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2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作者：
张剑文，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白嘉健，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怡（通讯作者），云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文博馆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云

南南传佛寺建筑源流与发展演变

研究（52108013）。

录用日期：2023-12

中图分类号：TU-093/-0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740（2024）05-0052-10	 DOI：10.12285/jzs.20230705001

11—13 世纪缅甸蒲甘佛塔形式特征及其源流

研究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the Zedi（Deula）in Pagan: 
11th to 13th Centuries A.D.

张剑文   ZHANG Jianwen  白嘉健   BAI Jiajian  周怡   ZHOU Yi

摘要：11—13 世纪是缅甸蒲甘王朝统治的全盛期，遗留有数量可观的佛教建筑遗存，其中以佛塔为典型代表。

本文将蒲甘佛塔分为独立塔、寺上塔、散塔，并各自论述其特征，其后指出蒲甘佛塔的形式在外受到印度与锡

兰的影响，在内受到缅甸骠国的影响，在 3 个世纪的发展中，又出现了支提式塔寺的嫁接形式、中心独立大塔

的出现、阿奴律陀式佛塔的兴盛、神庙式塔寺的衰落等多种源流变化，最后论述了其对周边地区包括泰国与中

国云南地区的影响。

关键词：11—13 世纪、蒲甘、佛塔、寺上塔、南传上座部佛教

Abstract：The 11th to 13th centuries were the heyday of the rule of the Burmese dynasty，leaving an objective num-
ber of Buddhist architectural relics，among which the Zedi w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This paper divides Pugan 
Zedi into independent Zedi，Deula and corner Zedi，and discuss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respectively. Later，it points 
out that the form of Pugan Zedi is influenced by India and Ceylon externally，and by the Pyu State of Myanmar 
internal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centuries，there have been many sources and changes，such as the grafting 
form of Doudoupo style Deula，the revival of the central independent tower，the flattening of Aniruddha style 
Zedi，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Deula. Finally，it discusses its influence on the surrounding areas，including 
Thailand and Yunnan，China.

Keywords：11th to 13th centuries，Pagan，Zedi，Deula，Theravada Buddhism

一、缅甸蒲甘王朝概况与其佛塔建筑研究

现状

蒲甘王朝建立于 9 世纪 a，最初只是一个

城邦，自 1044 年阿奴律陀（Anawrahta，也作

Aniruddha）继位之后开始积极扩张，先后吞并缅

甸南部孟族各城邦，统一缅甸，发展成为缅甸第

一个统一的封建王国（图 1），到 1287 年元缅战

争后蒲甘王朝失败并被分裂，共立国 243 年，经

历十代王。蒲甘王朝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文

化奠定了缅甸封建社会的基础，对缅甸历史有着

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阿奴律陀王开始，南传上座部佛教开始进

入缅甸。据缅甸史书《琉璃宫史》记载，在阿奴

律陀王之前，蒲甘流行的是阿利教，阿奴律陀王

感此教行为之荒诞，因此从缅甸直通（Thaton）

地区邀请高僧到蒲甘国，引入上座部佛寺，从此

上座部佛教成为缅甸的国教，蒲甘王朝也从此开

始进行大规模的佛像与佛塔的建设，并进入全盛

期 b。同时由于其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

因此其建设的佛寺、佛塔的形式，也对周边地区

产生了影响，比如对泰国，以及中国的云南西南

部（德宏、普洱、西双版纳、临沧）等。

蒲甘王朝作为东南亚中古时代的统一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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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其建筑艺术在东南亚建筑史与艺术史

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向前承接了

古代南亚的建筑艺术做法，并且融会后

产生了自身独特的形式；往后影响了东

南亚及中国云南西南部的建筑与艺术风

格，因此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蒲甘

的佛塔艺术更是其中之翘楚。最早研究

蒲甘佛塔建筑艺术的是英国学者戈登·H.

