚多。恭半丈六

中尊右，有金银三尺立像等。”（校刊美术史料五，第

67 页）。版本研究认为这两部文献的祖本可追溯至成

书于 11 世纪中叶的《古巡礼记》（福山敏男），其记载

大约可看做平安时代后期时人的见闻记录。

㊸“二阶”意义不明，可能指两层殿身或两层屋檐。

㊹日本学者已注意到文献与实物矛盾之处，却未深

究。此前主要将精力集中在“二阶”上，据此认为山

田寺金堂应与法隆寺金堂结构类似。

㊺楼阁图只出现在初唐时期，数量很少。同一图样往

往在同一壁画中重复描绘，位置没有规律；与寺院建

筑的关系也不明确，目前还不具备深入研究的条件。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详细介绍。

㊻上篇注⑥：3-4，85-103.

㊼年代推定为山田寺金堂建立前后至天智朝末，即

643—670 年。林良一 . 玉虫厨子 [M]// 奈良六大寺大

观法隆寺五 . 岩波书店，1980：44.

㊽百桥明惠 . 古代寺院における堂内壁画荘厳の系譜

[M].秋山光和博士古稀記念美術史論文集 .便利堂 .平

成三年：32-59.

㊾夏见废寺展示馆提供的资料中提到夏见废寺金堂

的砖佛以镶嵌在墙壁上倒塌的状态出土。见：名张

市教育委员会 . 史迹夏见废寺迹 [M]. 青山文艺社，

2006：5. 不过在上篇注⑥的报告书中记载为与瓦和陶

器混在一起出土，说明在昭和 59-62 年间的发掘中没

有见证这样的情况。那之前还有京都大学考古学教室

曾在昭和 21-22 年间对夏见废寺金堂进行首次发掘，

不知是否当时所见，因调查记录尚未公开未得确认。

㊿该特征最先由清水重敦指出，不过清水当时的观点

认为夏见废寺金堂是重层建筑，台阶边缘对准的是

架在底层梁架上的二层殿身柱。清水重敦 . 山田寺金

堂復元案批判 [C]// 日本建築学会大会学術講演梗概

集（九州）.2007：9001.

�台基正面台阶对齐内圈柱列通面阔的古代实例还有

兴福寺中金堂，南阶宽五开间。并有近似实例新药师

寺本堂、唐昭提寺金堂，南阶宽三开间，均对齐了内

圈柱间佛坛所占间数的通面阔。

�有一例晚近木构月精寺寂灭宝宫，是角部一柱殿，

但其内外柱圈为不同时期建造形成。

�抑或源于域外样式。佛经所述宝树观中妙华宫殿

“如梵王宫”，可能与早期西域或印度样式有关。

�这三例金堂的内圈柱础都做出了与墙下条形石地

栿对接的凹口或凸榫，由此可知其墙壁均安装在内圈

柱间。

�盛唐莫高窟第 445 窟北壁拆楼图梁上用驼峰承脊

檩，吐蕃时期榆林第 25 窟北壁拆幢图梁上用叉手，

五代莫高窟第 454 窟甬道顶建屋图梁上用叉手。

�玉虫厨子山面是有中柱的叉手。其它进深两间的梁

架做法实例有法隆寺食堂（约 747 年），梁上用叉手

承檩；法隆寺传法堂（761），梁上叠加平梁承檩。

�傅熹年主编 .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二卷：两晋、南北

朝、隋唐、五代建筑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1：220-222.

�云南通海有相传始建于元代的普光寺是观堂，是

殿身三间、环廊三间的单檐殿，平面与构架关系符

合角部一柱殿的基本特征，只是梁架风格十分晚近。

江苏无锡亦有传建于元代的泰伯庙正殿，平面与构架

关系尚存角部一柱殿遗意。另苏州园林中有多处厅榭

建筑，具有放射形平面，但梁架结构已属另一套系

统，不宜与七世纪佛殿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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