路斯（Gordon Hannington Luce），他成书

于 1969—1971 年的著作 Old Burma：Early 

Pagán 是蒲甘艺术研究的奠基之作。此

著作主要是综合研究蒲甘艺术，包括造

像、壁画，部分提到了佛塔艺术，其更多

是基于现状描述和基于口述史的描述 c。 

在 1975 年，由于缅甸的战乱与蒲甘地

震，蒲甘的佛塔遗迹遭到了较大程度的

破坏，此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进入蒲甘，对蒲甘的佛塔遗迹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调查，此普查成果在 1992 年以名

为 Inventory of monuments at Pagan（ 共 8

卷）的资料集出版，是迄今为止对蒲甘佛

塔遗迹最为全面详尽的记载 d。Pangan：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Old Burma 一书与前

书几乎同时期出版，也是以介绍蒲甘重要

的佛教建筑遗迹为主 e。出版于 1991 年

的 著 作 Evolution of Stupas in Burma 是 第

一次将蒲甘佛塔与骠国佛塔和亚洲其他地

区佛塔进行比较的著作，揭示了蒲甘佛塔

的一些源流问题，但是其论述点只在独立

式塔，忽略了神庙的寺上塔；没有与印度

建立起联系，也缺少对带有融合特征的塔

的关注，在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佛塔进行对

比时，其选取了中国的楼阁式塔还有尼泊

尔佛塔，而没有选取在形态上更为接近的

中国上座部佛塔及泰国佛塔，这就使得其

比较研究略显牵强 f。国内比较重要的对

蒲甘佛塔的研究是王晓帆的博士论文《中

国西南边境及相关地区南传上座部佛塔研

究》，对蒲甘佛塔的研究是其论文的一小

部分，只聚焦于独立式佛塔 g。另外比较

重要的是赵瑾的博士论文《缅甸蒲甘佛教

文化研究》（2017 年），但是因为其专业背

景，更多是做具体案例的特征描述，缺少

对关联特征的一些归纳总结，在源流上更

多是与骠国和古孟国的案例对比，没有建

立起与古印度及其之后东南亚佛塔形式的

线性关联 h。庞一村的博士论文《缅甸伊

洛瓦底江下游佛教建筑研究》的部分章节

也对蒲甘佛塔进行了研究，但是在蒲甘佛

塔的源流探讨方面，笔者认为还有很多可

以深入研究的潜力，尤其是在“塔寺”中

塔的部分及其与独立式塔的关系等方面 i。

综上，本文力图从整体上建立起蒲甘佛塔

的印度式－缅甸本土式及独立塔－塔寺的

联系，揭示蒲甘佛塔作为东南亚佛塔发展

史上中心节点的重要地位，同时通过对与

其形式更为接近的泰国佛塔与云南上座部

佛塔的部分实例分析，探讨其对周边地区

的影响。

二、蒲甘王朝时期佛塔的分类特点

1. 独立塔

独立塔在梵语中名称为 Chaitya 或

stupa，巴利语中为 Cetiya，在缅甸语中音

为 Zedi 或 Ceti，有“焚烧逝者的柴堆”的

意思（缅甸语发音为 Cita），同时在泰语

中的发音也与缅甸语中类似，都是脱胎于

梵语或者巴利语，在国内也有译作“斋

滴”或“支提”。通过其词源，可以看出

其来源。绝大多数独立塔内部不能进入，

有些独立塔的内部放置法器或者佛祖的灵

骨等，主要作用是供外部参拜。此类塔在

蒲甘地区的分类形式比较多样，可以分为

有平头（harmika）式与无平头式两种。其

中以无平头的阿奴律陀式独立塔为主要形

式，根据笔者统计共有 233 座；它与梭形

悉卡罗塔寺（198座）与支提式塔寺（220

座）共为蒲甘地区佛教遗存的三种最主要

形式。

1）古风式独立塔（有平头式）

“平头”，英文为 harmika，缅甸语为

，最初见于印度桑齐大塔，位于塔

身与塔顶之间，是南亚佛塔的重要标志，

最初是放法器或灵骨的容器，后期也有装

饰的作用。该类型佛塔一般由七部分构

成：伞盖、塔顶、平头、塔身、莲座、塔

基、基座（图 2）。

在蒲甘地区，有平头式独立塔又有两

种子类：一种是单层平头；另一种是多

层层叠平头。多层层叠型平头又可以依据

平面形式分为矩形与缩齿形。早期研究缅

甸文化的学者（Luce）认为，有平头式独

立塔可以看作蒲甘王朝的古风佛塔 j，反

映了蒲甘王朝在阿奴律陀统一缅甸之前的

蒲甘地区的佛塔特征。在蒲甘地区，有平

头式独立塔体量一般较小，显示出其重要

性和地位低于无平头式阿奴律陀式佛塔

（表 1）。

图 1：缅甸历史发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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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甘古风式佛塔平头分类	 表 1

单层平头

ZEDI-GYI（编号 167）

多层层叠平头

（矩形）

KA-TA -NA-ZEDI-HPAYA（编号 495）

多层层叠平头

（缩齿型）

SEIN-NYET-NYIMA（编号 1086）

2）阿奴律陀式独立塔（无平头式）

阿奴律陀式（Aniruddha style）独立

塔是蒲甘王朝时期的代表性佛塔，体量

大、数量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瑞喜

宫佛塔（Shwe-zi-gon，编号 1）（图 3）、

劳伽难陀佛塔（Loka-nanda，编号 1023）

（图 4）、杜云山佛塔（Tu-yin Taung，编号

2217）（图 5）。尤其是瑞喜宫佛塔，可以

代表蒲甘王朝独立塔的最高艺术成就。

蒲甘王朝时期阿奴律陀式独立塔一般

由五部分构成：伞盖、塔顶、塔身、塔

基、基座（图 3）。某些情况下，这五部

分又可以进一步细分，如：伞盖、草芽

装饰、仰莲、球饰、合莲、层状塔顶、钟

肚、钟肚基座、台身（最多 3 层，有时

不存在）、塔基、基座 k。该形式为阿奴

律陀王在最初建造佛塔时使用，最早建立

的塔寺为敏卡巴佛塔（myinkaba zedi，编

号 1328）（图 6）。该塔建于 1044 年，是

瑞喜宫佛塔等该类型佛塔的原型，因此国

外学者将这一类形式的塔命名为“阿奴律

陀”式佛塔 l。无平头，塔身圆柱（或覆

钟）与塔顶圆锥顺滑相接，是该类型独立

塔的最大特点。

2. 寺上塔

除了独立塔外，蒲甘地区还分布有大

量的塔寺。整体来看，塔寺是塔与寺的结

合体，为上塔下寺的形制。上部塔的构成

跟独立塔类似，分为塔顶、塔身、塔基，

但是其具体形制与独立式塔有较大差别。

下部寺可以看作是上部塔的基座的放大，

同时主要功能有：①贮藏功能：贮藏舍

利、佛像、经文等；②修行功能：主要是

摆放僧侣或信众的物品及修行用品 m。

寺上塔在古印度称 Deula（奥里亚语：

），缅甸语中称为“宫岛”n（ ）。

根据形式的不同，寺上塔又可以分为印度

式与支提式两种，这两种形式的塔又各自

有其本身的变体。而塔寺中“寺”的部分

又比较多样，从水平方向看，其平面类型

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分别为：殿型、廊

型、殿廊混合型；从竖直方向看，其又分图 2：阿奴律陀式佛塔（左）与古风佛塔（右）对比图

伞盖 伞盖

塔顶 塔顶

平头

塔身

莲座

塔基

基座

塔身

塔基

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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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瑞喜宫佛塔 图 4：劳伽难陀佛塔

图 5：杜云山佛塔 图 6：敏卡巴佛塔

	 蒲甘塔寺的平面类型	 表 2

殿型

内部为一个整体大空间，一侧为佛像，

能容纳较多人，承担较为复杂的参拜

功能

典型代表：央昂辛塔寺（Yan-aung-sin，编号 44）

廊型

内部缺少整体大空间，以廊为主，有

中心柱，中心柱四面墙壁有佛龛，廊

道围绕中心柱布置

典型代表：阿南达塔寺（Ananda-gu-hpaya，编号 2171）

廊殿混

合型

水平混合型：在平面上既有整体大空

间的“殿”，也有围绕中心柱布置的廊

型空间

典型代表：瑞乐图塔寺（Shwe-leik-too，编号 259）

垂直混合型：多层塔寺中，单层平面

为殿型或廊型的单独形式，但每层不

同，使得该塔寺整体为廊殿混合型

典型代表：古尼塔寺（Gu-ni，编号 765）

为单层、二层、三层三种，每一层平面的

类型又往往不同 o，再与不同类型的寺上

塔组合，就构成了纷繁多样的蒲甘地区塔

寺的形态（表 2）。

1）神庙式

印度式塔寺的主要特点是上部塔的形

式传承自印度神庙的形式。蒲甘地区神庙

式寺上塔的形式基本可以分为梭形、扁平

锥形、立体锥形三种（表 3），基本传承了

古印度神庙的悉卡罗式（Sikhara）、维摩

那式（Vmana）、立体锥形。其中悉卡罗式

塔寺的遗存数量（198 座）远远超过维摩

那式（4 座）与立体锥形（10 座）塔寺，

是蒲甘寺上塔遗存中最主要的形式。

蒲甘梭形寺上塔，承袭古印度悉卡

罗式神庙寺上塔的形式。在古印度也称

为 Rekha-deula，一般用于主殿顶部，其

最大的特点是上下收起一个呈扁“梭形”

的形态，并且在梭形的体量上有比较复

杂的层叠型装饰，这也是蒲甘塔寺群中

最为常见的形态。相对于古印度的悉卡

罗式塔，蒲甘悉卡罗塔的特点是塔的体

量占整体塔寺的比例减小，同时更加

“短胖”一些。

蒲甘扁平锥形寺上塔，类似于古印度

维摩那式神庙 p寺上塔的形式，实例较

为少见，在形式上也保留了更多印度的传

统。这两种形式的神庙式寺上塔在蒲甘地

区比较大的变化是：在塔身之上放置了类

似窣堵坡塔顶的装饰，取代印度神庙式寺

上塔的圆盘或平头式装饰顶（可见图 8 中

的菩提伽耶大菩提寺塔顶）。

蒲甘立体锥形寺上塔，传承于古印度

立体锥形塔寺，在古印度称为Pidha-deula，

一般与悉卡罗式神庙并列布置，作为主殿

的辅殿使用。在蒲甘地区，立体锥形塔寺

数量比较少，且分布较为集中，大多集中

于瑞喜宫塔建筑群中，其功能也是以辅助

性的连接性房间为主，可见其在功能上也

是传承了古印度同类型建筑。

2）支提式

支提式的寺上塔可以看作是缅甸的

本土式样，往往呈现为覆钟形，样式与

独立塔较为相似，可以看作是放置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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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甘神庙式塔寺	 表 3

梭形塔寺（悉卡罗） 扁平锥形塔寺（维摩那） 立体锥形塔寺

典型实例：他冰瑜（That-byin-nyu，编号 1597）
典型实例：大菩提塔

（maha-bodhi-hpaya，编号 1670）
典型实例：瑞喜宫塔东配殿（east panet the gu，编

号 27）

始建年代：13 世纪 始建年代：13 世纪 始建年代：12 世纪

	 蒲甘支提式塔寺	 表 4

阿奴律陀式（无平头） 古风式（有平头）

典型实例：勒芒纳塔寺（Nga-myet-hna，
编号 730）

典型实例：咜克尔塔寺

（Tatkale-hpaya，编号 572）
典型实例：阿比达那塔寺

（Abe-Ya-Dana-Hpaya，编号 1202）

13 世纪 1193 年 11 世纪末

顶的独立塔。从现有遗存看，这种支提

式的寺上塔绝大部分没有平头，只有

极个别的实例保留了有平头的印度形

式，比如阿比达那塔寺（Abe-Ya-Dana-

Hpaya），但由于许多遗存覆钟上部缺失，

因此也可能存在有平头但是已经损毁的

情况（表 4）。

3. 散塔

散塔一般位于多层塔寺每一层的角

部，部分位于边部，有时位于独立塔的基

座边角，与独立式大塔组成一大多小的群

塔。散塔一般体量较小，形式多为支提式

且不带平头，可以看作是独立塔的缩小

版。根据组成部分的不同，其又可以分为

有佛龛式与无佛龛式佛塔，其中以有佛龛

式居多，在实际应用中大多是作为塔寺的

装饰，部分与独立塔形成群塔式。在有些

实例中，边角塔也表现为与中央主塔形式

相似但体量缩小的形式，以求形成整体上

的统一（图 7、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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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蒲甘佛塔的源流

1. 南亚来源

1）印度原型—印度神庙与桑奇

大塔

首先是蒲甘塔寺的寺上塔形式，本身

就来自印度神庙。在印度，悉卡罗式、维

摩那式与立体锥形的寺上塔均与下部寺院

（Graba-griha）结合设计。蒲甘的神庙式寺

上塔直接传承了印度的神庙形式，不过从

形式上看有一定的变化，比如在印度的遗

存中，维摩那式塔的遗存较多，但在蒲甘

地区的遗存则非常少。而蒲甘的悉卡罗式

塔相对于印度的也有所简化，已经没有多

个悉卡罗式塔顶复合的形式存在，都是比

较简单的单一悉卡罗式塔顶。同时，蒲甘

寺上塔塔顶的“伞形”构件（Kalasa）逐

渐加强并取代了古印度的“圆盘形”平

头，占据塔顶的主要地位。

桑奇大塔是独立式塔“stupa”（南传

佛教文化圈称为 ceti 或 zedi）的重要原型，

其最典型的特点是塔身上的“平头”，这

种塔身平头连接的形式也影响到了锡兰的

佛塔。与桑齐大塔几乎同时间的印度卡尔

拉（Karla）支提窟中的佛塔，其平头为多

层层叠式。2 世纪在巴基斯坦（古印度北

部）出土的佛塔浮雕上也出现了与印度卡

尔拉支提窟中相似的形象 q。同样在开凿

于 3—7 世纪的阿旃陀石窟第 10 窟与第

19 窟中的佛塔平头中也可以看出，其多层

层叠式平头在矩形形式（第 10 窟）的基

础上，已经出现缩齿形平头（第 19 窟），

这就已经与蒲甘古风佛塔—比如建于 12

世纪的蒲甘圣亚尼玛塔（Sein-Nyet-Nyima，

有很强的相似性）。而层叠式矩形平头也

在蒲甘佛塔群中有实例存在，比如编号为

190 的建于 12 世纪的萨帕达塔（图 9）。

同时在蒲甘王朝时期，民众及统治者在信

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之外，印度教元素及信

仰仪式也渗透其中，比如江喜陀就举行过

祭祀毗湿奴的仪式，因此印度教元素与南

传上座部佛教元素的相互融合交织也从思

想领域影响到了文化艺术领域 r。

2）锡兰来源

在南传佛教的传播中，锡兰地区的

影响不可忽视，尤其是阿努拉德普勒

（Anuradhapura）以大寺（Mahavihara）s

为首的寺院建筑群，可以说直接对东南亚

产生了影响。根据现在对阿努拉德普勒寺

院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其大多是以中央

大塔为核心、各寺院单元环绕布置的格

局；而中央大塔的基底形式，与桑奇大塔

同源且体量相近。同时从锡兰现存的塔中

也可以看出，其对印度式窣堵坡有一定的

继承：在塔身部分，相对于印度佛塔类似

圆柱的塔身，锡兰的佛塔显得更尖一些；

同时锡兰佛塔最大的特点是平头的变化，

保持了桑齐大塔单层平头的形式，并与塔

身直接相连，这也是锡兰佛塔在发展中与

印度佛塔不同的地方。同样这种形式也反

映在蒲甘佛塔的遗存中，比如从蒲甘地

区建于 12 世纪的一座无名塔（编号 167）

就可以明显看出锡兰佛塔的形式遗存。同

时，锡兰佛塔这种平头 - 塔身接连的形式

对泰国佛塔也有很大的影响。

2. 骠国与直通国的影响

骠国是在蒲甘王朝之前缅甸最为兴盛

的王朝，最重要的遗址为都城室利差咀罗

（Sri-ksetra）的遗址，位于现缅甸南部（下

缅甸地区）的卑谬市（pyay），为世界文

化遗产。在这些遗存中，比较重要的是建

图 7：独立塔中的散塔 ( 苏明吉塔，So-min-gyi-hpaya，
编号 1145）

图 8：塔寺中的散塔 ( 蒲甘大菩提塔寺，Mahabodhi）

图 9：蒲甘佛塔源流图



058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Architectural History and Theory

于 8 世纪的帕耶吉（Payagyi）佛塔与巴巴

吉（Bawbawgyi）佛塔。从遗存现状上看，

此两座佛塔简单朴素，体量较大，平头消

失，看不出对南亚佛塔的继承关系，笔者

推测这可能是下缅甸孟族地区的独有形

式。在帕耶吉佛塔上，可以依稀看出其形

式与锡兰佛塔的塔身有一定相似之处。由

于锡兰佛塔与骠国佛塔遗存均很少，哪怕

从上座部佛教传播路线上推断两者应该有

关联，但是关联证据仍然不充足。

从阿奴律陀统一蒲甘前时期的蒲甘

地区佛塔遗存看，也明显受到了骠国佛

塔的影响。比如建于 8 世纪的布塔（bu-

hpaya），有学者考证，此塔是 8 世纪骠国

灭亡后来到蒲甘地区的骠国难民所建 t；

从塔身形式上看，该塔继承了骠国佛塔塔

身朴素的风格，尤其是与巴巴吉佛塔较为

相似，但是塔顶依然有平头，应是受到了

蒲甘原有的古风佛塔的影响。另外值得

一提的是建于 9 世纪的伽窟难佛塔（Nga-

kywe-nan-duang），也是蒲甘古风佛塔的代

表，现代修复后的遗存形态与骠国佛塔极

为相似（见图 9 相关部分）；但从笔者可

以查阅到的早期图片显示，其塔顶已经损

毁，从塔身看，更倾向于南亚佛塔，再根

据一些早期旅行家的口述，该塔应该是有

平头存在的 u，现代修复师将其塔顶修复

为类似阿奴律陀形式，其实是不准确的，

因此可以得出此塔更多是受到印度形式影

响的古风佛塔，而不是受骠国佛塔影响的

形式。

总体而言，从下缅甸骠国佛塔的形式

看，其塔身与塔顶的连接逻辑已经很接近

于阿奴律陀式佛塔，尤其是塔身与塔顶的

连接处省略平头并顺滑连接的方式，直接

被蒲甘的阿奴律陀式佛塔继承。在骠国被

南诏灭亡后，在下缅甸地区最为强盛的是

“直通王国”，为孟族人建立的以直通为中

心的邦国，也是缅甸史书《琉璃宫史》记

载佛教传入缅甸的地方，因此有重要的地

位。同时根据《琉璃宫史》记载，蒲甘首

任国王阿奴律陀王在征服直通王国后，从

该国迎取南传上座部佛教 v，从此之后南

传佛教成为蒲甘王朝的国教。同时记载阿

奴律陀王攻占室利差咀罗，拆毁古骠国的

佛塔、取出佛额骨，并在蒲甘修建瑞喜宫

塔收藏。这也可以看出蒲甘的佛教文化对

骠国佛教文化的继承关系。

3. 神庙与佛塔的嫁接—支提式塔寺

支提式塔寺是蒲甘塔寺中一种比较特

殊的形式，主要表现在其印度神庙式塔寺

的寺上塔被独立式佛塔取代。有学者把悉

卡罗式塔归于南传佛教单独的一种佛塔类

型 w，但是依笔者看来，以悉卡罗式塔为

代表的神庙式塔是作为印度式塔寺的一部

分存在，更像是佛寺的附属物，不作为独

立塔存在。从蒲甘的现有遗存看，支提式

塔寺的数量非常多，且大多集中在十二三

世纪，因此可以判断，在神庙式塔寺与支

提式佛塔都传入蒲甘后，蒲甘将其进行了

嫁接，即用支提式佛塔代替原有印度的神

庙式寺上塔（悉卡罗式等），从而呈现出

了新的塔寺形式—支提式塔寺。支提式

塔寺也分为古风式与阿奴律陀式，其中

以阿奴律陀式寺上塔为主流。从印度原

型看，塔与神庙是沿两条不同的路径发

展，但是在蒲甘，这两种发展路径发生了

交叉，这就产生了支提式塔寺这种特殊产

物。尤其是一些小型的支提式塔寺，除了

内部可以进入，其在从体量、形式上与独

立式塔没有区别，体现了独立塔与塔寺的

一种融合，并迅速成为蒲甘王朝中后期佛

教建筑的一种主流形式。

4. 蒲甘王朝时期及之后佛塔的演变

1）在规模上，大型独立式佛塔开始

出现

在阿奴律陀王建立统一的蒲甘王朝

后，由于国力的空前强盛，及王朝统一后

对于炫耀功绩的需要，开始建造一批大体

量、高台基的独立式佛塔，比如瑞喜宫

塔、杜云山佛塔等。与前蒲甘王朝时期

的佛塔相比，这种大型塔的典型特点是

体量巨大，装饰比较华丽，层次感也比

较强，但是“平头”普遍已经消失。根

据《琉璃宫史》的记载，阿奴律陀及江喜

陀兴建了许多大型独立佛塔，其中以瑞喜

宫塔体量最大，从阿奴律陀王执政期间就

开始兴建，到江喜陀即位后又花了 7 年

的时间才建成。《琉璃宫史》称瑞喜宫塔

是驰名人、神、梵天三界 x。在蒲甘王朝

灭亡之后的缅甸佛塔，很少再有独立的大

型佛塔遗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中小型佛

塔，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其对大型独立式佛

塔的继承，甚至可以看作是大型独立式塔

的缩小版。而另一座著名的大型独立式佛

塔—仰光大金塔（图 10），在不断加高

重建的过程中也参照了蒲甘阿奴律陀式佛

塔的样式 y。

2）在形式上，阿奴律陀式佛塔逐渐

成为独立式塔与寺上塔的主流形式

从蒲甘佛塔的现有遗存来看，在独立

塔方面，古风式佛塔与阿奴律陀式佛塔的

并存；在寺上塔方面，悉卡罗式寺上塔、

古风式寺上塔、阿奴律陀式寺上塔三者并

存。根据笔者对蒲甘地区主要遗存形式的

统计（表 5），可以看出在蒲甘王朝时期，

阿奴律陀式佛塔已经成为主流。在建造佛

塔活动最为活跃的 13 世纪，所建佛塔基

本集中在阿奴律陀式（独立塔、塔寺）与

悉卡罗式（塔寺），其中阿奴律陀式的佛

塔形式约占当时建造佛塔的 70%。但相对

来说，当时的古风式独立塔与寺上塔仍然

有一定的影响力，建造了一些大型的古风

式塔寺，但是从遗存佛塔的比例上看，13

世纪古风式佛塔的影响力相对之前是有所

减弱的。

在后蒲甘王朝的蒲甘地区，其他类型

的佛塔建造已经趋于沉寂，但是阿奴律陀

式佛塔的建造一直没有停止。到近代后，

蒲甘地区的佛塔建造再次迎来高潮，此时

建设的佛塔也基本都是阿奴律陀式。这也

影响到了蒲甘之外的地区，比如下缅甸著

名的大金石佛塔 z（图 11），就承袭了阿

奴律陀式佛塔的形式，同时还有仰光大金

塔（见图 10）等实例。

3）悉卡罗式塔寺盛极而衰，先被支

提式塔寺取代，其后逐渐被木构佛寺代替

在 11—13 世纪的蒲甘王朝时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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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大量的神庙式塔寺，尤其是悉卡罗式

塔寺，在 13 世纪达到巅峰，出现了以他

冰瑜寺为代表的 3 层塔寺。但是在蒲甘

王朝之后，支提式塔寺在缅甸境内还有遗

存，只是体量略有缩小；神庙式塔寺却在

缅甸境内几乎绝迹；小体量的支提式塔寺

尚可见到。关于为何神庙式塔寺在 13 世

纪突然达到巅峰后马上绝迹，笔者从经济

和审美两方面来推测。在经济方面，由于

神庙式塔寺往往体量较大，且装饰华丽，

因此造价较高，此类建筑的大量建造对国

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在蒲甘王朝之后，

缅甸进入分裂动荡时期，16 世纪东吁王

朝才使缅甸重新统一，而东吁王朝强盛的

时间段比较短，虽然其在 18 世纪才灭亡，

但在 16 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导致其国力无法跟蒲甘王朝相提并论，也

就无力建造耗资甚巨的神庙式塔寺，只建

造体量较小的支提式塔寺。贺圣达先生也

指出，蒲甘王朝大兴营建寺塔耗尽国力是

其衰落的重要原因，后世王朝也以蒲甘为

鉴，在兴建塔寺上有所收敛㉗。

在审美方面，由于蒲甘王朝的强盛，

国内民族主义审美开始兴盛，这就要求建

立独特的本土式样，而不仅是追随南亚的

式样，比如建造喜瑞宫塔，除了崇敬佛教

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样本，

来树立缅甸本土的样式，因此有较多南亚

形式遗存的神庙式塔寺自然就与这种审美

的本土化潮流不符合；另外本土样式的支

提式塔寺在 16 世纪的蒲甘地区依旧有遗

存（图 12），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这种审美

的变化。

随着木构技术的发展，原来属于塔寺

附属的、为僧侣生活起居所用的“修道

院”，其形式开始逐渐影响塔寺。在 11—

13 世纪蒲甘地区的遗存中，有少量石制

修道院的遗存。据一些学者的观点，木构

修道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蒲甘时代，但是

没有实例遗存。在其后随着缅甸木构技术

的发展，木构修道院逐渐纳入塔寺的功能

配置，从而形成以塔式“像殿”代替塔寺

的情况，进一步形成了现代缅甸佛寺“佛

殿”（修道）—“像殿”（崇拜及仪式）的

二元功能体系。

四、蒲甘佛塔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在阿奴律陀式佛塔成为缅甸佛塔的主

流形式后，不但之后新建的缅甸佛塔绝

大多数都遵循其基本形式，也通过贸易

文化交流等途径影响了周围各国。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柚木贸易在下缅甸地

区、泰国北部地区与中国西南地区非常繁

荣，极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人员交流，因

此缅甸阿奴律陀式佛塔也开始传入这些地

区，在泰国北部有大量缅甸商人投资兴建

的缅甸式佛寺，其中的佛塔也均为阿奴

律陀式佛塔，比如清迈的布帕兰寺（Wat 

Buppharam）（图 13），其佛寺是典型的缅

甸式风格，因此其佛塔也传承了缅甸经典

的阿奴律陀式。

而在中国云南西南地区，由于其毗邻

缅甸，自古以来云南边境跨境族群的交流

就比较活跃，其佛塔形式受到缅甸、泰国

的影响比较深。在此地区的佛塔中，也

可以找到比较典型的阿奴律陀式佛塔实

	 蒲甘地区佛塔形式—时期统计表（11世纪以后）	 表 5

11世纪（座） 12世纪（座） 13世纪（座） 14世纪（座） 15世纪（座） 16世纪（座） 17世纪（座） 18世纪（座） 19世纪（座） 总计（座）

独

立

式

塔

阿奴律陀式 11 24 128 1 2 2 1 31 31 231

古

风

式

锡兰式 1 1 2

印度式 3 6 7 1 1 1 1 20

寺

上

塔

神

庙

式

悉卡罗式 2 36 155 4 1 198

维摩那式 3 1 4

立体方锥形 2 2 2 1 3 10

支

提

式

阿奴律陀式 6 10 115 7 1 3 7 41 27 217

古风式 4 3 17 2 26

图 10：仰光大金塔 图 11：大金石佛塔（Kyaiktiyo pag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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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比如盈江允燕塔的主塔（图 14）、西

双版纳勐海县的景真中心塔（图 15）、盈

江允哏佛塔等；同时还有在阿奴律陀式佛

塔基础上的变体，比如勐海曼垒双塔南塔 

（图 16）。在云南上座部佛教建筑佛塔中并

不见平头的实例，因此可以发现，在南传

上座部佛教文化圈中，代表南亚形式的平

头从蒲甘佛塔开始，在远离南亚的区域开

始逐渐消失。

总体而言，蒲甘佛塔对周边地区影响

最大的是阿奴律陀式，不但其以喜瑞宫塔

为代表的基本形式在周边地区有模仿样

式，同时还有一些以此为基础的变体。同

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同样受南传佛教影

响的老挝地区，其佛塔样式受阿奴律陀式

影响较小。

五、结语

蒲甘佛塔群作为缅甸最重要的建筑遗

存，以其数量多、年代久、形式丰富的特

点成为研究东南亚佛教建筑的宝库。在遗

存中，独立塔与塔寺是数量最多的两种类

型遗存，而塔寺又包括塔与寺两部分，并

在塔这一部分与独立塔又有一些同源的关

联。因此本文从数量众多的遗存中只选择

出“塔”的形式进行论述，这样就很明确

地看出了蒲甘王朝时期支提塔的发展脉

络，并且其发展演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同时也可看出，相对于支提塔，神庙形式

的塔在蒲甘王朝时期的形式开始趋同，并

且缺少变化，可以说发展陷入僵化。从神

庙形式并不常见于蒲甘王朝之后的缅甸佛

塔实例，还有代表南亚样式的平头在缅甸

逐渐消失的现象来看，缅甸地区的南亚传

统逐渐被反映缅甸传统式样的阿奴律陀式

取代，然后这种趋势进一步影响了我国云

南地区，是导致云南地区佛塔鲜见南亚传

统样式的其中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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